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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仪器维护保养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仪器维护保养的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获得资质认定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其他检验检测机构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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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俗语

GB/T 27025-2019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RB/T 214-2017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RB/T 214-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维护保养

按照相应计划和特定的技术文件，通过外部清洁、内部检查、耗材更换、性能测试等

方式对仪器进行维护，以维持和保护仪器的性能和技术状况。

3.2 仪器

用于进行测量、检测和分析的的器具或装置。根据仪器使用场所，仪器可分为现场使

用仪器和实验室内使用仪器。根据仪器用途，仪器可分为采样仪器、现场测试仪器、前处

理仪器和实验室分析仪器。

3.3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指依法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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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本要求

1) 满足检验检测方法的需求；

2) 满足RB/T214-2017中4.4.2，4.4.3，4.4.4，4.4.5关于仪器的要求；

3) 满足《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的要求；

4) 满足设备使用说明书或者操作规程的要求；

5) 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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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

5 确定维护保养计划

5.1 纳入维护保养仪器的识别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准确对纳入机构质量管理体系且需进行维护保养的仪器进行识别。

若不能独立完成上述识别的要求，可与提供维修、维护服务的仪器供应商共同完成识别。

5.2 仪器维护保养的分类

根据仪器维护保养频率，可分为日常维护保养和计划性维护保养。日常维护保养一般为对仪

器外部清洁、一般耗材更换等简单的操作，可在每次仪器使用结束后进行；计划性维护保养包括

对仪器内部检查、关键耗材更换、性能测试等较为复杂的操作，周期可根据使用频次与校准周期

合理设定，并在仪器维护保养清单中标明。

5.3 建立维护保养清单
应根据识别的结果，对5.1已识别的仪器，建立仪器维护保养清单（参见附录 A）,其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

1) 名称、型号、编号；

2) 所在位置、环境要求；

3) 检定/校准周期；

4) 计划性维护保养周期；

5) 维护保养内容；

6) 维护保养责任人；

7) 维护保养作业指导书名称及编号。
维护保养清单应根据维护保养结果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4 建立维护保养计划

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仪器维护保养清单，制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仪器维护保养年度计划

（参见附录B）。

6 编制维护保养作业指导书

6.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对5.1识别出的仪器编制维护保养作业指导书。维护保养作业指导书

应分别放在仪器档案和便于取用的场所。

6.2 确定维护保养作业指导书内容

维护保养作业指导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维护保养目的；

2) 维护保养适用范围；

3) 维护保养相关人员职责；

4) 维护保养使用的工具、试剂和耗材；

5) 维护保养内容；

6) 维护保养要求；

7) 维护保养方法及步骤；

8) 维护保养周期；

9) 维护保养的检查与纠正；

10）维护保养记录表。



3

6.3 维护保养记录表参见附录C，作业指导书实例参见附录D。

7 实施维护保养

7.1 由专职人员或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操作人员，按照作业指导书实施维护保养操作。

7.2 仪器维护保养结束后应及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7.3仪器维护保养后应及时检查与纠正。作业指导书中对仪器维护保养后有验证要求的，应实施
验证。日常维护保养结束后一般无需即时验证，计划性维护保养每次保养完成后应进行验证，若
有明显性异常，应查找、分析原因，及时维护或维修，若无异常则维护保养结束。

7.4 仪器维护保养过程中存在因出现明显性异常而需要对仪器进行维修的情况，为确保其性能和
技术指标符合要求，在完成仪器维修后，应通过检定、校准或核查等方式表明其能正常工作后，
方可投入使用。

8 记录和保存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对仪器维护保养的相关记录归档留存，保证其具有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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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维护保养清单

仪器维护保养清单见表A.1。

表A.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仪器维护保养清单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管理编号
注1

