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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质量控制》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检测质量的控制原理、控制对策和特性、检测误差及其概率描述和统计检验、检测质量
控制系统、过程控制和反馈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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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行广，男，河南省济源市人，1936年4月出生。河南大学(原开封师院)化学系毕业，高级工程师，原
平顶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总工程师。1984年以来，主持和参与过30多项环境监测。评价、治理工程和
项目研究工作，公开发表检测技术与质量管理方面的研究论文和报告20佘篇。其中有多项工程、研究
成果和论文获得政府奖励。由其主持技术和质量保证工作的“平顶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1991年被评
为“国家环境监测优质实验室”。其本人于1995年被平顶山市委、市政府授予“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称号。享受政府技术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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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气相色谱规定的检测限，是检测器恰能产生与噪音相区别的响应信号时所需进入色谱
柱的物质最小量。通常认为，恰能辨别的响应信号最小值应为噪音的两倍。而最小检测浓度则是指最
小检测量与进样体积的比值。离子选择电极法的规定：这种方法对检测限的规定是，某一方法的校准
曲线，当其直线部分的外延长线与通过空白电位平行于浓度轴的直线相交时，交点所对应的浓度值即
为这种方法的检测限。以上所述都是对检测下限所作的规定。而检测的上限是指与校准曲线直线部分
的最高界限点对应的浓度值。因此，校准曲线直线部分的最高界限点也称作弯曲点。这样某一方法的
检测下限与检测上限之间的浓度范围，便是该方法的适用范围，样品的定性或定量测定应在此范围内
进行。当样品中待测物质的浓度值超过检测上限时，响应值将不在校准曲线直线部分的延长线上。
（5）测定限测定限也分为测定下限和测定上限。测定下限是指在测定误差满足预定要求的前提下，
方法能够测定待测物质的最小浓度或量。它反映了方法能够准确测定低浓度水平待测物质的极限可能
性。在没有显著系统误差时，它受精密度要求的限制，精密度要求越高，测定下限高于检测下限越多
。测定上限是指在测定误差满足预定要求的前提下，方法能够定量测定待测物质的最大浓度或量。在
没有显著系统误差时，精密度要求不同，方法的测定上限亦不相同，要求越高，测定上限低于检测上
限越多。由此可知，一个特定方法的最佳测定范围，就是在测定误差能满足预定要求的前提下，该方
法的测定下限到测定上限之间的浓度范围。在此范围内，能够准确地定量测定待测物质的浓度或量。
一个方法的最佳测定范围小于它的适用范围，对测定结果的精密度要求越高，相应的最佳测定范围将
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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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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