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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效开展土壤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

康。需深入了解土壤有机物污染来源，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壤有机物来源解析方法体系。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为指导性标准。

本文件由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蔺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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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物来源解析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土壤有机物污染样品采集、主成分分析模型方法和结果表达分析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耕地、林地、工矿用地、交通用地等开展土壤有机物来源解析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GB/T 18834 土壤环境 词汇

GB/T 14550 土壤中六六六和滴滴涕测定的气相色谱法

GB/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0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2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25.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703 土壤和沉积物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43 土壤和沉积物 多氯联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84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805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911 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物的提取 超声波萃取法

HJ 1019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HJ 1021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数据降维的方法，通常用于通过将数量很多的变量转换为仍包含集合中大部分信息

的较少变量来降低数据集的维数。

3.2

土壤有机物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organic matter in soil

土壤有机物方差贡献率是指在土壤有机物中，一个主成分所能够解释的方差占全部方差的比例，这个

值越大，说明土壤有机物的主成分综合原始变量信息的能力越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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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lett球形检验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Bartlett球形检验是一种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的检验方法。 一般在做因子分析之前都要进行

Bartlett球形检验，用于判断变量是否适用于做因子分析。

3.4

碎石图 Scree Graph

碎石图是关于有机物各主成分及其特征值的图形，可以根据特征值下降的坡度来确认需要选择的主成

分个数。

4 土壤有机物污染样品采集

4.1 布点

宜采用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进行布点。

4.2 样品采集

宜采用 GB/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和 HJ 1019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

技术导则进行样品采集和贮存，土壤样品的保存和流转执行 HJ 25.1、HJ 25.2和 HJ/T 166的相关规定。

4.3 样品检测

土壤样品有机物测试项目及方法见表1。

表1 有机物检测方法及标准

测试项目 检测方法 参考标准

1,2-二氯乙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

HJ 642

二氯甲烷

四氯乙烯

苯

甲苯

三氯氟甲烷

2-甲基萘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

萘

高效液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84

HJ 805

芴

菲

蒽

荧蒽

芘

苯并(a)蒽

䓛



T/SDEPI XXX—2023

3

苯并(k)荧蒽

苯并(g,h,i)苝

苯酚

石油烃（C₁₀ -C₄₀ ） 气相色谱法 HJ 1021

5 主成分分析模型方法

5.1 模型原理

主成分分析（PCA）原理是设法将原来变量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变量，同时根据

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取出几个较少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变量的信息的统计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数学变换的方法，把给定的一组相关变量通过线性变换转化为另一组不相关的变

量，这些新的变量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排列。假设对 p个变量进行了 n次测量/观测，那么原始测量数

据的矩阵表示如下：

X =
x11 ⋯ x1p
⋮ ⋱ ⋮
xn1 ⋯ xnp

......................（1）

其中，xi表示如下：

xi =
x1i
⋮
xni

, i = 1,2, …, p ......................（2）

引入一个新变量 F，是原来 P个变量的线性组合，表示如下：

F1 = α11x1 + α21x2 + . . . + αp1xp ......................（3）
F2 = α12x1 + α22x2 + . . . + αp2xp ......................（4）

⋯⋯
Fp = α1px1 + α2px2 + . . . + αppxp ......................（5）

或者Fi = α1ix1 + α2ix2 + . . . + αpixp(i = 1,2, …, p) ......................（6）
其中，α1k2 +α2k2 + α3k2 + … + αpk2 = 1(k = 1,2, …, p) ......................（7）
新变量 F还需满足以下要求：（1）Fi和 Fj（i≠j）不相关；（2）F1的方差大于 F2，以此类推。这样

F1中就包含了原数据库中最多的信息，F2中包含的信息是除 F1外最多的，以此类推。经过以上计算，得

到的 Fi就是原数据信息中包含的第 i个主成分。

5.2 主要计算流程

应用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对有机物的来源进行解析，主要计算流程包括数据标准化、计算相关系

数矩阵、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特征值排序、选择主成分、构建变换矩阵和数据投影等环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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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CA 主要计算流程

5.3 数据标准化

对土壤有机物污染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每个特征的均值为 0，方差为 1，以消除不同特征

的量纲差异。

对于一组样本资料 X，其中有 m个观测值 x1，x2，…，xm，共 n个样。

X =
x11 ⋯ x1m
⋮ ⋱ ⋮
xn1 ⋯ xnm

......................（8）

（1）计算每一列的平均值μi =
1
n j=1

n xji�

（2）每一列的方差σi2 =
1

n−1 j=1
n xji − μi

2�

（3）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Zji =
xji−μi
σi

得到协方差矩阵 Z：

Z =
z11 ⋯ z1m
⋮ ⋱ ⋮
zn1 ⋯ znm

......................（9）

5.4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根据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相关系数，��� = �=1
� ���∗����
�−1

