
·知识介绍·

测量不确定度及其估算
陈守建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09)

中图分类号 :O212. 1 　　　文献标识码 : E 　　　文章编号 :1006 - 2009 (2002) 05 - 0038 - 06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 T

15481 - 2000 发布以来 ,在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

的复核中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已成为各实验室准

备工作的重点。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规定 :检

测和校准实验室都必须具有对测量结果进行不确

定度评定的程序 ,并且还应该在具体的检测和校准

工作中应用这些程序来进行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测量不确定度在检测工作中的正确使用 ,可以

衡量实验室科学管理 (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 和检

测技能 (分析质量控制和出具有效检测结果的能

力)的水平 ,也是计量认证复核和实验室认可评审

的要素之一。

1 　测量不确定度的发展

1963 年 , 美国国家标准局 (NBS) Eisenhart 在

研究“校准系统的精密度和准确度的估计”中提出

采用定量的建议。

1970 年 ,NBS 在测量保证方案 (MAP) 的研究

和推广中进一步发展了对不确定度的定量表示方

法 ,使它在测量领域中广泛被采用。

1977 年 ,国际计量委员会 ( CIPM) 提案 ,经国

际计量局 (B IPM) 征求 32 个国家计量实验室及 5

个国际组织对不确定度使用的意见。

1980 年 ,B IPM 成立工作组 ,起草建议书 INC

- 1 (1980) ,向各国推荐不确定度的表述 ,统一不确

定度表示方法。

1981 年 —1986 年 ,第 70 届国际计量委员会批

准建议书 ,并在世界各国使用。

1986 年 ,CIPM 建议 ISO 起草《测量不确定度

表示导则》,并得到国际计量局 (B IPM) 、国际电工

委员会 ( IEC) 、国际分析化学联盟 ( IFCC) 、国际标

准化组织 ( ISO) 、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盟 ( IU2
PAC) 、国际纯物理和应用物理联盟 ( IU PAP) 、国际

法制计量组织 (OIML) 7 个国际组织支持。

1993年 , ISO 公布了《测量不确定度表示导

则》( Guide to the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 ISBN 92 - 610188 - 9 , GUM) ,对术

语、定义、评定和报告方法等方面都作了统一规定 ,

代表了国际上在表示测量结果及不确定度时的约

定做法 ,使各国对此问题上有了一致的定义。

1995 年 ,发布《测量不确定度表示导则》的修

订版。

1999 年 ,国家计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

表示》JJ F 1059 - 1999 ,代替了《测量误差及数据处

理》JJ F 1027 - 1991 中的测量误差部分。

2 　术语

2. 1 　测量不确定度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性 ,与测量

结果相关联的参数 ,此参数的标准差 (或其倍数)说

明了置信水平区间的半宽度。测量不确定度一般

由多个分量组成 ,一些分量用一系列测量结果的统

计分布评定 ,以实验标准差表示 ;另一些分量来自

经验 (已有的试验结果) 或其他信息 (检定证书 ,说

明书等)假定的概率分布评定 ,也可以用标准差表

征。测量结果是被测量值的最佳估计 ,所有不确定

度分量均对测量结果的分散性有贡献。

2. 2 　标准不确定度 (Standard Uncertainty)

用标准偏差表示的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

2. 3 　不确定度的 A 类评定 ( Type A Evaluation of

Uncertainty)

用对观测列的统计分布进行不确定度评定的

方法称为不确定度的 A 类评定或 A 类不确定度评

定 。得到的相应标准不确定度为 A 类不确定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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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用 uA 表示。

2. 4 　不确定度的 B 类评定 ( Type B Evaluation of

Uncertainty)

用不同于 A 类评定方法的其他方法进行不确

定度评定的方法称为不确定度的 B 类评定或 B 类

不确定度评定 。得到的相应标准不确定度为 B 类

不确定度分量 ,用 uB 表示。

2. 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ombined Stand. Uncer2
tainty)

