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3.020.20

CCS Z 00

14
山 西 省 地 方 标 准

DB XX/T XXXX—XXXX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

风险管控指南

（征求意见稿）

2025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 XX/T 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I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总则...................................................................................................................................................................1

5 工作流程.......................................................................................................................................................... 1

6 前期工作.......................................................................................................................................................... 2

7 风险评估.......................................................................................................................................................... 2

8 应对和验证...................................................................................................................................................... 3

9 记录和报告...................................................................................................................................................... 3

附录 A（资料性）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风险源及风险点................................................................................ 4

附录 B（资料性） 风险管控记录表.................................................................................................................7

参考文献.................................................................................................................................................................9





DB XX/T XXXX—XXXX

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文丽、王文婷、姚清晨、范晓周、胡亚辉、杜晓玮、李焕峰、谢明、杨炯、

李雅忠、钮少颖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山西省太

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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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
风险管控指

1

南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辖区内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的监测质量风险管控工作

本文件提供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风险管控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工作流程、前期工作、

风险评估、应对和验证及记录和报告。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环境监测

运用化学、物理、生物等技术手段，针对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海水、土壤、沉积物、固体

废物、生物、噪声、振动、辐射等要素开展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的监测（检测）活动。

3.2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规范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并能

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专业技术机构。

3.3

风险管控

管理和控制生态环境监测质量风险的活动。

4.1 通过风险管控，减少和消除工作中的不利影响，确保监测质量满足要求。

4.2 采取过程方法将风险管控贯穿于监测和管理全过程。

4.3 通过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提升监测质量。

4.4 风险管控宜考虑事件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其中蕴含的机会

4 总则

。

5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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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风险管控工作流程见图1

2

。

图 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风险管控工作流程图

6 前期工作

6.1 制定风险管控计划，内容可包括：目的、范围、依据、时间安排、人员分工及工作要求等。

6.2 收集、整理、归纳与监测质量风险有关的信息，包括：机构主体、人员、场所环境、设施设备、

管理体系、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监督检查情况等。

7 风险评估

7.1 风险识别

7.1.1 风险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机构主体：合规性、资质管理等；

——人员：数量、能力、培训、监督等；

——场所环境：工作场所、工作环境、安全作业等；

——设施设备：数量、性能、完全使用权、溯源、标识、档案等；

——管理体系：公正性、保密性、受控文件、合同评审、方法、样品管理、现场监测和采样、

分析测试、结果有效性、记录、报告、投诉、电子信息控制等；

——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等；

——监督检查情况。

7.1.2 按照风险来源进行风险识别，风险源及风险点见附录 A。

7.2 风险分析

7.2.1 风险分析主要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风险发生后果的影响程度等方面考虑。

7.2.2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根据 GB/T 27921 进行分析。

7.2.3 按照风险发生后果的影响程度可将风险分为“轻微风险”“一般风险”“严重风险”和“很严

重风险”四个等级。风险发生后果及等级见表 1。

前期工作 应对和验证 记录和报告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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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风险发生后果及等级

序号 风险发生后果 风险发生后果的影响程度 风险等级

1 基本上不影响监测质量 轻微 轻微风险

2

违反一般管理规定，但后果可接受

机构部分监测能力受怀疑

稍微影响监测质量，但未对客户造成重大影响，未造成投诉

客户信息无外泄

一般 一般风险

3

违反行政规章，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整改并处以罚款

资质暂停、部分监测活动暂停

影响监测机构诚信、技术能力及监测质量，受到投诉

客户信息外泄

严重 严重风险

4

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机构资质被撤销

国家秘密及商业秘密泄露

严重损害信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很严重 很严重风险

7.3 风险评价

7.3.1 将风险分析结果与相关要求进行对比，以确定风险是否可以接受或容忍。

7.3.2 轻微风险为可接受的风险；一般风险为有条件接受的风险；严重风险为不希望存在的风险；很

严重风险为不能容忍的风险。

8 应对和验证

9 记录和报

8.1 对轻微风险，可通过采取日常监督及质量控制活动予以应对。

8.2 对一般风险，宜限期实施有效措施转移或降低风险。

8.3 对严重风险，宜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或者降低风险。

8.4 对很严重风险，宜放弃可能产生监测质量风险的活动，查找原因并予以控制。

8.5 明确责任人对风险应对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验证，确认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告

9.1 风险管控工作全过程宜形成记录，包括风险评估表（见附录 B.1）、风险应对和验证表（见附录

B.2）等。

9.2 风险管控工作宜形成报告，内容包括：目的、范围、依据、时间、人员、风险评估结果、采取的

应对措施和验证情况等。

9.3 风险管控工作形成的计划、记录和报告宜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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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风险源及风险点

