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林绿化检测 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分享

产品名称 园林绿化检测 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分享

公司名称 深圳市讯科标准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洲石路723号强
荣东工业区E2栋二楼

联系电话 0755-23312011 18002557368

产品详情

XKS讯科致力于为国内外公共建筑、工业、商业、基建等领域提供一站式专业的设施安全质量保障。

检测标准

 

1、水质检测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 5750.7-2006

《水质  pH值的测定玻璃电极法》GB/T 6920-198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GB 5750-2006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滴定法》GB/T 11896-1989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899-1989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2017

《森林土壤水化学分析》LY/T 1275-1999

《水质 全盐量的测定 重量法》HJ/T 51-19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络酸盐法》HJ 828-2017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GB/T 13195-1991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GB/T 16489-199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铁路工程水质分析规程》TB 10104-2003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2006

2、土壤检测

《土壤检测 第2部分:土壤pH的测定》NY/T 1121.2-2006

《森林土壤pH值的测定》LY/T 1239-1999

《土壤全氮测定法》 NY/T 53-1987

《森林土壤氮的测定》LY/T 1228-2015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LY/T 1251-1999

《土壤全磷测定法》NY/T 88-1988

《森林土壤磷的测定》LY/T 1232-2015

《土壤全钾测定法》NY/T 87-1988

《森林土壤钾的测定》LY/T 1234-2015

《森林土壤含水量的测定》LY/T 1213-1999

《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测定》LY/T 1215-1999

《土壤检测 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NY/T 1121.4-2006

《土壤检测 第7部分：酸性土壤有效磷的测定》NY/T 1121.7-2014

《土壤有机质测定法》 NY/T 85-1988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化的计算》LY/T 1237-1999

《土壤检测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测定》NY/T 1121.6-2006

《土壤检测 第3部分:土壤机械组成的测定》NY/T1121.3-2006

《森林土壤颗粒组成（机械组成）的测定》LY/T 1225-1999

《土壤水分测定法》 NY/T 52-1987

《园林种植土》 DB440100/T 106-2006



《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 NY/T 889-2004

3、肥料检测

《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蒸馏后滴定法）》GB/T 8572-2010

《有效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的测定》GB/T 8573-2017

《复合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GB/T 8576-2010

《复混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四苯硼酸钾重量法）GB/T 8574-2010

《有机肥料》NY 525-2012 

《有机肥料有机物总量的测定》NY/T 304-1995

4、园林植物检测

《园林绿化用植物材料》DB440100/T 105-2006

《园林绿化木本苗》CJ/T 24-2018

《人行天桥、立交桥绿化种植养护技术规范》DB440100/T 112-2007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和验收规范》DB440100/T 114-2007

《城市园林绿化用苗 木本苗木分级》 DB440300/T 28-2006

取样规则

1、水质取样

1.1、混凝土用水

1.1.1、水质检验水样不应少于5L；用于测定水泥凝结时间和胶砂强度的水样不应少于3L。

1.1.2、采集水样的容器应无污染；容器应用待采集水样冲洗三次再罐装、并应密封待用。

1.1.3、地表水宜再水域中心部位、距水面100mm以下采集，并应记载季节、气候、雨量和周边环境的情
况。

1.1.4、地下水应在防水冲洗管道后接取，或直接用容器采集；不得将地下水积存于地表再从中采集。

1.1.5、再生水应在取水管道终端接取。

1.1.6、混凝土企业设备洗刷水应沉淀后，在池中距水面100mm以下采集。

1.2、铁路工程用水

1.2.1、采样前应用合成洗涤剂将采样容器洗涤干净。采样时必须用欲采集的水样冲洗采样容器3~4次，容
器内应留有15~20mL空间。采集后及时密封样瓶、贴好标签，同时记录气温、水温、采样深度、时间、



地点和水源周围污染情况等。

1.2.2、不同水源的采集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2.2.1、采集自来水或具有抽水机械设备的井水，应先放数分钟，排出管中杂质，再正式采样。

1.2.2.2、采集无抽水机械设备的井水，可用清洁吊桶或水样采集瓶采集。

1.2.2.3、采集江、河、湖泊、水库等表层水样，应在中心部位或在水流汇集处采集，水面较宽时应在不同
地点分别采集。

1.2.2.4、采集江、河、湖泊、水库、池、塘等较深处水样，应用水样采集瓶采样。

1.2.2.5、采集泉水水样，应在泉水流出处采样。采集试坑水样，应先清楚坑中积水，再等流量稳定后采集
。采集沼泽水样，应在地下水流量大、贮量多、无人畜活动的隐蔽处采集，采集时应避免漂浮物和水下
淤泥混入水样。

1.2.2.6、采集钻孔水样，应先将管中积水抽出后采集。抽水试验的钻井，应在抽水试验*大水位降低时采
集。采集自喷井水样，应尽量靠近喷出口采集。

1.2.2.7、采集隧道、明洞、涵洞水样，应根据检测目的，详细记录采样具体位置和水源类别。

1.2.2.8、采集水样数量应符合

分析目的

采样总数量（L）

备注

混凝土拌合用水（工程用水）

2.0

其中包括采集测硫化物特殊水样250mL

水的腐蚀（侵蚀）性判定

其中包括采集测侵蚀性CO2

各类机车用水

3.0

生活用水

6.5

其中包括采集水质全分析各测试项目的水样，并按各测试项目加入规定量的各种固定剂

1.2.2.9、测侵蚀性CO2水样：于250mL样瓶中加1~2g碳酸钙粉末，注入水样至瓶口，密封，反复倒转，使



碳酸钙粉末混合均匀。记录取样日期，每天倒转3次，每次3~5min，放3天以后测定。同时另取约1000mL
水样，不加碳酸钙粉末。

1.2.2.10、测悬浮物和溶解性固体水样：于500mL水样加入1mL三氯甲烷，混匀。

1.3、生活用水

1.3.1 、理化指标

1.3.1.1、采样前应先用水样荡洗采样器、容器和塞子2~3次（油类除外）。

1.3.2、微生物学指标

1.3.2.1、同一水源、同一时间采集几类检测指标的水样时，应先采集供微生物学指标检测的水样。采样时
应直接采集，不得用水样涮洗已灭菌的采样瓶，并避免手指和其他物品对瓶口的沾污。

