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服务 07
2018.06.04 星期一责编:闵婕 电话: (010)67113790 传真: (010)67113790 E-mail:zghjbggb@163.com

精准把脉土壤质量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走进广电计量农业农村部南方耕地污染防控企业重点实验室

▶ 广电计量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土壤检测。

▶ 广电计量农业农村部南方耕地污染防控企业重点实
验室。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百姓“米袋子”和“菜
篮子”的耕地土壤正在承受越来越多的污染。土好才能粮好，
土安才能居安。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为此，
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
条”），坚决向污染宣战，明确提出要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整合
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科研资源，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研
究，建设一批土壤污染防治实验室、科研基地，推动土壤治理
与修复产业发展。

根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促进
绿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2018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十三五”增补农业农村部企业重点实验室名单，在土壤污染
防治领域，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
计量”）全资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南广电计量”）作为第三方计量检测机构成功入选，被
指定为农业农村部南方耕地污染防控企业重点实验室（以下
简称“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作为政府治理产地污染防控、
守护农业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力量，将重
点在农业产地污染防控等专业领域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
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运用，推动国家农业绿
色生态新发展。”广电计量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重点实验室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土壤污染修复治理形势严峻，任务艰巨、挑战巨大，如何
建立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修复治理长效机制，是我国土壤环
境管理的重大任务。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相较于学术
型科研实验室，企业联合科研机构建设的重点实验室更贴近
市场，了解哪些科技创新成果更有竞争力和生命力，在应用研
究和科研成果转化环节更具优势。为此，农业农村部近几年
来也加大了相关企业重点实验室的遴选和建设工作的力度，
鼓励更多的企业和资本参与耕地污染防治的科研和技术工
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本次以湖南广电计量为主体，湖
南农业大学作为联合共建单位成功申报了农业农村部南方耕
地污染防控企业重点实验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广电计量相关负责人介绍，重点实验室定位具备双重属
性，既要为本企业的产业化服务，又要承担提升国家的检验检
测技术和科研成果水平的责任。“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实验室
如何从技术上引领行业发展，如何聚集创新要素，研发出新方
法推广到实际应用，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推
动保护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推进建设美丽中国。”

技术创新服务土壤污染防治

耕地土壤污染事关农产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要
保住“舌尖上的安全”，首先就要保证土壤安全。但是，土壤污
染本身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而且，一旦被污染，土壤修复耗
资巨大。所以，摸清土壤的“家底”非常关键。“土十条”明确要
求，“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2018 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
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2020 年底前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
的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

然而，我国土壤环境监管能力不足，尚不能及时掌控全国
和区域土壤环境状况。有专家指出，我国市、县级环境监测机
构监测仪器设备、专业监测人员匮乏，土壤环境监测体系总体
滞后，对新型土壤污染物的监测更为缺乏，常常使区域环境综
合分析遭遇瓶颈制约。由于污染土壤检测在国内算是后起行
业，国家对土壤检测参数有诸多要求，测定有机污染物的化学
分析尤其如此。许多检测机构的团队管理水平、环境分析技
术能力和测试配备等还没跟上需求，但这对于真正有实力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广电计量是个发展机遇。在检测技术研发领
域，广电计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耕地土壤环境、农产品、
农业投入品等各项特征指标的检测方法体系。目前，覆盖了
耕地土壤及农产品理化指标、重金属及对应的形态、微量元
素、农药类、挥发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难挥发性有机物等
类别的检测指标，在业内处于领先水平。强而有力的技术创
新带动企业发展，广电计量承接了全国多地的农产品产地土
壤重金属污染普查及农产品协同监测项目、国家耕地质量保
护提升土壤检测项目、农用地土壤污染详查无机和有机物检
测项目、耕地“土壤-灌溉水-底泥-农产品”样品检测项目、污
染场地调查及检测项目等。

此外，我国在耕地环境污染物生态风险评估及预警、耕地
环境污染防控技术研究及修复效果评价建设也较为滞后。广
电计量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这样困难，重点实验室责无旁
贷，应挑此重担。“合作依托单位湖南农业大学，为重点实验室
突破上述难题提供科研支撑。同时，借助广电计量全国一
体化布局，发挥重点实验室的辐射带动作用，为湖南省乃
至 全 国 农 业 环 境 科 研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技 术 支 持 ，促 进 农 业

‘提质增效’。”

“筑巢引凤”打造人才高地

搭平台、聚人才，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创新平台载
体的支撑。当前，国内大部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研究
刚刚起步，如何发挥科技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支撑引领作用，研
发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先进适用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显得尤为