，（i, j=1, 2, …, m），得到相

关系数矩阵 R：

� =
�11 ⋯ �1�
⋮ ⋱ ⋮

��1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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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X矩阵的第 i列的样本序列和第 j列的样本序列之间的相关关系，其值为-1到 1之间，且 R矩阵

应该为对称矩阵，即��� = ���。

相关系数程度区分如下表 2和表 3所示：

表 2 正负相关性

相关系数 r 相关性

r＞0 正线性相关

r=0 线性无关

r<0 郑线性相关

表 3 相关性程度大小

相关系数绝对值|r| 相关性程度

1 完全相关

[0.8, 1) 高度无关

[0.5, 0.8) 中度相关

[0.3, 0.5) 低度相关

[0, 0.3) 不相关

5.5 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协方差矩阵Σ是实对称阵，知其特征值为非负，不妨设其特征值�1 ≥ �2 ≥ �3 ≥ … ≥ �� ≥ 0，它们对应

的正交化后的单位特征向量如下：

�1 =

�11
�21
⋮
��1

；�2 =

�12
�22
⋮
��2

；⋯；�� =

�1�
�2�
⋮
���

......................（11）

若原先 X的各个列代表的指标变量，合成向量，记为��� = ���1, ���2, …, ����
�
，则有 X的第 i个

主成分为�� = �� ���� = �1� ∗ ���1 + �2� ∗ ���2 + . . . + ��� ∗ ����。
特征值是衡量主成分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它代表引入该主成分可以解释平均多少原始标量的信息。特

征值表示每个特征向量的重要程度，特征向量表示数据中的主要方向。

5.6 特征值排序

将特征值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同时对应的特征向量也进行相应的排序。求出特征值后要按

大小予以排列：λ1 ≥ λ2 > . . . ≥ λp ≥ 0。如果特征值小于 1，表示该主成分的解释力非常低，一般以特征值

大于 1位筛选主成分的标准。

5.7 选择主成分

方差贡献率越大，说明主成分综合原始变量的信息的能力越强。方差贡献率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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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 1,2, . . . , �) ......................（12）

相应的，主成分筛选中所确定的前 m个主成分所能解释的全部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称为累计方差贡献

率。其公式为：

�=1
� ���

�=1
� ���

(� = 1,2, . . . , �) ......................（13）

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最大，它能解释原始变量 X1，X2，…，Xp的能力最强，第 2，第 3，…，第

p个主成分的解释能力依次递减。

主成分数量的选取则是根据累积贡献率确定，一般要求累积贡献率达到 85%以上，这样能保证新变量

能包括原始变量的绝大多数信息。

此外，土壤有机物主成分的个数选取有 3个主要的衡量标准：保留的主成分使得方差贡献率达到 85%
以上；保留的主成分的方差（特征值）大于 1；碎石图绘制了关于各主成分及其特征值的图形，只需要保

留图形中变化最大之处以上的主成分即可。

5.8 构建变换矩阵

将选择的 k个特征向量按列形成一个新的矩阵，称为变换矩阵。该矩阵可以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

将其映射到新的 k维特征空间。

5.9 数据投影

将原始数据通过变换矩阵进行投影，得到降维后的新数据。投影的计算方法是将原始数据与变换矩阵

相乘。

6 结果表达分析

（1）KMO取样适合度检验和 Bartlett球形检验

这两项检验是用来判断是否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对于KMO值：0.8上非常合适做主成分分析，0.7-0.8
之间一般适合，0.6-0.7之间不太适合，0.5-0.6之间表示差，0.5下表示极不适合，对于 Bartlett的检验（p <
0.05，严格来说 p < 0.01），若显著性小于 0.05或 0.01，拒绝原假设，则说明可以做土壤有机物污染主成分

分析。

（2）方差解释表格、成分矩阵表

特征根的值按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一般选取方差（特征值）大于 1的主成分，可以有效保留主成分。

由成分矩阵表可得到主成分分析降维后的计算公式。

（3）碎石图

一般选取碎石图曲线上由陡峭变为舒缓的结点前的碎石为土壤有机物的主成分。

（4）因子载荷系数表、因子载荷矩阵热力图和因子载荷象限分析

因子载荷系数表可以分析到每个主成分中隐变量的重要性。因子载荷矩阵热力图可以分析到每个主成

分中隐变量的重要性，热力图颜色越深说明相关性越大。因子载荷象限分析图通过将多因子降维成双主成

分或者三主成分，通过象限图的方式呈现土壤有机物主成分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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