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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编写一份全面完整的地质测试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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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满足地质人员充分了解地质 测 试 分 析 报 告 数 据 的 准 确 性 及 检 测 标 准 方 法 的 选 用，便 于

地质人员全面理解地质检测数据产生的背景，笔 者 根 据 多 年 的 测 试 工 作 经 验，拟 采 用 模 板 的 方 式，规 范 地

质测试分析报告的编写，以满足地质人员的需 求，充 分 体 现 检 测 人 员 的 成 果，促 使 地 质 测 试 分 析 报 告 更 好

地为地质工作服务。

　　关键词：地质；测试分析；测试报告；检测标准

　　中图分类号：Ｐ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０５１（２０１７）Ｓ２－００９１－０３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ＺＨＡＯ　Ｇｕｉｊｕｎ，ＪＩＮＧ　Ｄｅｇａｎｇ，ＬＩ　Ｚｈａｏｈｕｉ，ＴＡＯ　Ｙｉｙ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ｎｈｅ　０６５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ｆｕ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ｓｔｓ，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ｅｓｔ　ｗｏ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ｔｅｎｄ　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ｐｒｏｍｐｔ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ｅ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ｔｅ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０５　　责任编辑：刘硕

第一 作 者 简 介： 赵 桂 军，工 程 师，从 事 地 质 实 验 工 作，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ｇｕｉｊｕｎ２２＠１６３．ｃｏｍ。

　　地质测试分析是地质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之一，是地质工作成果的主要依据。在基础地质调

查、地质勘查以及科学研究中，都需要做大量的地质

测试分析工作。我国建有较多的专业地质测试分析

机构，专门从事地质样品的分析测试工作，对此也

颁布了行业标准，以保证测试数据的真实可靠。然

而，在分析测试报告的编写上尚缺乏统一的格式，
在报告的编写方面也较为简略，甚至仅仅提供一份

测试分析结果数据表，而不编写测试分析报告。这

种情况在一些项目成果评审过程中也十分常见。对

此，笔者认为分析测试报告不仅仅是提供详实可靠

的数据，也是让使用者了解测试技术方法、数据测

试产生过程的主要依据。我国每年都要开展大量的

地质工作，各种测试分析数据不断地增加，随着计

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运用和发展，测试分析数

据的积累和综合利用，对测试分析报告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因此，编写一份全面完整的地质测试分

析报告是 十 分 必 要 的。笔 者 根 据 测 试 分 析 工 作 经

验，结合地质工作需求，谈谈如何编写一份全面完

整的地质测试分析报告，以期更好地做好地质测试

分析工作。

１　分析测试报告的编写模板

一份全面完整的地质测试分析报告，应全面反

映测试工作的全过程：测试任务承担、技术方法、测

试过程记录以及测试结果质量评述，总体完成的测

试工作量等。测试分析报告编写提纲有五个部分的

内容：测试项目来源、测试技术方法、测试工作完成

情况、经费使用情况和提交成果。

２　编写内容

２．１　测试项目来源

１）项目产生背 景。需 要 说 明 项 目 委 托 方 与 承

担方的项目来源情况和合同签订情况。需说明测试

任务是经过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获得；合

同签订日期以及风险评估和安全作业等。

２）测试单位简介。简要说明测 试 单 位 的 一 些

基本情况，具备的 测 试 资 质、仪 器 设 备 和 测 试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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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

２．２　测试技术方法

测试技术方法部分，主要介绍本次所承担测试

任务所采用的测试技术方法。需依照本次测试任务

的测试方法逐一进行介绍。如，某地质调查项目委

托测试的主要项目类别，可用表标识（表１）。

表１　某地质调查项目样品主要测试内容

类别 测试内容 计件单位 工作量 主要测试设备

硅酸盐分析（１３项） ＳｉＯ２、ＴｉＯ２、… 件 ４０　 ４４００／４０Ａｘｉｏｓ　Ｍａｘ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