重要。重点实验室获批，是广电计量发挥计量检测的技术优势，
围绕环保检测领域，积极搭建平台集聚人才创新的又一举措。

创新驱动发展，人才决胜未来。利用重点实验室对人才
的聚集效应和辐射作用，广电计量的人才队伍建设加速，凝聚
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业科技人才。据介绍，广电计量把农
业系统作为广电计量战略性培育发展业务，以重点实验室为
依托，引进和培养了一支以技术专家为技术带头人，以骨干技
术人员为核心，以一线实验操作人员为基础的高素质、高水平的
专业环境检测技术队伍；依托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和创新载体，培
养了一支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研发队伍。

此外，重点实验室还是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积
极组织高水平学术会议，分享科研进展，碰撞思想火花，提升
科研技术人员自身素质。“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要发挥好学术委
员会的作用，凝练新的课题，明确发展方向；利用农业农村部
重点实验室学科群的平台，发挥好协同创新的作用；要进一步
规范实验室的管理和规章制度……”今年 4 月，在广州召开的
重点实验室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暨实验室发展研讨会上，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齐聚一堂，为
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发展献计献策，同时也为广大重点实验室
科研人员带来一堂精彩的技术培训课。

设立高标准开放基金保障成果涌现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效，但研发投入依然不足，尚待改进。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研
发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定差
距。由于科研产出耗时长，投入成本高，难以“立竿见影”产生
经济效益，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问题更为突出。

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途径。广电计量对科研不吝投入，围绕重点实验室的
发展方向，重点加强投入。据介绍，广电计量在现有规模的基
础上，另外安排实验室场地设备、场地等技术改造资金，加大
科研硬件投入；每年给实验室提供充足的日常运转经费，为科
研人员创造良好的研究和办公条件；设立高标准的重点实验
室开放基金，每年着重支持 3 项~5 项重点研究课题，滚动三年
连续支持，促进高端研究成果的产出和推进产业化，为支持科
研人员参与研究，并就科研成果产业化提供了良好保障。

“搭建起重点实验室平台，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大资金投
入，营造出一个适合科技人才创新成才的‘小环境’，从而提高
科研成果商业化的成活率、成功率。”广电计量相关负责人说。

把质量当成企业“生命线”

作为计量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一个个数据、一份份证书
（报告）就是广电计量的产品。广电计量在发展中始终把数据
质量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来守护，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为客户提供准确可靠经得起检验的数据、证书，是广电计量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秘诀。

“将重点实验室纳入广电计量质量管理体系，实行全国一
体化的质量垂直管理，执行统一的标准和管理要求，确保质量
保障上同步发力，助力其高速成长。”广电计量相关负责人表

示，每一次的评审，都是一个提升的良好契机，一次次评审，队
伍一次次得到洗礼，专家从最初的怀疑到最后的高度认同，得
益于广电计量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和质量的高度坚守。

据了解，广电计量的环保检测质量管理体系满足 ISO
9000、ISO/IEC 17025 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等质量体系管理要求，对内所有的实验室都执行统一的标准，
实施一体化垂直管理；对外积极参与能力验证、实验室间比对
及质量考核，以千锤百炼来打造一流的质量管理体系。这些
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举措为重点实验室运行提供了支撑和保
障，确保了科研成果转化运用的高质量。

以土壤污染防治带动公司环保产业发展

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不能孤立地防控，需要从污染物产
生、排放、处理全过程，推进水、大气、土壤污染协同治理和风
险管控，实现全链条、全要素闭环管理，才能综合改善区域环
境质量。近年来，广电计量立足土壤检测，向全环保检测服务
领域发力，构建起一流的技术服务能力，以一站式环保检测服
务解决方案，成为政府主管部门、科研院所等客户信赖的第三
方技术支撑力量。

重点实验室的建立，让广电计量有了更多接触科技前沿
领域的机会。广电计量相关负责人说：“通过与领域内的知名
科研单位和高校合作，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技术委员会指
导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让我们有了更强信心加大科研力
度。我们也格外重视搭建市场需求与科研之间的桥梁，将重
点实验室的建设嵌入公司的整个环保产业发展，两者同进步、
共成长。”

对于未来的前景，重点实验室预计经过 2 年~3 年的建设
和发展，在农业产地污染防控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人才
队伍的培养和集结，以及技术成果的推广示范应用方面不断突
破和提升，成为农业农村部乃至全国范围内企业重点实验室建设
的标杆和示范平台，助力全国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张建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