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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上海砺沐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苏

州依利特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大学、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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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性能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术语定义、性能要求、评价方法、评价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配备电喷雾离子源（ESI）或大气压化学电离源（APCI）的单离子阱、多离子阱及

四极杆串联离子阱质谱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6041—2020  质谱分析方法通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26792—2019  高效液相色谱仪 

GB/T 32267—2015  分析仪器性能测定术语 

GB/T 33864—2017  质谱仪通用规范 

GB/T 35410—2017  液相色谱-串联四级质谱仪性能的测定方法 

JJF 1317—2011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校准规范 

YY/T 1740.1—2021  医用质谱仪 第1部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3 术语和定义 

GB/T 6041—2020、GB/T 33864—2017 界定的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串级质谱分析级数 MS
n
 multi-stage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目标离子在质量分析器中的解离次数为 m，串级质谱分析级数 n 为 m+1。 



 

 

 

3.2  

离子阱质量分析器 ion trap mass analyzer 

一种将离子通过电磁场作用存储在预制有限空间内的质量分析器。 

3.3  

检出限 limit of detection 

在信噪比不低于 3 时，可测定样品的最小量值。 

4  技术要求 

4.1 液相色谱流量准确性 

流量设定值 0.5 mL/min 时，流量准确性应不超过±2%。流量设定值 1.0、2.0 mL/min 时，流量准

确性应不超过±1%。流量设定值 5.0、10.0 mL/min 时，流量准确性应不超过±3%。 

4.2 液相色谱流量稳定性 

流量设定值 0.5 mL/min 时，流量稳定性应不大于 1.5%。流量设定值 1.0、2.0 mL/min 时，流量

稳定性应不大于 1.0%。流量设定值 5.0、10.0 mL/min 时，流量稳定性应不大于 1.5%。 

4.3 液相色谱进样准确性 

液相色谱进样准确性需达到制造商声称的进样准确性。建议进样准确性应不超过±5%。 

4.4 质量分辨率 

质量分辨率应不大于 1 amu。 

4.5 质量范围 

质量分析器可测定的质荷比 m/z 范围需达到制造商声称的质量范围。质荷比 m/z 范围宜在

20~2000 之间。 

4.6 质量稳定性 

质量稳定性应不大于±0.2 amu/8h。 

4.7 质量准确性 

与理论质荷比的误差应不超过±0.5 amu。 

4.8 扫描速度 

仪器扫描速度应大于 1000 amu/s。 

4.9 串级质谱分析级数 MSn 

 注入适当浓度的利血平溶液，碎裂到 n 级（n≥2），n 级的响应最强子离子信噪比应大于 3。 

4.10 信噪比 



 

 
 

采集的离子信噪比需达到制造商声称的信噪比。 

4.11 检出限 

检出限需达到信噪比应不小于 3：1 

4.12 定量重复性 

测定的连续重复性 RSD 应不大于 10%，日内重复性 RSD 应不大于 15%，日间重复性 RSD 应不

大于 20%。 

4.13 保留时间重复性 

测定保留时间的 RSD 应不大于 1.5% 

4.14 线性 

在制造商声称的线性范围内，线性回归系数 r 应大于 0.990，建议线性范围应不小于 3 个数量级。 

5  评价方法 

5.1 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a） 应清洁无尘，无易燃、易爆和强腐蚀性气体或试剂，排风良好。 

b） 室内温度：15 ℃～30 ℃;相对湿度不大于 75%。 

c） 仪器工作台应平稳，周围无强烈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源。 

d） 电源电压 220 V±22 V，50 Hz±1 Hz。 

e） 接地电阻≤4 Ω。 

5.2 试剂和标准物质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溶剂均为色谱级或质谱级。使用时根据仪器状况稀释至合适浓度。 

a） 利血平溶液标准物质，1.0 μg/mL。 

b） 聚丙二醇(简称 PPG)450 溶液，3.6 μg/mL。 

c） PPG1000 溶液，3.6 μg/mL。 

d） PPG2000 溶液，3.6 μg/mL。 

e） 氯霉素，99.7%。 

f） 甲醇、甲酸。 

g） 水，一级水（参见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h） 色谱柱：参见附录 A。 



 

