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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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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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国实检测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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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是检验检测机构声明其能力的重要依据，是市场监管部门对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

理的重要抓手，是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自我声明等一系列“放管服”改革措施的基础。 

检验检测机构对自身能力的表述不统一，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检验检测能力分类的不统一；二

是检验检测能力描述的不统一。这些不统一一方面给客户的送检造成不便，不利于客户寻求有能力的检

验检测机构送检；另一方面给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造成困扰。此外，由于能力表述的不统一，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部门或专业技术评价机构在派遣评审员的过程中也有困扰。检验检测能力分类描述的

统一，有利于检验检测机构主管部门实现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检验检测能力表述标准，有利于指导检验

检测机构对其能力进行统一的自我声明，与国务院提出的“放管服”相协调。 

本文件给出了检验检测能力分类，以及检验检测能力分类描述的格式和具体的描述指导，对于规范

和完善我国检验检测机构的能力表述，最终实现各领域的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的描述统一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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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和技术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能力附表分类描述指

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检验检测机构检验检测能力附表分类及描述的总体原则、分类规则、描述指南和示例。 

本文件适用于对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分类描述的管理和技术能力评价，也适用于指导检验检测机

构进行检验检测能力分类及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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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7000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GB/T 27000、JJF 1001、RB/T 2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验检测机构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备、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和专业技能，对产品

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进行检验检测的专业技术组织。 

 3.2 

检验检测能力 inspection and testing capability 

指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标准及其配套或指定的检验检测方法开展检验检测活动、出具具有证明作

用的数据和结果的能力。 

注： 检验检测能力包括：检验能力、检测能力以及与后续检验检测相关的抽样能力。 

4 总体原则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 4.1 

4.1.1 科学性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适应国家市场监管需要，满足客户需求，同时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申报的实际

要求。 

4.1.2 唯一性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具有唯一性，各能力不能交叉、覆盖。 

4.1.3 准确性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以及本文件的相关要求，准确地表达检验检测

机构实际的检验检测能力，并保持其时效性。 

检验检测能力描述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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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统一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描述在各行业、各领域范围内做到统一分类、统一描述、统一格式。 

4.2.2 规范 

检验检测能力附表描述简明、规范。 

4.2.3 专业 

由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负责填写检验检测能力附表，检验检测机构具备的能力能够得到客观、准确

表达。 

5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规则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同步评审（以下简称“申请二合一评审”） 5.1 

申请二合一评审的检验检测机构，参照CNAS-AL06、CNAS-AL09、CNAS-AL11、CNAS-AL13和

CNAS-AI03等进行能力分类。 

单独申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 5.2 

5.2.1 单独申请资质认定评审的检验检测机构，宜按所属行业或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能力分类。进出

口商品检验机构的检测能力参照本文件附录 A表 A.1进行分类，检验能力参照本文件附录 A表 A.2进行

分类。行业或法律法规尚无相关规定的，参照本文件附录 A表 A.1进行能力分类。 

5.2.2 根据各行业或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文件对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能力进行一级、二级分类，

部分行业和领域进行了三级分类，详见表 A.1“三级”栏。本文件没有规定分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可根

据自身特点进行分类。 

5.2.2.1 一级类别的划分是按检验检测活动所针对的对象，如检测产品或者产品类别进行归类，分为

“建筑材料”“卫生产品”“农产品及农产品相关”等。 

5.2.2.2 二级类别的划分，可以按具体相同或相近基质、功能、性质、行业特点进行细分归类，分为

“食品添加剂”“农药和化学品”“机动车零部件”等。也可以按相同或相近的项目类型进行归类，分

为“理化鉴定”“无损检测”“地质勘查”等。 

5.2.2.3 如一级类别已经能明确区分、描述清晰的，可不再给出二级类别。当二级类别和检测对象名

称相同时，一般只描述一级类别。 

5.2.2.4 如二级类别仍不能明确区分、描述清晰的，可给出三级类别，如：“日用硅酸盐制品：01玻

璃产品；02陶瓷产品；03搪瓷制品”“合成材料：01合成树脂及再生树脂；02 合成橡胶及再生胶；03

其他合成材料；04膜材料”。 

6 检验检测能力附表的描述 

申请二合一评审描述指南 6.1 

6.1.1 基本原则 

6.1.1.1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与实验室认可同步评审的，能力附表从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官方网站下载，格式参考附录 B表 B.1。如网站版本与附录 B表 B.1存在差异，以网站版本为准。 