测量结果由若干其他量得来时 ,测量结果的标

准不确定度等于这些量的方差和协方差的适当和

的正平方根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是测量结果标准差

的估计值 ,用 uC表示。计算中方差是标准差的平

方 ,协方差是测试中相关性导致的方差 ,由于引入

协方差会使合成不确定度扩大 ,通常用改变测试程

序来避免相关性的发生或使协方差减小到可忽略。

2. 6 　扩展不确定度 ( Expanded Uncertainty)

扩展不确定度是规定测量结果的区间的量 ,

是由不确定度的倍数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 ,用符号

U 或 U p 表示 , U = kuC 或 U p = kp uC。k 是包含

因子 ,一般情况下取 k = 2 ,考虑测量结果的风险 ,

也可取 k = 3。

2. 7 　包含因子 (Coverage Factor)

为获得扩展不确定度 ,作为合成不确定度倍乘

数的数字因子 k。扩展不确定度有 U 和 U p 两种

形式 ,包含因子 k 也有 k 和 kp 两种形式。当测试

结果接近正态分布时 , k 值可用 t 分布的 t 值代替。

结果用 U p 表示时 ,则需根据置信概率和自由度ν

来决定。(通常 k 因子值在 2～3 之间)

3 　概念

3. 1 　测量不确定度

测量不确定度是对测量结果的不可信程度或

对测量结果有效性的怀疑程度 ,是表征测量值的分

散性程度的参数。新的不确定度定义是可以定量

评定的 ,是可以操作的定义。

传统的不确定度定义有 : ①由测量结果给出的

被测量的估计值中可能误差的度量 ; ②表征被测量

的真值所处的量值范围的估计。传统的定义是概

念性的 ,它着眼于不可知量 ,由于真值与误差均不

可知 ,因此传统的不确定度是无法定量确定的。

3. 2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是测量结果减去被测量的真值。传

统的定义是将误差分成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系

统误差 ( �μ- τ) 是期望值与真值间的偏离 ; 随机误

差 (χ- �μ) 是测量值与期望值间的偏离。�μ,τ均为

理想条件下的概念 , �μ是无限次重复测量的均值 ,

是一个数学期望值。

3. 3 　影响量

影响量不是被测量 ,是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

量。它分为 :

(1)随机影响 :不可预测的随机的时空变化对

测量的影响和 ;

(2)系统影响 :影响量以某一定的规律变化 ,成

为系统影响 ,被测量在重复测量中呈现的变动性而

使结果偏移。

3. 4 　修正值

修正值是以代数法相加于未修正的测量结果

以补偿系统误差的值。在修正后的测量结果中 ,由

系统影响引起的系统误差的期望值为零。但由于

系统误差不可能完全知道 ,因此修正值也无法完全

知道。用实验方法得到的修正值 ,由于实验手段和

方法引起对修正值的认识不足 ,其本身带着不确定

度 ,因此用修正值减小结果系统误差的过程中 ,同

时引入了修正值本身的不确定度。

测量结果对已知系统影响进行修正后仍存在

着由于随机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和系统影响修正

值不完善引起的不确定度。

3. 5 　测量精密度和测量准确度

(1)测量精密度 ( Precision of Measurement)

ISO 3534 - 1 中定义 :测量精密度是指在规定

条件下 ,各独立测试结果间的一致程度 ,包括了重

复性和复现性 ,但在实际使用中通常仅指重复条件

下的精密度。1993 年版《国际通用计量基本术语》

中未对“精密度”定义 ,并建议在表述测量结果时回

避使用术语“精密度”。“精密度”是一个定性概念 ,

不宜用数值来定量表示。

(2)测量准确度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准确度是表示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真值之间的

一致程度。由于真值是一个抽象概念 ,准确度是一

个定性概念 ,反映了测量过程中系统误差和随机误

差的综合 ,即测量结果既不偏离真值 ,测得值又不

离散的程度。准确度只能用高低或等级来表示 ,不

能用数字来定量表示。要用数字表示时应该用“不

确定度”。即用扩展不确定度为 1 %代替过去所用

的准确度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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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的区别

