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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检验检测报告的质量直接反映了检验检测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本文就检验检测机构评审，检验检

测机构监督检查以及检验检测机构日常运行中发现的检验检测报告常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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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通用要求检验检测机构应

准确、清晰、明确、客观地出具检验检测结果，不仅要符

合检测方法的规定，而且要保证检测结果的科学有效

性。通常情况下，检测结果以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的形

式出具。同时，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通用要求对检

验检测报告（证书）应包含的信息做了非常明确清晰的

规定。检验检测报告（证书）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和信

息：报告（证书）标题（名称）；标识资质认定标志（CMA）

和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检验检测机构的注册地址和进

行检测的地址和名称；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的唯一性标

识和每一页上标识跟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结束的清晰

标识；客户或者委托单位的名称跟联系方式，检验检测

依据的方法，有关样品唯一性标识、状态描述和处置要

求；进行检验检测的时间；如果样品接收日期或者抽样

日期对检测结果的有效性及应用有重大影响，则明确标

明接收日期或者抽样日期，抽样所用的计划和程序的说

明；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签发人的签名或者等效标识以

及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签发的日期；检测结果的测量单

位；检测结果由外部提供时进行标注明确；做出未经本

机构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的声明。

虽然规定很明确，但实际上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

测报告总会因为管理能力和检验检测人员工作态度等

原因，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1 报告（证书）缺少唯一性标识

唯一性标识包括文件识别号、报告（检测）编号、页

码。首先，检测报告作为一种文件，应有与其他文件相区

别的文件唯一性标识，即文件识别号；其次，附有检测附

页的检测报告，作为检测报告一部分，也应有与其他报

告有区别唯一性标识即报告（检测）编号；再者，检验检

测报告（证书）的每一页都应该有与其他页面相区别的

唯一性的页码，如第 * 页共 * 页。以上三种标识一起组

成一份完整的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的唯一性标识系统。

2 检验检测依据错误或不准确

2.1 报告中的检测依据与委托方要求的不一致。

检测机构人员有时会忽视检测委托书（合同）的要

求，按照日常习惯选择本机构常用的检测标准或方法进

行检测，可能并不是客户要求选用的标准或方法；或是客

户要求选用的方法不准确或者不适用检测人员却没有跟

客户及时沟通，造成委托书（合同）与检测报告依据标准

或方法不一致。

2.2 检验检测机构使用过期作废的检测标准进行检

测并出具报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新产品、新技术不断

涌现，新的标准跟方法修订、制定、更新速度很快，新的标

准越来越多且比较，如检测机构标准查新不及时，新标准

方法验证确认滞后，就会出现使用过期作废标准进行检

测的情况。

2.3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依据的标准与产品 / 项目标

准要求使用的检测标准不一致。主要是检测机构对标准

的学习理解不够。比如钢筋机械连接接头拉伸试验依据

应为 JGJ/T107-2016 附录 A，有些机构使用 GB/T228.1

进行检测。

3 样品信息不全或不准确

3.1 样品名称采用俗称或者简称，而非采用标准名

称，如“烧结普通砖”用“红砖”、“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

钢筋”用“二级钢”等。

3.2 未按标准要求标识规格型号。

3.3 样品数量填写不规范，如“一组”、“一袋”等。

3.4 样品状态描述不具体，如描述为“正常”、“无异

常”等。

3.5 对储存期限、需要进行状态调节时间有要求的样

品未标明产品生产日期、出厂日期及样品接收日期。

4 检验检测项目（参数）问题

4.1 检验检测项目不明确，未详细列明检测项目（参

数），比如使用“必检项目”、“常规检测项目”等。

4.2 检验检测合同（委托书）检测项目（参数）与检测

报告检测项目（参数）不一致。

4.3 检验检测报告项目（参数）未通过资质认定，超出

机构检测能力。
2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705-0637(P)/2705-0645(O)

Copyright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5 法定计量单位使用问题

5.1 法定计量单位符号大小写错误，比如“Kn、mPA”