 

 

i） 溶液稀释和配制方法参见附录 A。 

5.3  性能指标的测定 

5.3.1 实验准备 

开机抽真空，直到真空正常，进行调谐，通过后参照附录 A 条件进行测定。 

5.3.2 液相色谱流量准确性 

用仪器专用管路连接输液泵的出口、入口，出口适当加一背压(8 MPa±2 MPa)，以纯水为流动相，

将数字温度计探针插入流动相内，测量此时流动相的试验温度。设定合适流量，待输液泵运行稳定

后，按表 1 分别设定流量，在流动相排出口用事先清洗并称重过的称量瓶收集流动相，同时用秒表

计时，待达到表 1 规定的收集时间后停止收集流动相,并按下秒表停止计时。每个流量下各测试三次。

按式(1)计算流量 Fm，按式(2)计算流量准确性。 

表 1 输液泵流量设定值及收集时间 

 

流量设定值 Fs（mL/min） 收集流动相时间（min） 

0.5 10 

1.0、2.0 5 

5.0、10.0 5 

𝐹𝑚 = (𝑚2 − 𝑚1) (𝜌𝑡)⁄ …………………....(1) 

𝑆𝑆 = (𝐹𝑚 − 𝐹𝑠) 𝐹𝑠⁄ × 100%………………(2) 

式中: 

Fm—流量实测值，单位为毫升每分(mL/min)； 

m2—称量瓶+纯水质量，单位为克(g)；  

m1—称量瓶质量，单位为克(g)； 

ρ—试验温度下纯水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t—收集流动相的时间，单位为分(min)； 

Ss—流量准确性； 

𝐹m—同一设定流量三次测量的平均值，单位为毫升每分(mL/min)； 

Fs—流量设定值，单位为毫升每分(mL/min)。 

注 1：注 2：流量的设定可根据输液泵流量范围而定，流量测量顺序可以任意选择。 

5.3.3 液相色谱流量稳定性 

测试方法同 5.3.2，按式(3)计算流量稳定性。 



 

 
 

𝑆𝑅 = (𝐹𝑚𝑎𝑥 − 𝐹𝑚𝑖𝑛) 𝐹𝑚⁄ × 100%......................(3) 

式中： 

SR—流量稳定性，%； 

𝐹m—同一设定流量三次测量的平均值，单位为毫升每分(mL/min)； 

Fmax—同一设定流量三次测量的最大值，单位为毫升每分(mL/min)； 

Fmin—同一设定流量三次测量的最小值，单位为毫升每分(mL/min)。 

5.3.4 液相色谱进样准确性 

以纯水为样品，加入事先清洗过的称量瓶中并称重，按照仪器进样范围设定高、中、低三种进

样量（无损模式），待进样器运行稳定后开始进样，每次进样后对称量瓶进行称重。每种进样量下

各测试三次，按式(4)计算进样量实测值 Mm，按式(5)计算进样准确性。 

𝑀𝑚 = 𝑀2 − 𝑀1………................................(4) 

𝑊𝑆 = (𝑀𝑚 − 𝑆𝜌) 𝑆𝜌⁄ × 100%…................(5) 

式中: 

Mm—进样量实测值，单位为毫克(mg)； 

M2—进样前称量瓶+纯水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1—进样后称量瓶+纯水质量，单位为毫克(mg)； 