仪器类型
注2

环境要求 所在位置
维护保养作业指导书

维护保养
内容

检定/校准
周期

维护保养
周期

注3

维护保养责任
人

维护保养
的检查与
纠正

备注

名称 编号

XXXX年第 页共 页

注1：管理编号指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内部管理用的统一编号。

注2：仪器类型分为采样仪器、现场测试仪器、实验前处理仪器和实验室检测仪器。

注3：维护保养周期一般指计划性维护保养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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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维护保养计划

仪器维护保养计划见表B.1。

表B.1 XXXX年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仪器维护保养年度计划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管理编号 仪器类型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时间 维护保养责任人 备注

XXXX年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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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

维护保养记录表

仪器维护保养记录表见表C.1。

表 C.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仪器维护保养记录表

XXXX年第 页共 页

仪器名称 型号 管理编号 仪器类型

日期

开机仪器

情况

环境条件
维护保养类型

（日常性/计

划性）

维护保养主要内容

关机仪器

情况
维护保养责任人

维护保养后的检查与纠正

备注
室温

(℃)

湿度

（%）
是否需要验证 验证记录 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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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

作业指导书示例----气相色谱仪维护保养

D.1目的

确保仪器的正确使用、维护及核查，避免仪器因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损坏，保证仪器使用期间

的置信度，提高分析数据的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

D.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机构气相色谱仪维护保养。

D.3职责

D.3.1 获得气相色谱仪使用或管理维护授权的检测人员负责按本作业指导书的要求，实施气相色

谱仪的维护保养，并做好记录。

D.3.2 管理和维护人员负责将维护保养记录交本机构质管部门存档。

D.4 所需工具、试剂及耗材

D.4.1 工具

丁晴手套、防护眼镜、尖头镊子、十字螺丝刀、一字螺丝刀、固定扳手、内六角扳手一套、

洗耳球、50ml注射器、喷嘴通针、陶瓷割刀等。

D.4.2 试剂及耗材

丙酮、无水乙醇、蒸馏水、5%稀硝酸、石英棉（惰性）、脱脂棉、棉签、变色硅胶、活性

炭、分子筛等。

D.5 维护保养内容概述

气相色谱仪按色谱柱、进样系统、检测系统、自动进样器、气路系统等5部分进行日常维护

保养和计划性维护保养。

D.6 维护保养要求、方法和步骤

D.6.1 色谱柱维护

D.6.1.1 常规色谱柱老化，不建议将色谱柱检测器端拆下，设置柱箱温度高于平时分析最高温

10-30℃，并且要低于色谱柱最高耐受温度20－30℃，色谱柱流量无需调整，老化时间2－4小时,

待基线平稳即可。

D.6.1.2 若平时样品比较脏，沸点较高等情况，建议在更换进样口衬管时，拆下进样口端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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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使用陶瓷割刀刻划色谱柱，确保切口整齐，并根据长度要求重新安装。切割的色谱柱长度5-

