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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陆地生态系统生物观测数据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长期观测质量管理规
范丛书》编著者吴冬秀。

本书系《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长期观测质量管理规范》丛书的生物分册。
全书分为10章，对生物长期观测质量管理体系、观测过程的质控措施以及数据质量审核与评价规范做
了系统的介绍。
用于CERN内部对生物长期观测实施有效地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对其他相关领域的数据质量管理同
样具有参考价值。
同时，有利于CERN数据使用者或关注者了解CERN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增加对CERN数据内容的理
解和信任度。

本书适合从事生态、环境、资源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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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CERN领导小组和CERN科学委员会处于CERN生物长期观测质量管理体系的顶层，
行使管理职能，主要负责观测指标的制定、观测规范的审定、资源的配置、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发布、
工作督察与质量管理体系评价与改进。
CERN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是CERN的日常管理机构。
CERN数据的获取与审核工作由生态站、生物分中心、综合中心三级组织协同完成。
 生态站是CERN长期观测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是数据的生产者，它们是整个质量管理体系中的第一
级。
在CERN生物长期观测质量管理体系中，生态站的职责是实施数据获取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工作，包括
计划制定、数据获取、数据检查与纠错、数据质量自我评价、数据入库管理与共享等。
CERN生态站除了观测生态系统生物要素外，还需要观测土壤、水环境、大气三个要素，此外，还承
担着研究与示范两大职能，是CERN的基石。
 生物分中心是CERN设置的5个学科分中心之一，足质量管理体系中的第二级组织，主要负责生物观测
方法研究与观测规范制定、生态站仪器采购规划与仪器标定、生态站观测人员培训与指导、数据审核
、数据质量评价、生态站工作督察与评价、CERN生物观测数据入库管理与共享等。
 综合中心是CERN质量管理的第三级组织，主要负责数据库规范制定、数据审核、数据库设计、数据
入库管理与共享、分中心工作督察与评估等。
 CERN的4级质量管理组织模式体现了生态系统野外长期联网观测的特点，这一管理组织模式充分考虑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数据的多样性，以及长期生态系统研究的跨学科特点。
 2.4资源配置 为了保障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必须配置充分且适宜的资源。
“资源”涵盖面很广，包括资金配置、仪器设备配置、基础设施等。
CERN各个机构的资源配置主要由CERN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此外，各个生态站、中心／分中心所在的研究所承担其办公实验空间、人员等方面的资源配置，为生
物观测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提供基础保障，对于人员、仪器设备等资源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书
第10章将对此作详细介绍。
 CERN生态站一般配置1名主管观测的副站长、1名生物观测负责人、数名观测人员、1名数据管理员来
完成生物观测质量管理工作。
每年有一定额度的经费保证其日常运行，观测仪器设备、车辆等经由专项经费统一配置。
每个生态站都有数个长期固定样地，以及可供办公、住宿和开展基本实验的房屋、水电等基础设施。
 生物分中心和综合中心一般配置1名数据质控主管、1～2名标准制定和数据审核员、多名数据管理员
完成其生物观测质量管理工作，每年拨有一定额度经费保证其日常运行。
此外，生物分中心配置比较完备的生物观测仪器和室内样品分析仪器，以完成生态站样品的高难项目
测试、观测仪器标定、观测方法比较研究等。
 2.5过程管理 质量管理体系是由一系列活动和一系列过程环节组成的，因此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实施
必须通过其所有过程与环节的有效实施来实现，即实施过程管理。
过程管理是现代管理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管理学的核心理念。
CERN的生物观测工作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生产过程，包括观测指标制定、方法规范制定、样地设置与
维护、数据获取与检查、数据审核与质量评价、数据建库与共享等众多过程环节，所有这些环节都涉
及人员（实施主体）、流程、方法技术、信息管理四个方面，其中信息管理，主要强调对实施过程以
及结果的完整记录和存档，是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每个过程环节的工作督察与评价也是重要的管理活动。
只有对所有环节进行有效的质量管理，才有可能保证野外观测所获取的数据能够达到预期质量目标，
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生态系统现状与动态。
因此，CERN非常重视对观测过程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和制度（董鸣，1996；吴冬秀等，2007）
，本书的第3～10章即是对有关规范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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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陆地生态系统生物观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对CERN多年生态系统监测和数据质量管理成果和经
验的系统总结，同时也借鉴了国际和国内相关的生态系统和环境长期监测质量控制方法。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符合CERN长期监测特征的质量管理规范。
《陆地生态系统生物观测数据:质量保证与控制》适含从事生态、环境、资源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技术
人员使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陆地生态系统生物观测数据质量保证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