ρ—试验温度下纯水的密度，单位为毫克每微升(mg/μL)； 

Ws—进样准确性； 

𝑀𝑚—同一设定进样量三次测量的平均值，单位为毫克（mg）； 

S—进样量设定值，单位为微升（μL）。 

5.3.5 质量分辨率 

使用 PPG 溶液进行调谐，直到调谐通过。采用利血平进样检测，得到半峰宽 FWHM，作为质量

分辨率。 

5.3.6 质量范围 

在调谐或监测界面下，将质量数设在仪器可测范围，注入满足仪器分子量测量范围的 PPG 混合

溶液，进行全质量范围扫描，记录满足制造商声称信噪比的特征离子，通常包括 m/z 59.05、175.13、

616.46、906.67、1254.92、1545.13 等质谱峰。对于强度低的离子，可以采用局部扫描方式观察，用

m/z：n₁～n2表示。 

注 1：可以采用仪器自带的调谐液，采用与 PPG 混合溶液相同的检测方法观察仪器可检测的最大质荷比数；  

注 2：n₁、n₂ 分别代表最低质荷比数和最高质荷比数。 



 

 

 

5.3.7 质量稳定性 

注入适当浓度(例如 1.2 μg/mL) 的 PPG450 、PPG1000 、PPG2000 混合溶液，每隔 1 h 进一次

样，共 8 次以上。分别记录 m/z 59.05 、175.13、616.46、906.67、1254.92、1545.13 等离子的测量

值，分别计算每个离子实际测量值极差，取其中最大的一个作为稳定性测试结果。 

注：可根据用户对所选择仪器性能的要求以及仪器本身最大扫描范围，选择分子量范围满足日常检测的调谐溶

液，考察低质量段、中间质量段或高质量段的稳定性。 

5.3.8 质量准确性 

注入适当浓度(例如 1.2 μg/mL) 的 PPG450 、PPG1000 、PPG2000 混合溶液 1 次。分别记录

m/z 59.05、175.13、616.46、906.67、1254.92、1545.13 等离子的测量值，计算实测值与理论值(参见

表 B.1) 之差，取其中绝对值最大的一个作为测试结果。 

注：可根据用户对所选择仪器性能的要求以及仪器本身最大扫描范围，选择分子量范围满足日常检测的调谐溶

液，考察低质量段、中间质量段或高质量段的准确性。 

5.3.9 扫描速度 

在不进样的条件下，设定质量范围从 50～650 amu,扫描速度设定到最大值，连续扫描 5 min, 根

据式(6)计算实测扫描速度。 

𝑉sp =
𝑀r×𝑁s

𝑇s
      ………………… (6) 

Vsp—扫描速度，单位为原子质量单位每秒（amu/s）； 

Mr—扫描范围，单位为原子质量单位（amu）； 

Ns—扫描次数； 

Ts—扫描时间，单位为秒（s）。 

5.3.10 串级质谱分析级数 MSn 

使用 ESI+模式，注入适当浓度的利血平溶液，对利血平母离子进行二级串联分析（MS2），选

择二级子离子（如子离子碎片 448）进行三级串联分析（MS3），选择三级子离子（如子离子碎片 195）

进行四级串联分析（MS4），以此类推，直至解离到 n 级，n 级的响应最强子离子信噪比应大于 3。 

5.3.11 信噪比 

分别在正负离子模式下采集三次，以最大值作为信噪比测试结果。 

5.3.11.1 ESI+ 

注入适当浓度的利血平溶液, 采用 MSn 采集模式（n≥2），采集离子 609 → 448 或 397 或 195,得

到质量色谱图，根据式(7)计算 S/N。 

S/N =
𝐻m/z

𝐻
噪声

………………………… (7) 

式中： 



 

 
 