等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应为“kN、MPa”等。

5.2 表示量值范围时，如果单位一致时规范的表示

方法是应把值的范围用括号，单位放在后面，如（10-20）

mm，0-60mm 这样表示是不规范的。表示的量值为量值

的和或差，则应当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置共同的单位

于全部数值之后，或不使用圆括号，将单位符号分别加

在各数值之后。

6 检验结论不规范

6.1 检验结论不能体现检验检测及评定所依据的方

法。所用检验检测方法的不同可能导致检测数据、结论

出现很大差异，所以检验检测报告（证书）应首先明确检

验检测及评定依据的标准和方法。以便报告使用人通过

检验检测依据及评定的标准和方法，对检验检测报告

（证书）的适用性及可接受程度有大体的了解和认知。

6.2 对检验检测结果的描述不具体，语言应不规范、

容易引起歧义。检验结论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对

产品全部项目是否合格的判定；而是对产品部分项目是

否合格的判定；三是仅仅提供检验检测实际数据，不产

品合格与否的判定。应注意，进行全部项目检测的产品

可以对整个产品符合标准（合格与否）的做出评定，如果

仅检测了部分项目，则只能对所检的项目符合标准的情

况进行判定，确保检测结论的真实性、严谨性，同时也是

检验检测机构应对风险、从法律上保护自己的措施。报

告（证书）常见结论格式有：

6.2.1 该样品依据 ** 标准检验评定，所检项目符合

标准（类别、等级等）要求，该样品合格。（依据标准进行

全项检测的产品）。

6.2.2 该样品依据 ** 标准检验评定，** 项目不符合

标准（类别、等级等）要求，该样品不合格。（依据标准进

行全项检验的样品，通过现有不合格项可以判定该样品

不合格时）

6.2.3 该样品依据 ** 标准检验，所检 ** 项目为实测

值。详细检验结果见附页（数据页）。（不需要对检验结果

进行符合性判定）。如果样品由委托方或者客户委托送

样，检验检测机构应做出“检验检测数据结果仅对所检

样品（来样）负责”的声明。如检测报告（证书）数据结果

仅用于内部质量控制、教学、科研等用途，且检验检测项

目参数未通过获得资质认定，可不使用资质认定 CMA

标识，并做出数据结果仅供参考的说明。

7 人员签字问题

7.1 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的主检、审核、签发人员签

名为打印体。

7.2 检验检测报告（证书）的主检、审核、签发人员外

出培训、休假等原因不在岗时，由其他人代替签字。

8 原始记录无法溯源

检验检测原始记录的完整、真实、准确，是确保检验

检测结果有效、可追溯的重要保障。检验检测原始记录

的格式设计应规范合理、检测信息量充分、检测过程可

复现。除检验检测数据和检测结果之外，对检验检测所

用的检测方法、仪器设备、标准物质、环境条件、检测项

目（参数）、样品标识及其状态、检测过程及其计算公式、

检测异常现象等内容都应如实予以记录。此外，检验检

测人员的签字、校核（审核）人员的签字、记录的页码、记

录的更改方法等都应符合规定的要求。

9 报告说明没有针对性、不完整

9.1 客户的特殊要求或者特定检测项目没有特殊说

明。如防水材料不透水性项目检测时间应为 30min，而地

下防水工程验收规范要求为 120min。如客户要求按照地

下防水工程验收规范标准检测，则应在报告说明中对相

应结果明确说明。

9.2 未对偏离检测标准方法的情况进行说明。

9.3 含有分包项的检测报告（证书）未对分包信息进

行说明或者信息不完整。

9.4 其他应该对检查结果使用建议内容不具体等。

10资质认定标识及检验检测专用章

10.1 资质认定标识（CMA）使用位置不当。比如标示

在检测报告（证书）的侧边或者下部。其次，资质认定

（CMA）标识未按照标识使用规定的要求同比例放大或

者缩小。再就是超范围违规使用资质认定标识即检验检

测机构未通过资质认定的产品或者项目使用资质认定

（CMA）标识。检验检测机构应认真进行合同评审，确保

检测项目及参数均在机构资质认定确定的能力范围之

内，确保出具的具有证明作用的报告（证书）上正确使用

资质认定（CMA）标志。

10.2 检验检测专用章样式不规则、内容不规范、不

完整，盖章位置不符合要求等。如印章为异形、单位名称

为简称。检验检测专用章应盖在机构名称或者检测结论

的位置上，多页报告加盖骑缝章等。

11结语

总之，检验检测报告（证书）是检验检测机构的最终

“产品”，检验检测机构应在检验检测的全过程采取科学

合理的方法及各类质量保证措施确保检验检测报告（证

书）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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