A.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风险源及风险点见表A.1。

表 A.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风险源及风险点

风险源 风险点

机构
主体

合规性
法律地位不明确a

机构未建立防范和惩治弄虚作假行为的制度和措施

资质管理

存在未向资质认定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的事项

使用已经过期或者被撤销、注销的资质认定证书或者标志

未在检验检测报告上标注资质认定标志

超资质能力范围，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

人员

数量 人员数量不满足工作需要

能力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结构、受教育程度、理论基础、实际操作能力等不

符合工作要求

未对人员开展有效的能力确认

培训 未对人员进行相关培训

监督 未对人员开展有效的监督和监控

场所
环境

工作场所 租用、借用场地期限少于1年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设施条件不符合监测方法或规范要求

未对监测结果有影响的环境条件进行监控

分区不合理

安全作业

未配备安全防护装备或设施

未定期核查安全防护装备或设施的有效性

危险化学品未按相关规范或标准要求储存、使用

实验室废液、废渣未按相关规范或标准要求储存、回收或处置

设备
设施

数量、性能

未正确配备开展监测活动所需的设备设施（含标准物质），包括数量、性

能不满足

标准物质保存、配置及使用不满足标准方法要求

使用未进行符合性验证、过期或失效的试剂耗材

未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完全使用权
租用、借用设备设施手续不符合要求

租用、借用设备设施期限少于1年

溯源

未制定检定/校准计划，或未按计划实施检定/校准

未对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有影响的设备进行定期检定、校准或核查
a

未对检定、校准结果进行有效确认

未正确使用校准值

未开展期间核查

标识 未对设备进行标识管理

档案 设备档案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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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风险源及风险点（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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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源 风险点

管理

体系

公正性
未制定确保公正性的措施

未以公开方式进行公正性自我声明

保密性 未制定保密措施

受控文件

体系文件编制依据不符合要求

体系文件未全部覆盖机构的所有场所

体系文件未明确机构内部各部门的职责

受控文件管理不规范

使用未受控文件

合同评审

未按照客户要求完成监测工作（包括时限、质量）

合同约定不满足相关要求

合同约定发生变更未通知客户并取得同意

未对分包方资质、能力进行确认

未对分包方监测质量进行监督或验证

方法

监测方法未及时查新，使用过期或作废的标准

未按照约定方法开展监测工作

选择的方法不满足执行标准的要求

样品管理

样品保存不符合要求

样品标识管理不符合要求

样品运输过程中存在样品玷污、损失可能

样品异常或处于损坏状态，未及时记录并采取相应措施

现场监测和采

样

未制定现场监测和采样计划或计划内容缺失

采样器材、现场监测仪器不满足现场采样要求

采样过程不符合规范要求

监测期间企业生产工况不满足标准要求

现场监测仪器使用前后未按规范或标准分析方法要求进行关键性能指标的

核查

现场监测和采样时监测人员少于2人

分析测试

未在样品保存期限内进行分析测试

样品制备或前处理不符合要求

监测结果未按照标准分析方法要求表示

监测结果未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结果有效性

未制定质量控制计划，或未按计划实施质量控制活动

质量控制计划未覆盖所开展的检测领域

未对质量控制结果进行评价

未按照要求参加能力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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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 风险点

管理

体系

记录

记录信息不充分，无法溯源

现场监测未及时记录，存在补记或记录信息不全的情况

原始记录更改不规范

未按照标准等规定妥善保存记录，导致记录损坏、丢失

存在纸质原始记录与电子存储记录不一致，或谱图与分析结果不对应情况a

仪器设备直接输出的数据和谱图未备份保存

记录保存不符合要求

未对技术记录进行复核，原始记录遗漏相关责任人员的签名或代签

报告

报告内容不完整、信息不全面

报告文字描述有错漏或有引起歧义的内容

报告由非授权签字人签发

未注明分包的检验检测项目以及承担分包项目的检验检测机构

分包结果未在报告中清晰标明

检测报告上未加盖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或者检验检测专用章

报告信息与合同评审或原始记录不一致

报告未按要求进行归档留存

投诉 投诉处理中当事人未回避

电子信息控

制

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未验证

电子数据传输、管理的设施及手段缺乏安全性、完整性
a 建议风险等级为“很严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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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风险管控记录表

表 B.1 风险评估

B.1 风险评估表见表B.1。

表

序号 风险源 风险点描述 风险发生后果 风险发生后果的影响程度 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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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风险应对和验证

B.2 风险应对和验证表见表B.2。

表

风险点描述：

识别人： 日期： 负责人： 日期：

风险等级：

□轻微风险

□一般风险

□严重风险

□很严重风险

评估人： 日期： 负责人： 日期：

拟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

提出人： 日期： 负责人： 日期：

风险应对措施完成情况：

填写人（风险发生部门）： 日期： 负责人： 日期：

应对措施验证情况：

验证人： 日期： 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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