       S/N——信噪比； 

Hm/z—子离子 m/z 448 或 397 或 195 的峰高； 

H 噪声—基线噪声，宜在利血平峰后的 0.5 min～1.0 min 范围内选择。 

5.3.11.2 ESI- 

注入适当浓度的氯霉素溶液, 采用 MSn 采集模式（n≥2），采集离子（321→ 194 或 257），得到

质量色谱图，根据式(2)计算 S/N。 

5.3.12 检出限 

质谱仪按操作说明运行稳定后，使用利血平（正离子模式）或氯霉素（负离子模式）标准物质

进行测试，调整进样量使得信噪比不低于 3:1，该最小量值为检出限。 

5.3.13 定量重复性 

5.3.13.1 连续重复性 

注入适当浓度的利血平溶液或氯霉素溶液，连读进样六次。采用 MSn采集模式（n≥2），采集离

子强度最大的子离子质量色谱图，按质量色谱峰进行面积积分，根据式(8)计算 RSD。 

𝑅𝑆𝐷 = √
∑(𝑥𝑖−�̅�)2

𝑛−1
×

1

�̅�
× 100% ………………….(8) 

式中： 

RSD—相对标准偏差； 

𝑥𝑖—利血平样品子离子或氯霉素样品子离子峰第 i 次测量峰面积； 

�̅�—利血平样品子离子或氯霉素样品子离子峰 n 次测量峰面积算术平均值； 

i—测量序号； 

n—测量次数。 

5.3.13.2 日内重复性 

注入适当浓度的利血平溶液，先连续进样 3 次作为第一组测试，然后每隔 4 h 连续进样 3 次，

共测试 7 组，采用 MSn 采集模式（n≥2），采集提取离子强度最大的子离子质量色谱图，按质量色

谱峰进行面积积分，分别取每组 3 次进样所得平均值作为一次测量结果，根据式(8)计算 RSD, 作为

日内重复性。 

5.3.13.3 日间重复性 

注入适当浓度的利血平溶液，先连续进样 3 次作为第一组测试，然后每天每隔 4 h 测试 3 组，

连续三天共测试 9 组，采用 MSn 采集模式（n≥2），采集提取离子强度最大的子离子质量色谱图，

按质量色谱峰进行面积积分，分别取每组 3 次进样所得平均值作为一次测量结果，根据式(8)计算



 

 

 

RSD，作为日间重复性。 

5.3.14 保留时间重复性 

根据 5.3.13.1 质量色谱图，记录 m/z 609→ 448 或 397 或 195 子离子色谱峰的保留时间，连续

测量 6 次，按式(9)计算相应化合物的保留时间的相对标准偏差 RSD，作为保留时间重复性的结果。 

RSD = √
∑(𝑡𝑗−𝑡̅)2

𝑚−1
×

1

𝑡̅
× 100%………………………… (9) 

式中： 

𝑡𝑗—第 j 次测量保留时间（min）； 

𝑡̅—6 次测量保留时间（min）的算术平均值； 

j—测量序号； 

m—测量次数。 

5.3.15 线性 

从低到高注入不同浓度的利血平溶液，计算测试浓度范围内，响应面积与利血平浓度间（应不

少于 5 个浓度值）的线性相关系数 R。使用的利血平溶液最低浓度应满足 10 倍信噪比要求。 

注： 一般采用 MSn 采集模式（n≥2），m/z 可以设定为 448、397、195 三个离子，选择其中离

子强度最大一个计算。 

6. 测试报告 

测试结束后，测试工作组应提交测试过程中所有的测试记录，填写附表 1 作为性能测试报告的

附件。测试报告（附录 C）应对样机测试的全过程进行概述，并给出性能测试的结论。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性能测试参数条件 

 

