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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
颁布实施了《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１］ 和《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修正案）》 ［２］，随后浙
江省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修正了《浙江省检验机构管
理条例》 ［３］，进一步明确了检验检测机构及其相关人
员应当对所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负责，除依法承担行
政法律责任外，还须依法承担民事、刑事法律责任。
特别是《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定义了“四种
不实检验检测报告”和“五种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
情形，使检验检测机构明确必须严守的行业底线。 同
时该办法统一了违法情形的判定尺度和实施处罚的
法律依据。 即针对“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和“出
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按照法律、法规实施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直至撤销、吊销、取消检验检测资质或者证
书。 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将对不实和虚假检验检测违
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纳入国家机构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等信用平台，归集到机构名下，以推动实施失信
联合惩戒。 为此，本文列举被处罚的案例按照 ４ 种不
实报告和 ５ 种虚假报告进行分类分析，并提出规避风
险的方法，为保证检测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

１　 常见案例风险点

１． １　 不实检验检测报告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３９ 号令《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中明
确规定：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
即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中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并且数据、结果存在错误或无法复核的，属于
不实检验检测报告。
１． １． １　 样品采集管理 　 样品的获取、管理方式和样
品制备等对检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具有重要意义。 在监督检查中检验检测机构样品管
理不规范情况十分普遍，甚至存在样品失实、造假等
行为。 即样品的采集、标识、分发、流转、制备、保存、
处置不符合标准等规定，存在样品污染、混淆、损毁、

性状异常改变等情形。 主要表现：（１）现场调查错误：
现场调查记录不能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如烟尘、烟气
采样原始记录表，处理设施为布袋除尘，与现场核查
为水膜除尘工艺不一致；（２）采集人员交叉：样品采样
中同一时间相同人员出现在不同的采样地点，如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刘某 １３:００ 进行废水样品采集，项
目为 ＣＯＤ、ＴＰ、ＴＮ、ＳＳ、ＢＯＤ５、色度、现场检测 ｐＨ 值，
同时 １４:０５ 刘某在有组织废气采样，采集项目为汞
及其化合物；（３）采集数量不足：未按采样规范要求实
施布点，采样次数、面积、数量、平行双样等不符合要
求，如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标准中规定，每个
点位应采集至少 ３ 份样品，采样记录仅显示 １ 份；
（４）采样时间不全：采样记录中信息不全，采样时间不
符合标准要求。 如废气采样记录中缺少氨、硫化氢的