测量误差是客观存在 ,是理想的概念 ,准确度

是一个定性的概念。测量不确定度是人们对被测

量认识不足的程度 ,是可以定量评定的量。已修正

后的测量结果即使有很大的不确定度 ,而其误差也

可能被忽略。也有可能测量结果非常接近被测量

的真值 ,但由于认识不足 ,只能认为被测量的值落

在一个较大的区间内。因此测量结果不确定度不

应理解为剩余的未知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表示导

则》中强调 :“误差”与“测量不确定度”是两个概念。

在测量不确定度中不包括已确定的修正值 ,也不包

括异常值。

测量不确定度与测量误差的区别为 :

(1)误差是一个有正负号的量值 ,是测量结果

减去被测量的真值 ;不确定度是一个无符号的参数

值 ,用标准偏差或其倍数表示参数的值。

(2)误差是表明测量结果偏离真值的程度 ;不

确定度是表明被测量值的分散性。

(3)误差是客观存在 ,不以人的认识而改变 ;测

量不确定度与人们对被测量和影响量及测量过程

的认识有关。

(4)由于真值不可知 ,不能准确得到测量误差

的值。当用约定真值时 ,方可以得到测量误差的估

计值。测量不确定度可根据实验、资料、经验等信

息进行评定 ,可以定量确定测量不确定度的值。

(5)测量误差按性质分为随机误差和系统误

差 ,按定义 ,它们都是无穷多次测量时的理想概念。

评定测量不确定度分量时 ,不必区分其性质 ,需要

时应表示为“由随机影响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分

量”和“由系统影响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

(6)测量误差评定中 ,当已知系统误差的估计

值时 ,可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得到已修正的测量

结果。不确定度评定时 ,不能用测量不确定度对结

果进行修正 ,在已修正的测量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中 ,应考虑修正不完善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4 　不确定度的估算

4. 1 　不确定度的 A 类评定

在重复性或复现性条件下 ,测得 n 个结果 x k ,

随机变量χ的期望值μx 的最佳估计方法是取 n

次独立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x 。由于测量过程中

受影响量的影响 ,每一个独立测量值 x k 不一定相

同 ,它与平均值之间存在着残差υ:

υ( k) = x k - �x
测量值的实验方差为 :

s2 ( x k) =
1

n - 1 6
n

k = 1

( x k - �x ) 2

测量值的实验方差是测量值 x k 的概率分布的

总体方差σ2 的估计 ,其正平方根 s ( x k) 表征了 x k

的分散性 ,称为实验标准差。如果以独立测量列的

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其实验标准差为 :

s ( �x ) = s ( x k) / n

由于标准差 s ( x k) 与 x 有相同的量纲 ,直观而

且易于理解 , 因此作为测量结果标准不确定度

[ u ( x ) , u ( �x ) ] ,广泛用于检测结果 A 类不确定度

的估算。

4. 2 　不确定度的 B 类评定

B 类不确定度的信息来自以往的检测数据 ,有

关的技术资料 ,检定、检验证书 ,说明书以及国家标

准或文件给出的重复性、复现性限值和萃取效率

等。由此得到的估计方差 u2 ( x i ) 称为 B 类方差。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 F 1059 - 1999 关于

B 类不确定度的估算为 :对于已知信息表明被测量

X i 之测量值 x i 分散区间的半宽为 a ,且 x i 落在

x i - a至 x i + a 区间的概率为 100 %。通过对其分

布的估计可得出标准不确定度 u ( x i) 为 :

u ( x i) = a/ k

k 与分布有关 ,表 1 为常用分布与 k、u ( x i ) 的

关系。

表 1 　常用分布与 k、u ( x i)的关系

分布类别 p / % k u ( x i)

正态 99. 73 3 a/ 3

三角 100 6 a/ 6

梯形β= 0 . 71 100 2 a/ 2

矩形 100 3 a/ 3

如果检定证书、说明书等资料明确给出了不确

定度 U ( x i) 及包含因子 k 时 ,标准不确定度 u ( x i)