A.1  色谱条件 

参考 GB/T 35410-2017 附录 A 

A.1.1  ESI+ 、APCI+ 流动相：甲醇：水=4:1(混合液中含甲酸 0.1%,体积比)。 

A.1.2  ESI-流动相：甲醇：水=4:1 (体积比)。 

A.1.3  ESI+ 、ESI- 流动相流速：0.2 mL/min～0.8 mL/min，恒定流速。 

A.1.4  APCI+ 流动相流速：0.4 mL/min～1.2 mL/min，恒定流速。 

A.1.5  柱箱温度：设定为室温以上 5 ℃～10 ℃，有制冷功能的仪器可以根据仪器性能自行设定
柱温。 

A.1.6  进样器温度：根据仪器功能自行设定。 

A.1.7  进样体积：5.0 μL。 

A.1.8  进样方式：不分流进样。 

A.1.9  色谱柱(只在测试 6.3.11、6.3.12、6.3.13、6.3.14 项目时使用),参考规格如下： 

对于常规液相色谱仪：C18柱，2.1×50 mm，3.5 μm  或性能相当的色谱柱； 

对于超高压液相色谱仪：C18 柱，2.1×50 mm，1.7 μm  或性能相当的色谱柱。 

A.1.10  其他要求如下所示： 

a) 对于信噪比测试，要求保留时间控制在 0.5 min～1.5 min。 

b) 质量准确性，可以采用流动注射、在不连接色谱柱的情况下自动或手动将样品注入质谱的方

法进行测试。 

 

A.2  质谱条件 

参考 GB/T 35410-2017 附录 A 

A.2.1  半峰宽 FWHM：≤ 1 amu。 

A.2.2  扫描范围可参考以下数值设定： 

利血平，m/z 604～614； 

PPG450 (设定 3 段范围),m/z 54～64、m/z 171～181、m/z 611～621； 

PPG1000 (设定 5 段范围),m/z 54～64、m/z 171～181、m/z 611～621、m/z 901～911、m/z 1251～ 

1261； 

PPG2000 (设定 6 段范围),m/z 54～64、m/z 171～181、m/z 611～621、m/z 901～911、m/z 1251～ 

1261、m/z 1541～1551。 

A.2.3 离子源温度、离子源电压、大气压接口电压、雾化气流量、辅助气流量、碰撞能量、透镜

参数等根据厂家推荐值和测定样品时的调谐值进行设定。 

 

A.3  溶液配制和稀释 

参考 GB/T 35410-2017 附录 A 

适当浓度指根据仪器灵敏度状况，采用 100 μL 和 1000 μL 移液器、10 mL 和 100 mL 容量瓶，

对标准物质或溶液进行必要的稀释，直到满足使用要求，制备和稀释步骤见表 A 3.1、表 A 3.2 和表

A 3.3。建议稀释时，每级母液取样量不少于 100 μL、称样量不小于 0.01 g，所使用的移液器与容量

瓶需经过检定或校准。 

 

 



 

 

 

表 A 3.1  利血平制备和稀释步骤 

序号 样品与浓度 稀释步骤 

A3.1.1 溶剂配置 75 mL 甲醇：25 mL 水混合溶剂，加入 100 μL 甲酸。 

 

A.3.1.2 
100 pg/μL,利血平溶液 

吸取 1.0 μg/mL 利血平溶液 1000 μL 到 10 mL 容量瓶中，用

溶剂定容到刻度。 

 

A.3.1.3 
10 pg/μL,利血平溶液 

吸取 1.0 μg/mL 利血平溶液 100 μL 到 10 mL 容量瓶中，用溶

剂定容到刻度。 

 

表 A 3.2  氯霉素制备和稀释步骤 

序号 样品与浓度 稀释步骤 

A3.2.1 溶剂配置 225 mL 甲醇：75 mL 水混合溶剂。 

 

A3.2.2 
100 μg/mL,氯霉素溶液 

称 0.01g 氯霉素固体样品到 100 mL 容量瓶中，然后用溶剂定

容到刻度。 

 

A3.2.3 
1.0 μg/mL,氯霉素溶液 

吸取 1000 μL 100 μg/mL 氯霉素溶液到 100 mL 容量瓶中，用

溶剂定容到刻度。 

 

A3.2.4 
100 pg/μL,氯霉素溶液 

吸取 1.0 μg/mL 氯霉素溶液 1000 μL 到 10mL 容量瓶中，用溶

剂定容到刻度。 

 