6.1.1.2 申请二合一评审的机构，能力附表根据 CNAS 的相关文件规定及各领域的认可能力范围表述说

明进行填写。 

6.1.1.3 能力附表的英文翻译尽可能源自标准文本、技术规范文件。 

6.1.2 序号 

6.1.2.1 能力附表的序号采用延续性编号，自上而下，顺序填写。综合性机构涉及多个行业领域，能

力附表可按领域分别填写，同领域的能力附表“序号”栏，自上而下、顺序填写。 

6.1.2.2 能力附表中的大类别编号，按照检验检测机构内部规定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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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申请二合一评审的检验检测机构，领域代码按照 CNAS-AL06、CNAS-AL09、CNAS-AL11 和

CNAS-AL13等相关专业文件中的代码进行填写。 

6.1.3 对象名称 

6.1.3.1 以产品标准申请能力的，检测对象中的对象名称按照对应标准填写具体的产品、对象名称，

不应人为的扩大标准的适用范围，可以具体到某一类产品。检测对象的描述应与标准名称中的产品名称

一致，或者比其范围更小。 

6.1.3.2 以方法标准申请能力的，检测对象中的对象名称按照对应方法标准的适用产品、对象填写。 

6.1.3.3 应正确区分“对象名称”和“参数名称”，一般不能用“参数名称”代替“对象名称”。 

6.1.4 参数名称 

6.1.4.1 同一检测对象可包含多项检测参数，需分别填写，每个参数各占一行。 

6.1.4.2 参数名称应严格按照检验检测标准填写，不得随意更改或缩写。 

6.1.4.3 若产品标准直接引用方法标准进行检验检测，而产品标准与方法标准存在项目/参数名称不一

致的情况，宜以方法标准中的项目/参数名称为准。 

6.1.5 方法名称 

6.1.5.1 以产品标准申请能力的，直接引用指定方法标准的，按照方法标准名称填写，且该方法如果

不在检验检测机构能力范围内，需与产品标准一起申报。 

6.1.5.2 以产品标准申请能力且产品标准中自带描述性方法的，按照产品标准条款名称填写。 

6.1.5.3 以方法标准申请能力的，按照方法标准名称或方法标准中的某一方法填写。涉及同一方法标

准包含多项方法的，根据检测对象适用情况以及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具备情况，分别各占一行填写。 

6.1.6 说明 

6.1.6.1 检测标准（方法）涉及多参数，或多种方法的，检验检测机构如果不能满足全部检测能力，

应在“说明”栏注明 “只测 XXX”、“不测 XXX”或“只用 XXX方法”、“不用 XXX方法”。 

6.1.6.2 已废止的标准需列入能力表的，应在“说明”栏注明“本标准已作废，仅用于 XX 标准中的

XX检测”（该标准在现行有效标准引用时有效）。 

6.1.7 备注 

6.1.7.1 复评审时，对同时扩大检测范围和标准变更确认，应将能力扩项和变更标准在 “备注 1”栏

注明“扩项” “变更”字样，对应的“备注 1（英文）”栏填写“Expand”或“Changed”。 

6.1.7.2 机构使用仪器设备/标准物质的“溯源方式”未采用“送校、内部校准、送检、比对”四种，

而是采用 “其他验证方式”时，应在“备注 2”栏注明所用方式。 

6.1.8 能力附表示例 

附录B给出了申请二合一评审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的格式和示例。申请二合一评审的检验检测能