采样流量、采样时长信息；非甲烷总烃 ５ 月 ２８ 日、
２９ 日、３０ 日各采样 ３ 次，每次仅在 １ ｈ 内瞬时采样
１ 次；（５）采样容器错误：未按采样规范要求正确使用
采样容器。 如采样记录非甲烷总烃采气袋为铝塑袋；
（６）样品流转混乱：样品交接、流转和检测时间混乱，
如叶绿素 Ａ 和挥发酚为机构非 ＣＭＡ 能力，采样原始
记录有叶绿素 Ａ，样品接收单有叶绿素 Ａ 和挥发酚，
样品流转单只有挥发酚，分析记录中有挥发酚结果，
在外发报告中没有叶绿素 Ａ 和挥发酚数据；（７）缺前
处理过程：样品制备过程是检测的关键环节，必须按
照标准方法且可以溯源。 如废水石油类、动植物油分
析记录中，无样品的前处理信息，记录中几个样品体
积均为 ５００． ０ ｍｌ，未全部转移；（８）样品保存错误：微
生物项目水样采集后未加固定剂消除干扰。
１． １． ２　 仪器设备溯源　 指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校准的
仪器、设备、设施。 如编号为 ＨＪＫ － ０１１、ＨＪＫ － ０１２ 两
台便携式多参数分析仪（用于测定 ｐＨ 值），仪器设备
校正记录为同一版本复印件，测量值、仪器示值、误差
均相同；编号为 ＪＫ － ００６ 大气采样器校准不合格，但
仍有使用记录。
１． １． ３　 检验检测方法　 指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
的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 主要表现：（１）分析时间
超期：大肠菌群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采集样品，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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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０ 才开始流转，样品未在有效期内分析；（２）引用
标准错误：标准方法均有其适用性，地表水中铅和镍
的使用方法错误（铅：ＧＢ ／ Ｔ ７４５７ － １９８７ 直接法，镍：
ＧＢ １１９１２ － １９８９）方法检出限高于标准限值；（３）检
测偏离方法：现场采样感官描述水样黄色、浑浊，总磷
样品分析未做色度 ／浊度补偿；（４）仪器配备错误：石
油类所用萃取设备为射流萃取器；（５）环境条件偏离：
溶解氧仪使用记录表上环境温度要求为 １４ ℃ ～
２５ ℃，与标准不符；（６）缺少恒重信息：重量法中未按
要求体现恒重信息。 如废气颗粒物滤膜称重记录中
连续 １２ 张滤膜恒重前后数据完全一致，逻辑性存疑；
（７）未按分段检测：苯系物活性炭管吸附效率应在
８０％以上，即 Ｂ 段活性炭管所收集的组合应小于 Ａ 段
的 ２５％ ，但存在苯系物的活性炭管未按方法要求分段
检测并判断其采样有效率；（８）未同步测质控；ＶＯＣｓ
校准曲线分析日期为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原始记录未
打印），样品分析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 日，没有按照
方法要求进行校准曲线核查；（９）空白偏离正常：挥发
性酚没有按照标准要求做运输空白，且实验室空白高
于检出限，不满足要求；（１０）结果计算错误；在噪声检
测记录中，部分噪声涨落起伏超 ３ 分贝，属于非稳态
噪声，却全部按 １ ｍｉｎ 稳态噪声监测。
１． １． ４　 数据传输保存 　 指未按照标准等规定传输、
保存原始数据和报告。 主要指违反数据和信息的管
理要求，主要表现：（１）仪器数据保存：表现在纸质原
始记录与电子储存数据记录不一致。 如废气监测使
用 ＹＱ００８ － ５ 的自动烟尘测试仪，原始记录打印条编
号为 ０１２７４ － ０１２７６，但该仪器上查不到相应编号的电
子记录；（２）数据不完整性：表现在销毁和遗弃、隐匿
原始记录、选择性选用检验检测数据，如臭气浓度项
目只有嗅辨结果汇总，缺少每个嗅辨员的原始记录；
（３）数据无法溯源：表现在检验检测报告与原始数据
记录不能对应，如氟化物曲线方程斜率为 － ５０． １９４，
截距为 ３０８． ６２，Ｒ２ 为 １，分析结果不源于方程，无法溯
源；（４）报告不一致性：表现在保存的检验检测报告副
本与发放的正本不一致；（５）时间不一致性：表现在记
录时间与报告时间不一致。 如水样交接记录中显示
废水氨氮样品接样时间为 ４ 月 １４ 日，报告中分析时
间显示为 ４ 月 １３ 日；（６）仪器使用记录：表现在仪器
使用记录未即时登录，记录项目、使用人与原始记录
不一致，如一氧化碳仪使用记录中使用时间及使用人
信息与原始记录不一致。
１． ２　 虚假检验检测报告