A3.2.5 
10 pg/μL,氯霉素溶液 

吸取 1.0 μg/mL 氯霉素溶液 100 μL 到 10 mL 容量瓶中，用溶

剂定容到刻度。 

 

表 A 3.3  PPG 制备和稀释步骤 

序号 样品与浓度 稀释步骤 

A3.3.1 溶剂配置 
225 mL 甲醇：75 mL 水混合溶剂，加入 100 μL 甲酸与 0.046 

g 乙酸铵。 

 

A3.3.2 

360 μg/mL ， PPG450 、 PPG  

1000、PPG 2000 溶液 

分别称取 0.036 g PPG450、PPG 1000、PPG 2000 到三个 100 

mL 容量瓶中，用溶剂定容到 100 mL。 

 

A3.3.3 

3.6 μg/mL ， PPG450 、 PPG  

1000、PPG 2000 溶液 

分别吸取 360 μg/mL 的 PPG450、PPG 1000、PPG 2000 溶液

100 μL 到三个 10 mL 容量瓶中，用溶剂定容到刻度。 

 

A3.3.4 

1.2 μg/mL ， PPG450 、 PPG  

1000、PPG 2000 混合溶液 

分别吸取 3.6 μg/mL 的 PPG450、PPG 1000、PPG 2000 溶液

1000 μL 到 10 mL 容量瓶中，混合均匀即可。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PPG450、PPG1000、PPG2000 离子理论值(ESI+) 见表 B.1。 

表 B.1 离子理论值(ESI+) 