10Dm为宜或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D.6.2 进样系统维护

进样系统维护作业的所有步骤作业前注意佩戴丁晴手套、防护眼镜。

D.6.2.1 进样垫更换

D.6.2.1.1 将柱箱和进样口冷却到50℃以下。关闭进样口压力，关闭仪器电源。

D.6.2.1.2取下散热螺帽，如果螺帽太热就使用手套，如果进样垫粘连，用尖头的工具将它取

下，一定要全部取出。小心避免擦伤或划坏金属表面，并取出旧进样垫的所有碎片。

D.6.2.1.3用镊子塞入新的进样垫，将它压紧在接头内。

D.6.2.1.4 复原进样垫定位螺帽，用手拧紧到适当位置，避免过紧。

D.6.2.1.5 恢复正常的操作条件。

D.6.2.2 衬管和O型圈更换

D.6.2.2.1 确保进样口温度在50℃以下，并设定柱箱温度为50℃ ，关闭进样口温度和压力,

最后关闭电源。

D.6.2.2.2 取下散热螺帽，用手逆时针拧松取下压紧螺母，小心向上拉出压套组件。

D.6.2.2.3 用镊子将衬管和O型圈取出，注意不要弄碎衬管。

D.6.2.2.4 用镊子拿起一个新的带玻璃棉衬管并更换距衬管顶端 5mm 处的 O 形圈(如果损坏)。

D.6.2.2.5 把衬管垂直向下放入进样口。将衬管往下压到底。

D.6.2.2.6 小心向下插入压套组件，装上压紧螺母并顺时针拧紧。安装好进样垫及导向器，最

后用手拧紧散热螺帽。

D.6.2.3 衬管中石英棉更换

D.6.2.3.1 保护色谱柱，阻挡进样垫碎片和不挥发组分等固体物质进入并堵塞色谱柱等。

D.6.2.3.2 衬管内填充适量经硅烷化处理的石英棉，这样可以提供更多的表面积，使样品快速均

匀气化，减少热量不均匀现象。可防止注射器针尖的歧视（即针尖内的溶剂和易挥发组分首先汽

化）。不挥发组分滞留在衬管内，但当污染物积攒到一定量时，会吸附样品造成峰拖尾、分裂或

出现鬼峰。

D.6.2.3.3 填充长度大约1cm。

D.6.2.3.4 填充的太松，不能发挥石英棉的作用，同时载气流动会导致石英棉的位置移动；填充的太

紧会导致载气和样品通过困难；经过实验验证石英棉的最佳填充量约1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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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2.3.5 填充的位置，要求进样针扎入进样器后，针尖扎入石英棉2-3mm处。填充石英棉到

玻璃衬管中部缩口（配合10mL进样针使用，使用 1 微升的针需要针尖串联适当的胶垫限制其扎

入的深度）处（不同品牌的进样针的针尖长度的差异，适当调整石英棉位置）。

D.6.2.3.6 根据样品的实际情况和进样频率，定期更换石英棉。

D.6.2.4 冷阱的更换和清洗分流管
D.6.2.4.1 仪器降温关机。拆开色谱主机相应位置盖板，找到分流模块。

D.6.2.4.2 用扳手拧开螺帽，用手捏住分流滤芯，取出滤芯组件。如果有部分残留在底座，可

以用镊子清理出来。分流管一般比较脏，拆下自动进样器底板，然后用扳手拧松分流接口螺

母，取下分流管，用溶剂清洗后吹干备用。

D.6.2.4.3 从包装中拆出新的分流滤芯，注意新滤芯的气流方向，将新滤芯装入过滤器内，检

查气密性。

D.6.3 检测器维护

检测器维护作业的所有步骤作业前注意佩戴丁晴手套、防护眼镜。

D.6.3.1 FI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维护

D.6.3.1.1 如果样品为含杂原子的化合物（常见卤族元素，氧族元素等），如二硫化碳，氯甲

烷等。收集极容易被污染，导致未点火状态下FID基流高且噪声大。

D.6.3.1.2 降温后关闭仪器电源，取下收集极，如果有螺丝固定，先拧下螺丝。必须关闭电源

开关，否则喷嘴上有电。

D.6.3.1.3 拆开收集极，取下收集极环形陶瓷片，用5%稀硝酸（5ml浓硝酸用水定容到100ml）

超声清洗，然后纯水超声清洗后烘干。如果有烘箱，可以100-150℃烘干。金属的收集筒可以

用溶剂超声后擦干。

D.6.3.1.4 取出收集极后，可以看到喷嘴。

D.6.3.1.5 用细通针慢慢插入喷嘴，轻轻来回疏通几下。如果经常用二硫化碳做溶剂的，先拆

下检测器端的毛细柱后再疏通喷嘴，再用洗耳球从安装毛细柱接口位置向喷嘴方向吹气，并确

认喷嘴畅通。

D.6.3.1.6 疏通完毕后安要求安装色谱柱，再装回收集极。

D.6.3.2 热导检测器（TDD）维护

D.6.3.2.1 检测器温度升到350℃, 载气流量设置比分析操作时大1倍, 直到基线稳定为止。

D.6.3.2.2 若严重污染，降温后关闭仪器电源后,将TDD检测器端的气路拆下,用50ml注射器依次

将丙酮、无水乙醇、蒸馏水从检测器出气口反复注入5～10次,注意用烧杯在检测器进气口接住液

体，每次注入量约10ml，用吸耳球从出气口处缓慢吹气, 吹出杂质和残余液体, 然后重新安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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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接头。