稀土分析（１６种元素） Ｌａ、Ｃｏ、Ｃｒ、Ｎｉ… 件 ４０ ＸＳｅｒｉｅｓ　２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化学样 Ａｕ、Ａｇ、Ｃｕ、Ｐｂ… 件 ２０ ＷＦＸ－１１０Ｂ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ＩＣＥ３４００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薄片鉴定 片 ３５０ 偏光显微镜

　　测试技术方法部分主要分三部分：样品加工、测
试技术方法和质量控制预评估。

２．２．１　样品加工

要对样品加工的主要技术内容作简要说明，由

于测试方法和测试内容不同，对所需样品的加工制

备方法也有所不同，需要对不同的样品制备过程加

以简要说明。在《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

范》［１］中对各种测试样品的加工制备都有详细要求，
本处只需加以简要说明即可。

例如，硅酸盐分析样品加工：用房污染的颚式破

碎机对样品进行粗、中碎，将样品逐步倒入颚口，逐

渐调整出料口至所需位置，破碎过筛，筛余样品再进

行破 碎、过 筛；如 此 反 复 直 至 全 部 通 过０．８４ｍｍ。
混合均匀。缩分出６０～７０ｇ样 品 直 接 用 行 星 式 球

磨机粉碎至全部通过０．０７４ｍｍ，供分析使用；其余

样品作为粗副样保存。
岩矿制片：①切割，对照送样单，把岩石标本一

一排序，按要求在切割机上切成方块；②磨平，把切

好的岩样依次用不同粒度的研磨粉磨平，达到表面

光滑；③煮胶，将一些疏松，有裂隙或气孔的岩样放

入融化的松香与石蜡中进行煮胶，使其达到粘片要

求；④研磨，将载玻片上的岩样置于磨盘上，进一步

研磨，磨片规格２．４ｃｍ×２．４ｃｍ，厚度０．０３ｍｍ，用
显微镜观察，达到标准颜色既符合标准。

有其他特殊的样品加工等也应加以说明。

２．２．２　测试技术方法

很多测试技术方法在《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

量管理规范》中均有详细的规定。编写本部分内容

需要根据本次项目承担的测试任务和所采用的测试

方法有针对性的分别简述。

１）硅酸盐 分 析：样 品 采 用 碱 熔，定 量 称 取 样 品

置于铂金坩埚内，加入ＸＲＦ分析专用混合溶剂，搅

拌均匀后置于已经设定好程序的电热熔融自动熔样

机上，于９８０～１　０００℃熔融。熔融物在铸模中手动

浇铸成型，将已成型的玻璃圆片与铸模剥离，冷却后

贴上标签，置于Ｘ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器测定。测

试标准：ＧＢ／Ｔ１４５０６—２０１０。

２）稀土分析（１５种元 素）和 微 量 元 素（１６种 元

素）：称取定量 试 样 放 入 封 闭 溶 液 器 的 Ｔｅｆｌｏｎ內 罐

中，加入 ＨＦ和 ＨＮＯ３，盖上Ｔｅｆｌｏｎ上盖，装入钢套

中，拧紧钢套盖。将溶液器放入烘箱内，于１９０℃保

温２４ｈ。取出，冷却后开盖，取出Ｔｅｆｌｏｎ內罐，在电

热板上于２００℃蒸发至干。加入０．５ｍＬ　ＨＮＯ３ 蒸

发至干，此步骤再重复一次。加入 ＨＮＯ３５ｍＬ，再

次密闭于钢套内，与１３０℃保温３ｈ，取出，冷却后开

盖，移至洁净塑料瓶内，用水定容为５０ｍＬ，摇匀，用
电感耦合等 离 子 体 质 谱 仪 测 定 稀 土 元 素 和 微 量 元

素。测试标准：ＧＢ／Ｔ１８８８２—２００８。

３）岩矿鉴定：利用偏光显微镜对薄片进行透射

光路系统观察，将薄片置于显微镜载物台上，通过单

偏光、正交偏光、锥光等方式，仔细观察记录各种矿

物的颜色、晶形、解理、突起、干涉色、轴性、２Ｖ角大

小、消光性等光性特征，逐一识别各种矿物，利用目

镜中的刻度尺测量矿物颗粒大小；目估各矿物含量；
根据矿物的排列组合方式识别岩石结构；结合观察

标本特征确定岩石构造类型；依据火成岩岩石分类