１． ２． １　 未经检验检测　 指未经过检验检测直接出具
数据和报告，主要表现：（１）原始数据不同：报告中数
据多于检测原始记录数据，如：公共场所中苯采样记
录为 ６ 个点位，样品交接单为 ６ 个活性炭管，原始记
录和谱图为 ６ 个点位的检测结果，但报告中显示苯为
１８ 个点位结果；（２）仪器缺少谱图：分析仪器中无法
溯源检测数据及谱图，如：铅采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检测法，但仪器电脑中无原始数据、谱图保存，无法
溯源；（３）数据完全一致：不同时间的报告数据完全一
样，如：发现有 ３ 份相同编号的检测报告，采样日期分
别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８ 月 １ 日、１１ 月 ６ 日，签发时间
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８ 月 １５ 日、１１ 月 ２０ 日，报告内
容完全一致；（４）结果过于雷同：不同样品检测结果过
分雷同，如颗粒物称重记录 ２２ 次中，有 ８ 对精确到
０． ０１ ｍｇ的数据完全一致，其他 １４ 对数据均相差
０． ０１ ｍｇ，逻辑性存疑。
１． ２． ２　 伪造变造记录 　 指伪造、变造原始数据、记
录，或未按照标准等规定采用原始数据、记录的。
（１）时间逻辑存疑：如某检测报告中氨氮原始记录显
示使用的标准物质证书批号为 Ｂ２１０４０５００，定值日期
为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４ 日，同时显示其工作液配制日期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６ 日，使用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６ 日，均在定
值期之前；（２）原始数据存疑：如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 日
９:４８ － １１:０２ 李某、杨某辉采集代码 ＪＣ３６、ＪＣ３７、
ＪＣ３８ 地表水采样，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 日 ９:４９ － １１:０３ 王
某方、沈某采集代码 ＪＣ６１、ＪＣ６２、ＪＣ６３ 的地表水采样，
２ 份原始记录表内容的笔迹一致，但采样人员不同，且
不同河流、不同点位的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总磷、
氨氮等指标数据异常相近；（３）数据无法溯源：实验室
提供不出总悬浮颗粒物滤膜采样前恒重及称重的原
始信息记录，查天平使用记录，无滤膜采样前称重使
用记录。 查 ２ 次称量数据，第一次和第二次全部重量
差为 ０． ０００ ２ ｇ；（４）变造原始数据：ＶＯＣｓ 校正曲线只
用了 ４ 个浓度点，其中由于丙酮的线性不合格，手动
调整了第一个浓度点的峰面积以达到线性质控要求；
（５） 谱图无法溯源：挥发性有机物样品分析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标准谱图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记录中无标准溶液的质控措施，查标准物质领用记
录，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后无挥发性有机物标准物质
领用记录。
１． ２． ３　 改变检测项目 　 减少、遗漏或者变更标准等
规定的应当检验检测项目，或者改变关键检验检测条
件的。 （１） 减少检测项目：如查生化培养箱 （ ＤＱ ／
ＹＱ －７０）的使用记录，从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３ 月 ２７ 日共培
养 １２ 批，每批都有 ００１ ～ ００６ 及 ００１ＺＫ 共 ７ 个样品，
按标准方法至少有 ８４ 个培养瓶同时培养，现场核实
该培养箱远远无法容纳下 ８４ 个培养瓶，逻辑性存疑；
（２）标准未经变更：ｐＨ 值检测依据为《水和废水检测
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保总局 ２００２ 年便携式 ｐＨ
计法 ３． １，能力表中水质 ｐＨ 值的监测依据已变更，报
告中没有变更；（３）体积应用错误：无组织废气颗粒物
监测结果参照《ＧＢ １６２９７ － １９９６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
放标准》进行评价，采样仅记录了实测体积，未记录标
准状态体积，实验室分析也使用实测体积进行计算，
采样体积应用错误；（４）未按标准折算：检测结果未按
方法要求进行正确折算，导致最终出具的报告数据出
现偏差，如陶瓷颗粒物排放浓度未换算为基准过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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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系数排放浓度； （５） 未同步除干扰：大流量烟尘
（气）测试仪没有按照标准要求进行 ＣＯ 干扰情况测
试，现场检查时未测定 ＣＯ 浓度，无法判断 ＳＯ２ 测定结
果可能受到的干扰；（６）报告项目不全：检测委托协议
书要求检测 ９ 个指标，实际出具报告 ２ 份，１ 份有
ＣＭＡ 标识 （７ 个指标），１ 份没有 ＣＭＡ 标识（２ 个指
标），且未经委托方同意； （７） 检测项目不全：机构
ＶＯＣＳ 项目检测依据为 ＨＪ ７３４ － ２０１４ 方法，共 ２４ 个
参数，ＣＭＡ 能力附表中只批准了 １９ 个参数，该检测报
告中项目只列出了 ＶＯＣｓ 值（１９ 个参数的浓度加和
值），并进行了符合性评价，不符合规范；（８）超出范
围检测：实验室参照甲醇的分析方法进行乙醇分析，
但未对乙醇分析能力进行非标方法的确认，乙醇结果
为未检出。
１． ２． ４　 调换检测样品　 调换检验检测样品或者改变
其原有状态进行检验检测的。 如：矿泉水中偏硅酸未
达标，为了满足客户申报需要，将样品换为市售的矿
泉水后检测出具报告。
１． ２． ５　 伪造用章签字 　 伪造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检
验检测专用章，或者伪造授权签字人签名和签发时间
的，同时也包括检验检测人员非本人签名和书写检测
原始记录。 如授权签字人李某使用盖章式签名，经询
问李某一周来单位 １ 次，所以加急样品只能用盖章式
签名；氨氮检测原始记录签名为邵某某，但原始记录
内容和签名均与其笔迹完全不同。