D.6.3.2.3 开机后，先通入载气10min,再将检测器温度升到350 ℃,直到基线稳定为止。

D.6.3.3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维护
D.6.3.3因为ECD检测器使用放射性镍同位素，所以在没有接受培训和保护的情况下不要进行检测

器的拆卸。

D.6.3.3日常的维护工作只限于将ECD检测器升温至350℃高温烘焙4至12小时。注意在高温烘焙

前，请检查气路情况，脱氧管是否完全变色。若失效请及时更换。

D.6.3.4 FPD检测器维护

D.6.3.4.1 将FPD检测器降温至50℃后关闭仪器电源。

D.6.3.4.2 卸下检测器盖，拆下光电倍增管组件，把滤光片也取下来，滤光片可以用干净的擦镜

纸来清理，并放置在安全位置。光电倍增管套开口端尽可能地加盖或朝下放置，以免光线进入并

损坏光电倍增管。

D.6.3.4.3 小心取出点火线圈后，查看点火线圈情况，可以用棉签蘸蒸馏水对表面进行清洗，后

再用丙酮或无水乙醇进行清洗，清理完成后，放置在干净处晾干。

D.6.3.4.4 检查喷嘴，用洗耳球从喷嘴和检测器部件中吹出松动的颗粒，使用通针和棉签检查和

清理喷嘴孔中的沉积物，当发现喷嘴有任何损坏均需进行更换，当条件许可时可直接更换喷嘴。

燃烧室积盐严重，可以用水和无水乙醇等清洗。

D.6.3.4.5 待各部件晾干后，把检测器部件重新安装好。注意在重新安装检测器时注意衬管不要

划伤或装歪，应使用新的密封圈。把各种气体和电源连接好，并检查密封性。

D.6.3.5 NPD检测器维护

D.6.3.5.1 NPD检测器长时间使用后，在收集极和喷嘴上沉积大量的碳黑和因色谱柱固定相流失

而形成的白色硅沉淀。因为这些污染物引起分析中的基线噪音和毛刺，所以要定期地清洁NPD检

测器相应部位。

D.6.3.5.2 停止加热关闭检测器，并降至50℃以下。

D.6.3.5.3 关闭NPD检测器的燃气。

D.6.3.5.4 拆开检测器，用洗耳球吹扫收集极中的灰尘。

D.6.3.5.5 小心铷珠，不要用毛刷、金属丝等机械工具清理铷珠。清洁喷嘴时，注意不要接触收

集极的下表面（接近喷嘴的一面），避免接触后留下的指纹引起基线噪音和漂移。

D.6.3.5.6 用非极性溶剂（如正已烷）清洁收集极。因为铷珠表面铷盐溶于水，所以不能使用极

性溶剂，特别是水进行清洗。

D.6.3.5.7 重新安装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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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4 液体自动进样器维护