= U ( x i ) / k。如果已知被测量 X i 的可能测量值

出现在 a - 至 a + 中心附近的概率大于接近区间

边界时 ,最好按三角分布计算。如果 x i 本身就是

在重复条件下的 n 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则可以

估计为正态分布。在缺乏任何信息的情况下 ,一般

估计为矩形分布是比较合理的。

例 :对某液体样品按操作规程进行 5 次重复测

定铅的含量。为说明操作过程中 A、B 两类所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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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度分量的计算 ,暂不考虑去掉那些可以忽略的

分量。

(1) A 类不确定度的估算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铅的含量 ,5 次测

定结果分别为 :

10. 0μg/ L 、9. 95μg/ L、9. 90μg/ L、10. 5μg/ L、

10. 2μg/ L , �x = 10. 11μg/ L 。

估计方差 s2 ( x ) = 0 . 060 5 ;

标准不确定度 u ( x) = s ( x) = 0. 246μg/ L ;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rel ( x) =
s ( x)

�x ×100 %=2.4 %。

(2) B 类不确定度的估算

在测定铅的过程中 ,B 类不确定度分量包括 :

取样 ,比对用标准物纯度 ,称量 ,标准液配置 ,标准

曲线的估计误差 ,标准或文件指出的测量偏差等。

(a)取样

用 (100. 0 mL ±0. 16 mL) 无分度吸管 (二级)

吸取 100. 0 mL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

u1 = 0. 16/ k = 0. 09 %(均匀分布处理取 k = 3)

若是用 (100. 0 mL ±0. 5 mL) 量筒取样 ,其相

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

u1 = 0 . 5/ k = 0. 29 % ( k = 3)

(b)比对用标准物质

标准物质硝酸铅 Pb (NO3) 2 纯度大于 99. 95 %

时 ,不确定度小于 0. 05 %。

u2 = 0 . 05/ k = 0 . 029 % ( k = 3)

如果标准物质纯度为 99 %或 95 %时 ,其不确

定度分别为 0. 6 %和 2. 9 %。

(c ) 已 知 天 平 ( 三 等 砝 码 ) 称 量 误 差 为

±0. 000 2 g ,按均匀分布处理 ,其相对标准不确定

度为 :

u3 = (0. 000 2/ 1. 598 5 k) ×100 % = 0. 007 2 %

( k = 3)

(d) 标准溶液配制

1. 598 5 g Pb(NO3) 2 于 (1 000. 0 mL ±0. 8 mL)

容量瓶 (二级) 定容 ,取 10. 0 mL ±0. 04 mL 于

(100. 0 mL ±0. 2 mL)容量瓶定容 (Pb 为 100 mg/ L) ,

再取 10. 0 mL ±0. 04 mL 于(100. 0 mL ±0. 2 mL)容量

瓶定容 ,配成 Pb 为 10 mg/ L ,其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分别为 :

u4 = 0 . 08 %/ 3 = 0 . 046 %

u5 = 0 . 04/ 10 3 = 0. 23 %

u6 = 0 . 2/ 100 3 = 0. 1 %

u7 = 0 . 04/ 10 3 = 0 . 23 %

u8 = 0. 2/ 100 3 = 0. 1 %

(e )标准曲线

当输入量 X i 的估计值 x i 是由实验数据用最

小二乘法拟合的曲线上得到时 ,曲线上任何点和表

征曲线拟合参数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u9 =
syx / b

�x ×100 % = 2 . 8 %

式中回归线估计误差 : syx = ( 6
( yi - ŷ) 2

N - 2
) 1/ 2

　　 ŷ = a + bx

b ———斜率 ;

�x ———标准曲线各浓度点的均值 ;

N ———曲线浓度点数。

f 偏性 , 经多个实验室验证 , 本法萃取率在

93 %以上 ,测定结果可能有约 7 %的偏差 ,已知各

实验室验证时用算术平均值估算 ,按正态分布处

理 , k 取 3。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

u10 = 7 %/ 3 = 2. 33 %

根据以上各分量 ,B 类不确定度为 :

uB = ( u1
2 + u2

2 + u3
2 + ⋯+ u10

2)
1
2 = 3. 63 %

(3) 合成不确定度的估算

uC = ( uA
2 + uB

2)
1
2 = (2. 432 + 3. 632)