和命名方案（ＧＢ／Ｔ１７４１２．１—１９９８）、沉积岩 岩 石 分

类和命名方案（ＧＢ／Ｔ１７４１２．２—１９９８）、变质 岩 岩 石

分类和 命 名 方 案（ＧＢ／Ｔ１７４１２．３—１９９８）对 岩 石 进

行准确命名。在观察薄片的同时将所观察到的矿物

光型特征、含量等录入到固定格式的（电子版）岩矿

鉴定报告中。鉴 定 精 度 矿 物 大 小 精 确 到０．１ｍｍ，
含量误差＜５％。每件薄片均有相应的鉴定记录，最
后集中装订提交成果。

以此类推，所有采用的测试方法均要有简介。

２．２．３　质量控制与评估

质量控制与评估是测试分析数据真实准确可靠

性的基本依据。每种测试分析过程中都有质量监控

和评估要求，本部分内容主要概述对于样品制备、测
试不同方法或不同人、不同仪器进行的测试数据准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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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度、精密度评估；外检、复检样品的分析对比情况。
一些特殊测定数据的数据处理及有效位数等，也要

有详细的说明。

２．３　测试工作完成情况

本部分内容主要概略介绍项目完成过程记录的

情况，从样品接受、样品测试到测试完成后的副样保

存处理 情 况；完 成 的 主 要 测 试 工 作 量 和 主 要 测 试

人等。

１）样品接收与副样处理：样品接受日期、类型、
数量；送样单签字记录；副样最终处理方式等。

２）测 试 工 作 量 和 主 要 完 成 者 可 用 图 表 表 示

（表２）。

表２　测试工作量和主要完成者

分析项目
参加人员

组长 组员
工作量 使用设备 设备品牌

硅酸盐分析 李四 ４０件 ４４００／４０Ａｘｉｏｓ　Ｍａｘ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 荷兰帕纳科公司

稀土分析 张三 ４０件 Ｘ　Ｓｅｒｉｅｓ　２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化学分析 王五 ２０件

岩矿鉴定 崔六 ３５０片 ＢＸ５３奥林巴斯偏光显微镜 日本奥林巴斯显微镜公司

２．４　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按有关财务要求，提供一份项目支出分类简表

（表３）。
表３　费用支出分类简表

类别 比例／％ 金额／元

人工费 ３９　 ９４　８０９

材料费 ３５　 ８５　０８５

管理费 １０　 ２４　３１０

税金 ６　 １４　５８６

其他（水、电等） １０　 ２４　３１０

合计 １００　 ２４３　１００

２．５　提交成果

提交成果的形式和数量，如下所示。

１）ＸＸ省ＸＸＸ地区样品测试分析报告一份。

２）测试数据表：纸介质数据表并附电子文档。

３）附件一：硅酸盐分析测试数据表。

４）附件二：岩矿鉴定测试分析报告表。

５）附件三：地层水质分析报告表。

６）附件四：同位素分析报告表。

７）附件五：……。

３　结　语

随着地质调查工作的深入和管理的规范化，越

来越多的测试分析工作均以项目的形式进行公开招

标，这就需要测试工作成果报告地进一步完善。在

实际工作中，编写好地质测试分析报告不仅让地质

人员充分了解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同时也是测试人

员工作成 果 的 必 要 总 结。一 份 完 整 的 测 试 分 析 报

告，记录了测试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和付出的辛勤

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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