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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是以技术为依托，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

技术机构。检测机构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体现在报告的质

量上。报告的质量是否过关则依赖于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和有效性。对于国内的家具实验室而言，其涵盖的检测

领域非常的广，标准覆盖也非常全面，木材、金属、石

材、纺织、皮革、环境、力学、化学……几乎都能涉及，

从而使得实验室需要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但这往往是

不现实的。因此实验室在检测标准的把控方面不可避免

地也会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会或显性或隐性地影响

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但无论什么样的检测实验

室，都不外乎人、机、料、法、环、测这六要素，只是

对这六要素的理解和实际运用情况会有不同，但尽可能

做到持续改进的目标应是一致的。本人结合工作经验，

对家具实验室检验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1

1　业务受理人员的重要性

人是所有生产活动中的关键因素。人员的素质高低

与检测机构的能力水平直接相关。机构中所有人员都应

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历，接受足够的培训教育，

使之能胜任相应岗位工作 [1]。比如业务受理，非常具有

技术含量，可有些实验室不以为然，甚至误认为这是个

“花瓶岗位”。业务受理是检测机构工作的开端，它起着

航船舵手的作用，领航出现失误或错误，则后期的工作

就都将成为徒劳，因为方向不对。因此对承担业务受理

的人员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指导他们更好地完成

业务受理工作，有些实验室会让一些一线的老同志下来

后在业务受理部门进行传帮带，这就非常的好。

1.1 样品状态描述的完整性

所有检测机构都会有一条声明即“本次检测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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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仅对收到的送检样品负责”。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

进行收取样品的时候，对于样品状态的描述则显得非常

关键和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检测结果。假如在委

托协议书上“样品描述、状态”一栏，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填写“完好”则可能会带来许多风险。简单举个例

子，假如有破损的样品填写了“完好”，而在后续检测项

目中有样品外观检测时，则会直接导致该检测项不合格，

可又与收样样品的描述相悖。此外样品的颜色、形状、

材质、是否有腐朽变质等，业务受理人员都要仔细确认，

尤其是对后续检测项目有直接影响的状态都应尽可能的

描述清楚 [2]。

1.2 被测产品与所检测标准的适用性

被测产品和所需检测项目参数的方法标准或产品

标准，标准的适用性应该分成多种情况来讨论：如有些

产品尚无自身的标准需要使用已有的其他产品或方法标

准进行检测；或者是本身标准中无此类参数项目；又或

者是标准适用范围有交叉；最后还有客户指定的情况。

举个例子，家具中甲醛释放量的检测，分别会引用 GB 

1858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和

GB/T 35607《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而有些家具产品本

身对甲醛释放量也会有其自身的方法如 QB/T 2280《办公

家具 办公椅》和 QB/T 4670《吧椅》（其引用的方法同办

公椅），所以标准适用性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假设来样

是一件吧椅产品，甲醛释放量的测定作为收样人员原则

上应取其产品标准所规定的检测方法—— QB/T 4670，而

将其登记使用 GB 18584 木家具甲醛测试方法显然是不合

适的，若客户确有要求则必须在委托协议书中进行备注。

因此面对众多的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业务受理人员应

熟练掌握，并能准确快速的定位所送检样品的标准适用

范围、指标要求和检测方法等信息。若有需要，实验室

可由熟悉产品检测的技术人员制作《产品标准适用性对

照表》来帮助业务人员查询使用 [2]。

2　功能和辅助设备的重要性

检测设备的性能是否准确，会直接影响到实验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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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是否准确可靠。所以为保证测量设备性能满足预