1
2 = 4. 36 %

(4) 不确定度的报告

不确定度报告可直接用合成不确定度 uC ,或

用扩展不确定度 U ,并说明包含因子值 k。

上例中铅的测定结果为 :

(a) 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表示 :

ρPb = 10. 1μg/ L , uC = 0. 4μg/ L

(b)以扩展不确定度表示 :

ρPb = 10. 1μg/ L , U = 0. 9μg/ L , k = 2 或

ρPb = 10. 1μg/ L ±0. 9μg/ L , k = 2

(c)以相对不确定度表示 :

ρPb = 10. 1μg/ L , u = 4. 0 %或

ρPb = 10. 1 (1 % ±8. 7 %)μg/ L , k = 2 (必要时

可以给出有效自由度)

上例说明了检测过程中所有 A 类和 B 类不确

定度分量 ,在 10 个分量中 u9 和 u10两个分量贡献

最大 , uB = ( u9
2 + u10

2) 1/ 2 = 3 . 60 % ,其他的分量都

可忽略。因为装备良好的实验室 ,其天平、容量器

具等均处于严格的计量管理状态 ,基准物质的纯度

和溯源性均有保证 ,操作者有良好的技能 ,来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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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的影响可被忽略。但必须注意 ,当使用的容

量器具、仪器或标准物质质量得不到保证时 ,已知

对结果的精密度和准确程度有较大影响时 ,应根据

情况合理地对有影响的分量进行运算。

《中国实验室注册评审员培训教程》在检测实验

室应用不确定度的几项规定中指出 ,对检测实验室 ,

有些检测 A 类评定分量占主导地位 ,B 类评定分量

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不给自由度 ,合成时可不考虑相

关性 , k 可以统一取 2。这些规定应该是在对不确定

度的估算方法有全面知晓的基础上方能简化。

4. 3 　常规检测工作中的不确定度的 A 类评定

(1) 在《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 F 1059 -

1999 中说明了 A 类不确定度的基本方法。

(2) 在统计控制状态下 ,测量过程样本合并标

准差 sp 的估算 :

sp = ( 6 s i
2/ k) 1/ 2

式中 s i 是每次检测时的样本标准差 ,在同样

条件情况下 ,用此测量过程对被测量 X 进行 n 次

重复测量 ,以算术平均值 �x 作为测量结果 ,其标准

不确定度为 :

u ( �x ) = sp/ n

(3)在规范化常规测量中 ,多批次相同或不同

测量次数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

m 批测量中次数相同时的不确定度 :

sp
2 ( x i) =

1
m 6

m

i = 1
s i

2 = u2 ( x i)

m 批测量中 n 次数不同时的不确定度为 :

sp
2 ( x i) =

1

6υi
6υis i

2 = u2 ( x i)

式中自由度υ= 6
m

i = 1
υi ;每一批自由度υi = n i - 1。

(4) 在常规理化检验中 ,除对标准溶液定值以

及考核样品测试时需采用上述方法外 ,对单个样品

测试时 ,大于 5 次的机会极少。

根据标准分析方法进行的常规检验 ,或在重复

性和复现性条件下 ,结果估计接近正态分布前提下

对 x i 进行少数次独立检测 ,结果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间的极差 ( R) 可按下式估算实验标准差 :

s ( x i) =
R
C

= u ( x i)

式中 C 为极差系数。

测量次数与极差系数的关系见表 2 ,水中铬测

定结果的标准差估算见表 3。
表 2 　测量次数与极差系数的关系

测量次数 n 2 3 4 5 6

极差系数 C 1. 13 1. 64 2. 06 2. 33 2. 53

表 3 　水中铬测定结果的标准差估算

测定结果 �x R s = R/ C 　　　RSD = s/ �x ×100 % 　
ρ/ (μg·L - 1) ρ/ (μg·L - 1) ρ/ (μg·L - 1) ρ/ (μg·L - 1) 　/ %