力附表主要以“以产品描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以产品和参数表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进行申报，

附录B给出了相应的示例，供检验检测机构参考使用。 

单独申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描述指南 6.2 

6.2.1 基本原则 

单独申请资质认定的机构，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从资质认定部门官方网站下载，格式参考附录C表

C.1。如网站版本与附录C表C.1存在差异，以网站版本为准。 

6.2.2 格式 

检验检测能力附表的格式宜按照如下要求进行填报： 

a) 能力附表宜使用 xls 文件格式填写，建议纸质版打印时使用 A4 纸，纵向排版。 

b) 能力附表表格的列不允许合并、删减、增加。 

c) 能力附表行与行的合并，仅针对上下行内容完全一致时方能允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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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能力附表参数中一个参数项对应多个“依据的标准（方法）”时，每个标准（方法）应单独

占一格，标准栏目内一格不得填写多个标准。 

6.2.3 序号 

6.2.3.1 在表格的行方向设立通栏填写检验检测大类，以汉字数字（一、二、三…）为序。 

6.2.3.2 能力附表从左至右第 1列“序号”栏，以阿拉伯数字（1、2、3…）为序，该列编号自上而下

顺序填写。 

6.2.3.3 能力附表从左至右第 3列“产品/项目/参数”中的“序号”栏，以次级阿拉伯数字（1.1、1.2、

1.3…）为序，自上而下顺序填写。 

6.2.4 检验检测机构地址的填写 

6.2.4.1 检验检测机构地址，按照实际场所所在地填写。 

6.2.4.2 多场所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不同场所分别填写《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 

6.2.5 类别（产品/项目/参数） 

6.2.5.1 能力附表从左至右第 2 列“类别（产品/项目/参数）”根据所属的行业，按照附录 A 表 A.1

的分类进行填写。 

6.2.5.2 类别（产品/项目/参数）的填写，一般按照附录 A表 A.1 的二级分类开始填写，应为具体的

产品/项目/参数。 

6.2.5.3 类别（产品/项目/参数）的填写，首先应明确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申请涉及的标准类型。标准

类型一般包括产品标准、方法标准、技术规范等。 

a) 对于产品标准，参照标准名称及适用范围，填写具体的产品、对象名称，不应人为扩大标准的

适用范围。 

b) 对于方法标准，宜参照产品标准的填写方式，按产品-项目-参数的逻辑，类别按产品填写。 

c) 对于技术规范只包含技术要求的，不宜作为能力进行申请。技术规范直接引用方法标准的，参

照 b）的规定执行；技术规范中规定的自有方法，能力附表填写参照a）的规定执行。 

注： 目前，对于方法标准的能力申请，机构填写“类别（产品/项目/参数）”列时，一般填写具体的参数，而非具

体的产品，导致方法标准与产品标准的申报逻辑相反，不利于检验检测机构自身能力的管理以及检验检测机构

间能力的比对，故本文件通过统一填报逻辑解决上述问题。 

6.2.5.4 类别（产品/项目/参数）的填写应在标准（方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内，且不能超出检验检测