1.3.3、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

1.3.4 、采集测定油类的水样时,应在水面至水面下300mm采集柱状水样,全部用于测定。不能用采集的水样
冲洗采样器(瓶)。

1.3.5、采集测定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和有机污染物的水样时应注满容器，上部不留空间，并采用水封。

1.3.6、含有可沉降性固体（如泥沙等）的水样，应分离除去沉积物。分离方法为：将所采水样摇匀后倒
入筒形玻璃容器（如量筒），静置30 min，将已不含沉降性固体但含有悬浮性固体的水样移入采样容器
并加入保存剂。测定总悬浮物和油类的水样除外。需要分别测定悬浮物和水中所含组分时，应在现场将
水样经0.45 μm膜过滤后，分别加入固定剂保存。

1.3.7、测定油类、BOD、硫化物、微生物学、放射性等项目要单独采样。

1.3.8、完成现场测定的水样，不能带回实验室供其他指标测定使用。

1.3.9、水源水的采集

1.3.9.1、水源水是指集中式供水水源地的原水。

1.3.9.2、水源水采样点通常应选择汲水处。

1.3.9.2.1、表层水

1.3.9.2.1.1、在河流、湖泊可以直接汲水的场合,可用适当的容器如水桶采样。从桥上等地方采样时，可将
系着绳子的桶或带有坠子的采样瓶投入水中汲水。注意不能混入漂浮于水面上的物质。

1.3.9.2.2、一定深度的水

1.3.9.2.2.1、在湖泊、水库等地采集具有一定深度的水时,可用直立式采水器。这类装置是在下沉过程中水
从采样器中流过。当达到预定深度是容器能自动闭合而汲取水样。在河水流动缓慢的情况下使用上述方
法时**在采样器下系上适宜质量的坠子,当水深流急时要系。上相应质量的铅鱼，并配备绞车。

1.3.9.2.3、泉水和井水



1.3.9.2.3.1、对于自喷的泉水可在涌口处直接采样。采集不自喷泉水时，应将停滞在抽水管中的水汲出,新
水更替后再进行采样。从井水采集水样,应在充分抽汲后进行,以保证水样的代表性。

1.3.10、出厂水的采集

1.3.10.1、出厂水是指集中式供水单位水处理工艺过程完成的水。

1.3.10.2、出厂水的采样点应设在出厂进入输送管道以前处。

1.3.11、末梢水的采集

1.3.11.1、末梢水是指出厂水经输水管网输送至终端(用户水龙头)处的水。

1.3.11.2、末梢水的采集：应注意采样时间。夜间可能析出可沉渍于管道的附着物，取样时应打开龙头放
水数分钟，排出沉积物。采集用于微生物学指标检验的样品前应对水龙头进行消毒。

1.3.12、二次供水的采集

1.3.12.1、二次供水是指集中式供水在入户之前经再度储存、加压和消毒或深度处理，通过管道或容器输
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1.3.12.2、二次供水的采集：应包括水箱（或蓄水池）进水、出水以及末梢水。

1.3.13、分散式供水的采集

1.3.13.1、分散式供水是指用户直接从水源取水，未经任何设施或仅有简易设施的供水方式。

1.3.13.2、分散式供水的采集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2.1、用蛇形采样法采集混合土样（即“S”形）。在确定的采样点上用小土钻采取5~10个土样，然后将
样品集中起来混合均匀，用四分法分取。每个混合土样宜为1kg。

2.2、采样深度应如下规定：

2.2.1、种植草本植物时，采样0~30cm的土样。

2.2.2、种植木本植物时，采样0~30cm、30~60cm两层的土样。若种植乔木，还应在种植范围内采集80~15
0cm的土样（屋顶种植土除外）。

2.3、采集的样品应放入采样袋内，贴上标签。

2.4、环刀取样按LY/T 1210中规定的方法。

3.1、取样袋数

有机肥产品抽样方法见表

总袋数

*少采样袋数



总袋数

*少采样袋数

1~10

全部袋数

182~216

18

11~49

11

217~254

19

50~64

12

255~296

20

65~81

13

297~343

21

82~101

14

344~394

22

102~125

15

395~450

23



126~151

16

451~512

24

152~181

17

/

/

总袋数超过512袋时，取样袋数（n）=。

3.2、将抽出的样品袋平放，每袋从*长对角线插入取样器到3/4处，取出不少于100g样品，每批抽取样品
总量不少于2kg。

4.1、对在踏查过程中发现的病虫草害需进一步掌握危害情况的，应定点做完全取样。

4.2、定点条差样地的地被面积应不少于调查总面积的1~5%，乔木、灌木总株数少于30株的全数调查，总
株数大于30株的调查株树应不少于3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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