２　 分析和规避风险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见，对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
判定必须具备过程和结果两方面要素，即检验检测过
程不符合标准或相关强制性规定要求，同时检验检测
结果错误或无法再现；而虚假报告顾名思义，就是未
经检验、编造伪造、改变项目、调换样品、伪造用章签
字。 作为检测机构主要负责人如何分析风险产生的
原因，是规避检验检测风险的关键。
２． １　 主体责任不明确 　 检验检测机构内部对机构、
相关人员的主体责任要求不明确。 评审准则、环境补
充要求和食品资质认定条件［４ － ５］ 等明确规定检验检
测机构作为检验检测活动的第一责任人［６］，应对出具
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采样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原始监测
数据、监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但相关人员对“谁
签字谁负责”的概念并不清晰，往往一味地按照领导
要求或业务需求随便签字，同时检测人员的自律性不
够，没有自律就难以保证出具的报告中每项检测数据
真实有效性。 为此，机构应在规范体系文件基础上，
最高管理者与每位员工签订确保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真实、客观、准确的检验检测机构执业诚信承诺，并从
新入职开始反复培训法律法规和处罚案例等现实教
育，强化员工的法律责任意识［７ － ８］，同时充分发挥质
量监督员作用，对内部员工和检测过程实施诚信

监督。
２． ２　 追求利益主动造假　 第三方检测机构大部分检
验检测业务是通过招投标获得，但在目前检验检测技
术服务招投标机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中标价格远低
于实际检验检测成本情况屡见不鲜，从而机构就通过
减少监测点、漏检项目或伪造数据等获取利润；同时
为了迎合客户的需求，伪造变造检验检测结果，为客
户出具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放弃了检验检测服务的
底线。 为此，机构应从招投标源头开始抓起，在可以
承受的范围内投标，并坚守“诚实守信，公正准确”的
质量方针。 诚信对检验检测机构尤其重要，是其立业
之本、基本守则、生存底线，彰显存在价值，诚信应贯
穿于检验检测机构的所有活动中［９］，并在机构内建立
诚信自我评价制度，自上而下形成诚实守信的管理机
制，并将机构《公正性和诚信性承诺》对外公布，接受
社会、客户的监督［１０ － １１］。
２． ３　 资源与业务不匹配　 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在持续
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散而不强” “管理不规范”等
问题，最关键是仪器耗材、人员配置等资源不足。 机
构普遍存在招人难，招了留不住等问题，随着机构的
发展，参数不断扩大，势必出现人员和业务量不匹配
的严重问题。 为此为了完成业务量，常出现采样人员
分开采样，结束后互相签字；检测人员完成检验检测
工作后让新人代写原始记录；不按照标准方法进行样
品处置和检测等。 机构为了节省成本样品处理设备、
采样设备、培养箱等仪器配备数量不足，造成分析过
程与标准规范要求存在偏差，检测过程中以“点”代
“面”的情况较多，监测采样时间、样品采集频次、前处
理步骤等简化处理，造成监测结果不准确。 为此，机
构负责人在扩大业务范围的同时，要同步扩大资源投
资和人员配备，检验检测人员应紧紧围绕检测方法和
规范要求，提出人员、设备设施配置需求，并严格按照

检验检测方法和规范进行检测，确保检验检测过程符

合方法要求，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溯源性［１２ － １４］。
２． ４　 数据无法溯源再现　 在监督检查中最常见的不

实报告是无法证明监测活动过程的存在性，采样、检
测过程、数据结果逻辑错误等。 为此在保证足够资源

配置基础上，首先在程序文件中规范检测流程，同时

加强对员工的业务培训，针对检测流程、原始记录、仪
器使用等记录的培训，让全体人员明白记录是阐明所

取得结果或提供所完成活动的见证性文件，如实地记

我所做，并及时整理归档。 为了防止检测过程中遗漏

关键控制点，可以对实验室的各类监测布点、采样、分
析、质控到数据处理、出具报告甚至数据使用等预设

置受控记录格式化，即规范要求也可以在检测过程中

进行提醒，对仪器设备中的记录定期进行备份，有条

件的实验室使用 ＬＩＭＳ 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等将更加

有效［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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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综上所述，出现虚假报告和不实报告，一方面是
从业主体法律责任意识淡薄、恶意开展竞争、管理不
规范等原因，另一方面是法律规范滞后于“放管服”改
革进程的因素。 现通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３９ 号令对“不实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检验检测报
告”作了规定，并明确了发现该类问题后的处置依据，
最重要的还是机构和检测人员的自律，没有自律就难
以保证报告中每一项检测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并通
过监督管理规范检验检测机构从业行为，营造公平有
序的检验检测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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