D.6.4.1 降温关机后，打开进样塔的塑料透明门。打开门之前请务必确认自动进样器为停止状

态，且处于复位的位置。

D.6.4.2 逆时针拧松固定针杆的手拧螺母，然后轻往上推动手拧螺母，让手拧螺母下的金属固定

件和针杆头脱离。

D.6.4.3 将挡住针筒的黑色法兰网上顺时针旋转90度，然后慢慢将针从卡槽中取出。

D.6.4.4 拆下针后，手动抽取丙酮或乙醇8uL，并手动推出洗针溶剂。重复2～3次后，取出针杆

轻轻擦拭，注意不要弄弯针杆。针杆插干净后，重新插入针筒，上下拉动针杆，确认针杆拉动顺

畅。

D.6.4.5 装针时，先把针筒刻度朝外，然后将针头插入注射机构最下方导向器，再将针筒金属部

分压入卡槽。

D.6.4.6 逆时针向下转动黑色法兰挡住针筒。最后将固定针筒的手拧螺母轻轻滑下，让针杆头升

入固定件，然后用手拧紧手拧螺母。推动手拧螺母往上，看看针杆是否随之往上。以此确认针杆

已经被固定好了。

D.6.5 气路系统

D.6.5.1 定期要为气体管路及接头部件检漏。

D.6.5.2 气体管路检漏步骤：关闭所有气体管路末端针型阀，打开气源，一定时间内气源压力无

明显变化则证明管路密封性良好。

D.6.5.3 管路接头处检漏步骤：保证管路内有足够的气体压力的前提下将简陋液或肥皂液涂抹在

接头处看是否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则证明接头处漏气，需处理。

D.6.5.4 压缩空气需要经过脱水、除去小分子烃类及其他干扰测定的杂质，因此压缩空气必须经

过净化才可以使用，建议载气和其他辅助气体也净化后使用。常用的净化装置包括：变色硅胶、

分子筛、活性炭等。

D.6.5.5 变色硅胶：主要用来除去气体中的水分。当2/3硅胶由蓝色变为粉红色后需要更换，更

换下来的变色硅胶可以通过在洁净烘箱中120度烘4h再生，再生后的硅胶可以重复使用。

D.6.5.6 分子筛：分子筛（5A分子筛或13X分子筛）可以吸附永久性气体或小分子烃类。分子筛

至少每半年至一年再生一次，以获得最佳的净化效果。分子筛再生步骤：将取出的分子筛放在坩

埚中，置于马弗炉内加热到400-600℃，活化4-6h。

D.6.5.7 脱氧管：若脱氧管完全变色，则需更换脱氧管，更换时在不停气流的情况下，先连接脱

氧管进口，再打开出口连接，并检查气密性。

D.6.5.8 净化装置的安装方法：在一个过滤器内装一半变色硅胶、一半分子筛，如果变色硅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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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变色后就可以全部更换填料。

D.7 常见耗材的更换周期

序号 名称 更换周期 更换建议 备注

1 进样垫 200针/次
必须及时更换，以保障仪器分析性

能

2 不锈钢管Ф3×Ф2×20m 按需 建议外部管路受到不明污染时更换

3 脱脂棉 14g 按需 /

4 石墨密封圈 0.5mm 按需
配套密封0.32mm 以下色谱柱；建

议无密封余量或裂开时及时更换

5 石墨密封圈 0.8mm 按需
配套密封0.53mm 色谱柱；建议无

密封余量或裂开时及时更换

6 耐高温 O 形圈 1 个月一次*
衬管密封圈；必须及时更换，以保

障仪器分析性能

7 分流/无分流玻璃衬管 2 个月一次*
分流衬管；样品残留复杂时，需增

加更换频率

8 毛细分流平板 6 个月一次* 样品残留复杂时，需增加更换频率

9 石英棉 500mg
500 针或

1 个月一次*

瓶装；必须及时更换，以保障仪器

分析性能

10 分流滤芯组件
3000 针或

6 个月一次*

必须及时更换，以保护AFD气路模

块

11 脱氧管 按需 5个高纯氮气钢瓶

D.8 维护保养的检查与纠正

日常维护保养结束后无需即时验证，待下次开机使用前用相应检测器的标准溶液进行灵敏度

和7次重复测试；计划性维护保养每次保养完成后即时用相应标准溶液进行灵敏度和7次重复测

试。将测试结果与上一次测试结果进行比对，若有明显性异常，应查找、分析原因，及时维护或

告知供应商进行维修，若无异常则维护保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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