期的使用要求，保证其量值的溯源性，须定期进行校准

或检定。然而由于测量设备固有特性的变化或漂移，在

间隔的两次检定或校准之间并不能始终保证维持正常性

能 [3]。因此，实验室应对设备进行有效监测和控制，持

续的期间核查和有效性验证就是其中常见的手段。通常

实验室都能做到定期核查，但容易在具体操作时忽略一

些细节，如在长期的检测过程中极易发生性状改变且会

影响检测数据的工具或附件，假如我们仅在初期进行了

功能核查，而未做定期的符合性评价，就会容易导致数

据存在偏差。这样类似的工具附件有很多，如：办公椅

脚轮磨损测试的障碍条，长时间使用后其倒角、厚度是

否发生变化；比色用的比色卡时间长了是否有老化变色；

制样用刀具的刃口长期使用是否有锈蚀和顿挫；研磨用

的研磨装置用久了是否会产生交叉污染等等，都应做好

定期核查，必要时需报废换新。实验室应从自身资源、

技术能力、测量设备的重要程度，以及追溯成本和可能

产生的风险等因素，综合考虑核查的频次 [3]。

3　检测和记录溯源性的重要性

原始记录是检测过程和结果信息的真实记录，是编

制证书及报告的基础。原始记录必须要保证数据的正确

性、溯源性。

3.1 数据来源应与选择设备一致

正确选择设备和检测方法对提高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是至关重要的，它能规范检测工作，减少随意性 [4]。如

金属件涂镀层中性耐盐雾测试时需记录 pH 值 [5]11。根据

标准的要求，我们可以选用 pH 计也可以选择 pH 试纸。

pH 计可以检测出精确的 pH 数值，而 pH 试纸则只能检测

出 pH 值区间。若在原始记录表上勾选使用 pH 计，填写

却是 pH 值的范围，这就是在检测方法和设备的选择上

出现了偏差，不够严谨。再比如勾选使用的量具是精度

0.02mm 的游标卡尺，而原始记录上的数据只保留一位小

数甚至是出现了尾数是奇数的情况，这都是非常不严谨

且危险的。因此实验人员须严格按照标准要求选用适当

设备，并在原始记录表上如实记录所使用设备得出的检

验原始数据，若对检验记录有更改的，应严格按规定的

规范进行，确保数据得出值与选择的设备一致。

3.2 数据来源应具备溯源性

原始记录中的所有数据必须具有溯源性，应保证每

一个数据自始至终都能找到源头和去向，这样才能确保

检测结果的真实可靠，不能溯源的检测数据是无效的，

不能被采用 [4]。例如办公椅尺寸测量中有个外形对称度

项目 [5]10，则应记录样品所有对称部位的测量值，最后经

过计算处理后得出所有外形对称度的值，并选用最差值

作为终值，而不应直接填写“2 或 3”这种无法追溯来源

的结果值。这种记录严重点说甚至涉嫌数据造假，因此

实验室应格外注意溯源的细节。

数据记录除了包含测量得出和经过计算处理的数值

结果，还包括对检测结果进行状态描述的记录。这种描

述性结果的溯源，也应引起重视。例如办公椅脚轮磨损

测试 [5]13，标准要求试验完成后用一个 22N 的力对脚轮进

行脚轮是否脱离底座的验证，在这里对结果的记录就可

以是脚轮脱离时使用的力值（如“23N”）或者使用 22N

的力后的结果描述成“脱离”或“未脱离”，但不允许写

成“符合”或“不符合”，这样的描述毫无溯源性。再如

座面冲击试验 [5]22，样品破损后的描述，不能简单笼统的

描述成“破损”，而应对破损部位、时机、状况进行详细

记录，方能体现结果的溯源性。

3.3 偏离情况必须在报告中说明

方法偏离应是一种非常态的临时行为，是由于客观

原因使某种检测条件无法达到，但经技术判断可以继续

检测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行为，过后还要恢复正常，因此

可以在事先形成了文件、获得了授权并被客户接受的情

况下方可按标准方法使用 [6]。实验室常常会遇到一些客

户在送检样品时，并未对标准有很深的了解和熟悉，因

此有时候会在检测样本量上出现与标准不符，但又无法

补足样本量的情况。例如 GB/T 17657-2013《人造板及饰

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中用于测定甲醛释放量的

干燥器法，要求样品总表面积应接近 1800cm2，而客户所

提供样品量总表面积只有 1300cm2，但又无法补足样品。

此时实验室需做到：一方面受理样品时应说明记录，另

一方面检测记录过程中也应将与方法在样品量上的偏离

做好备注，另外无论其是否对结果进行判定，最后均应

在结果报告中进行说明。

总之，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检

测结果和报告的质量，至关重要。提升检测数据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能最直观地展现检测机构的科学性、公正

性和权威性，为检测机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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