1 2 3 4 

离子 理论值 离子 理论值 离子 理论值 离子 理论值 

[A₁+NH₄]+ 94.09 [A20+NH₄]+ 1196.88 [M₁+H]+ 59.05 [M20+H]+ 1161.85 

[A₂+NH₄]+ 152.13 [A21+NH₄]+ 1254.92 [M₂+H]+ 117.09 [M21+H]+ 1219.89 

[A₃+NH₄]+ 210.17 [A22+NH₄]+ 1312.97 [M3+H]+ 175.13 [M22+H]+ 1277.93 

[A4+NH₄]+ 268.21 [A23+NH₄]+ 1371.01 [M4+H]+ 233.18 [M23+H]+ 1335.97 

[A5+NH₄]+ 326.25 [A24+NH₄]+ 1429.05 [M5+H]+ 291.22 [M24+H]+ 1394.01 

[A₆+NH₄]+ 384.30 [A25+NH₄]+ 1487.09 [M6+H]+ 349.26 [M25+H]+ 1452.05 

[A7+NH₄]+ 442.34 [A26+NH₄]+ 1545.13 [M7+H]+ 407.30 [M26+H]+ 1510.10 

[A₈+NH₄]+ 500.38 [A27+NH₄]+ 1603.18 [M₈+H]+ 465.34 [M27+H]+ 1568.14 

[A9+NH₄]+ 558.42 [A28+NH₄]+ 1661.22 [M9+H]+ 523.38 [M28+H]+ 1626.18 

[A10+NH₄]+ 616.46 [A29+NH₄]+ 1719.26 [M10+H]+ 581.43 [M29+H]+ 1684.22 

[A11+NH₄]+ 674.51 [A30+NH₄]+ 1777.30 [M11+H]+ 639.47 [M₃₀+H]+ 1742.26 

[A12+NH₄]+ 732.55 [A31+NH₄]+ 1835.34 [M12+H]+ 697.51 [M31+H]+ 1800.31 

[A13+NH₄] 790.59 [A32+NH₄] 1893.38 [M13+H]+ 755.55 [M32+H]+ 1858.35 

[A14+NH₄]+ 848.63 [A33+NH₄]+ 1951.43 [M14+H]+ 813.59 [M33+H]+ 1916.39 

[A15+NH₄]+ 906.67 [A34+NH₄] 2009.47 [M15+H]+ 871.64 [M34+H]+ 1974.43 

[A16+NH,]+ 964.71 [A35+NH₄]+ 2067.51 [M16+H]+ 929.68 [M35+H]+ 2032.47 

[A17+NH₄]+ 1022.76 [A36+NH₄]+ 2125.55 [M17+H]+ 987.72 [M36+H]+ 2090.51 

[A18+NH₄]+ 1080.80 [A37+NH₄]+ 2183.59 [M18+H]+ 1045.76 [M37+H]+ 2148.56 

[A19+NH₄]+ 1138.84 [A38+NH₄]+ 2241.64 [M19+H]+ 1103.80 [M38+H]+ 2206.60 

注：Mn代表[OC3H6]n; An代表 H-Mn-OH,n 从 1 到 38。 



 

 

 

附  录 C 

仪器性能评价报告格式示例 

 

XX 测试报告（宋体，加粗，三号） 

1．测试目的（一级标题，宋体，加粗，三号） 

正文（宋体，小四号） 

2．测试样机介绍（一级标题，宋体，加粗，三号） 

2.1 名称及型号（二级标题，宋体，加粗，四号） 

2.2 尺寸及组成 

3．测试条件 

3.1 测试环境 

3.2 试剂和标准物质 

3.3 测试设备 

4. 性能指标测试 

4.1 液相色谱流量准确性 

4.1.1 测试方法（三级标题，宋体，加粗，小四号） 

4.1.2 测试结果 

…… 

4.14 线性 

5. 测试结论 

 

 

 



 

 

附表 1 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联用仪功能性能测试记录表 

 

产品名称：  

填写时间           年     月      日      时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测试样品：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1 液相色谱流量准确性 

设定值 

(mL/min) 0.5 1.0 2.0 5.0 10.0 

1      

2      

3      

Fm      

流量准

确性 
     

2 液相色谱流量稳定性 

设定值 

(mL/min) 
0.5 1.0 2.0 5.0 10.0 

Fm      

Fmax -

Fmin 
     

流量稳

定性 
     

3 液相色谱进样准确性 

 高进样量 中进样量 低进样量 

S（μL）    

1    

2    

3    

Mm（mg）    

进样准确性    

4 质量分辨率（amu）  

5 质量范围（amu）  

6 质量稳定性 

理论值 59.05 175.13 616.46 906.67 1254.92 1545.13 

1       

2       

3       

4       



 

 

 

5       

6       

7       

8       

结果  

7 质量准确性 

理论值 59.05 175.13 616.46 906.67 1254.92 1545.13 

实测值       

结果  

8 扫描速度 

扫描次数 Ns  

扫描时间 Ts  

扫描速度 Vsp  

扫描速度 Vsp： 

9 串级质谱分析级数 MSn 

 MS1 MS2 MS3 MS4 MS5 

m/z      

 MS6 MS7 MS8 MS9 MS10 

m/z      

10 

信噪比（ESI+） 

序号 1 2 3 

Hm/z    

H 噪声    

信噪比    

ESI+信噪比： 

信噪比（ESI-） 

序号 1 2 3 

Hm/z    

H 噪声    

信噪比    

ESI-信噪比： 

11 检出限  

12 

定量重复性-连续重复

性 

序号 1 2 3 4 5 6 

峰面积       

平均值：                  RSD： 

定量重复性-日内重复

性 

 
第一

组 

第二

组 

第三

组 

第四

组 

第五

组 

第六

组 

第七

组 

1        

2        

3        

平均

值 
       



 

 

RSD： 

定量重复性-日间重复

性 

 

第

一

组 

第

二

组 

第

三

组 

第

四

组 

第

五

组 

第

六

组 

第

七

组 

第

八

组 

第

九

组 

1 
         

2 
         

3 
         

平

均

值 

         

RSD： 

13 保留时间重复性 

序号 1 2 3 4 5 6 

保留 

时间 
      

平均值：                     RSD： 

14 线性 

样品浓

度 
     

峰面积      

线性回归方程： 

线性相关系数 R：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