第一组 n = 2 　30. 0 ;33. 7 31. 85 3. 7 3. 27 10. 26

第二组 n = 3 　30. 0 ;31. 5 ;33. 8 31. 76 3. 8 2. 31 7. 27

第三组 n = 4 　29. 9 ;33. 6 ;31. 5 ;32. 0 31. 75 3. 7 1. 80 5. 66

　　(5) 临界 Rc 控制限在极差值估算中的应用

常规检验中 ,一对数据间的差值即为极差 ,但

在出现一对相同数据时 ,对实验标准差的估计带来

困难。临界 Rc 值在水质标准检验方法[1 ]中用于精

密度的控制 ,它的建立基于收集实验室对某项目测

定时的极差值分布。如某实验室在一段时间内收集

的不同质量浓度铜的重复样测试结果的极差值见表

4 ,以此估计重复样测试结果的实验标准差。

表 4 　铜的不同浓度范围减差值及控制限

浓度范围
ρ/ (μg·L - 1)

重复测定组数
n/ 组

�x
ρ/ (μg·L - 1) 平均相对减差值 ( R) R 的加权均值 临界 R c 控制限 ( D4 R)

5～ < 15 16 11. 1 0. 123 4 0. 094 0 0. 307

15～ < 25 23 19. 1 0. 073 6

25～ < 50 21 35. 4 0. 033 8 0. 031 3 0. 102

50～ < 100 26 65. 9 0. 035 4

100～ < 200 10 134 0. 021 0

> 200 3 351 0. 0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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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分析中出现一对重复样的数据为16. 5、

16. 5 , 对其实验标准差估算 , 可以直接引用

“0. 094”,极差 R 的估计值为 0. 094 ×16. 5 = 1. 55 ,

标准差的估算值 s =
1. 55
1. 13

= 1. 37 , (相对标准偏差

RSD =
s
�x = 8 . 31 %) 。分析中出现一对相同结果 ,

应视为偶尔出现的现象 ,不能认为极差是零。

(6) 校正标准法中单一测定结果的不确定度

估算

在化学测试中 ,很多方法都是通过与标准系列

比对定值的。即“当输入量的估计值是有实验数据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的曲线上得到时 ,曲线上任何一

点和表征曲线的标准不确定度 ,可用有关的统计程

序评定”。

例如在对某一指标的测试中 ,校准曲线1. 0 mg/ L

～20 mg/ L 共 7 个质量浓度点 ,斜率 b = 0. 032 33 ,

截距 a = 0 . 078 02 ,相关系数 r = 0 . 998 8 , 校准曲

线的估计误差 syx =
6 ( y - ŷ ) 2

N - 2
= 0 . 011 66 ,校准

曲线测量范围的方法标准差 syx / b = 0. 36 ,

RSD = 4. 8 %。根据文献 [ 2 ] ,单一结果不确定度范

围的计算方法 :

　 x̂1～2 =
ŷy - a

b
±

syx

b
×t ( 1

N
+

1
n

+
( y - �y) 2

b2 - 6 ( xi - �x) 2)
1
2

假设样品测量值为 A :0. 255 ,按上式计算被

测物质量浓度的范围为 :

x̂ 1～2 = 4. 55 mg/ L ±0. 95 mg/ L (置信水平为

95 % , t = 2. 45)

单一结果标准不确定度为4.55 mg/ L ±0.38 mg/ L。

化学测试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 ,必需建立健

全质量管理体系 ,严格质量控制 ,及时发现和控制

影响不确定度的因素 ,科学准确地估算检测结果的

不确定度 ,保证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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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转发

《关于印发 < 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 (试行) > 的通知》

近日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环

保重点城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 转发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印发 < 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 (试行) > 的通知》(环发

[2002 ]118 号) 。《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 (试行)》的内容包

括人员编制及结构、业务经费、工作用房、仪器设备等。文

件还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和有条件的环境监测站在该标准的

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配置标准和装备水平。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信息简报》2002 年第 8 期

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制定工作过错追究办法

近日 ,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颁布了《安徽省环境监测

中心站工作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该办法的实施有利于提

高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确保监测数据和分析报告

的准确性、公正性、权威性和科学性 ,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

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信息简报》2002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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