机构实际检测能力的范围。 

6.2.6 产品/项目/参数 

6.2.6.1 能力附表从左至右第 3 大列“产品/项目/参数”的填写，宜具体到三级分类或三级分类的子

领域，不应该是产品大类，要具体到产品/项目/参数。 

6.2.6.2 产品/项目/参数填写的名称以产品标准或方法标准中对应的检验检测条款的项目/参数名称

为准。若产品标准直接引用方法标准进行检验检测，而产品标准与方法标准存在项目/参数名称不一致

的情况，宜以“产品标准中产品/项目/参数名称+（方法标准中产品/项目/参数名）”的形式描述。 

6.2.6.3 同一“产品/项目/参数”下的多个标准之间，应分行表述，并按照标准（方法）的顺序排列。

多参数依据相同的标准（方法）时，不同参数应分别表述。 

6.2.6.4 若检测项目中包含多项参数，如果能力覆盖全部参数，可直接填写项目名称；如果能力不能

覆盖全部参数，需逐个参数展开填写。 

6.2.6.5 若检测项目中包含多项参数且为同一个检测方法时，可以按检测方法标准名称中的参数总称

进行表述。 

6.2.6.6 “产品/项目/参数”应按标准规范表述，不应使用缩写或简称表述（如英文缩写），标准中

只有缩写或简称的除外。 

6.2.6.7 产品标准可以将检测项目/参数展开表述，也可以依据检验检测机构实际检测能力的范围表述

为“全部项目/参数”或“部分项目/参数”。如果表述为“部分项目/参数”，应在限制范围内表述“只

测：XX项目/参数”或“不测：XX项目/参数”。 
注： 当以“全部项目/参数”或“部分项目/参数”表述“检测项目/参数”时，不包括产品标准中引用的原材料技

术要求、其他非产品性能要求和计量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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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 

6.2.7.1 每一大类中，应按检测方法标准在前，产品标准在后的方式进行填写。无论是方法标准还是

产品标准，均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际标准的顺序填写。国际标准的顺序

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填写，我国标准的顺序按标准号阿拉伯数字顺序填写。 
注1：依据的标准（方法）只能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国际标准、国外标准、

非标检测方法须经市场监管部门审批同意方能作为检验检测依据。 

注2：依据的标准（方法）是否在资质认定能力范围内由资质认定部门决定。 

6.2.7.2 检验检测机构申报的项目或参数如对应多个标准（方法），应逐条列出，每行只能填写一个

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 

6.2.7.3 产品标准中依据的标准（方法）既包括直接引用方法标准，又包括描述性的自带方法的情况，

检验检测机构宜对直接引用方法标准和描述性的自带方法均采取申报，以避免相关能力覆盖不全面。 

6.2.7.4 包含检测标准（方法）的技术规程、规范等检测标准，应在依据的标准（方法）后增加检测

方法所在的章节号或条款号。 

6.2.7.5 样品前处理和抽样标准（方法）一般不单独填报，必要时，宜与后续检验检测依据的标准（方

法）一同申报。 

6.2.7.6 对于不包含检验检测方法的产品标准、技术规范等判定规则类标准，不建议作为能力申报。 

6.2.8 限制范围 

6.2.8.1 限制范围是对检验检测能力的明确和声明，检验检测机构对不能覆盖标准（方法）中所有检

验检测能力的，应明确给出能力不具备的检验检测方法、检验检测条件、检验检测设备等。 

6.2.8.2 被替代的检测标准被现行有效的检测标准明确引用时，以及非资质认定范围的检测标准被资

质认定范围内的检测标准明确引用时，应在限制范围内表述：“仅被 XXXX 检测标准引用”或“仅被现

行有效的检测标准引用”。 

6.2.9 说明 

6.2.9.1 当产品/项目/参数依据的标准（方法）更新但无技术内容变化时应在相应的“说明”栏中注

明“标准变更”，技术内容有变化时应在相应的“说明”栏中注明“扩项”。 

6.2.9.2 当场所发生变化时应在相应的“说明”栏中注明“场所迁址”。 

6.2.9.3 租用设备实施的检验检测应在“说明”栏中注明“全部租用设备”或“部分租用设备”。 

6.2.10 能力附表示例 

附录C给出了单独申请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的格式及示例。申请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能

力附表主要涉及“以产品描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以参数描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以产品和参数表

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这三种类型，附录C分别给出了相应的示例，供检验检测机构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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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领域分类 

A.1 行业或法律法规尚无相关规定的，检验检测机构申请资质认定的领域按表 A.1进行分类。 

表A.1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领域分类 

 

序号 所属行业 一级 二级 三级 备注 

1 建筑材料 

建 筑 原 材

料、制品和

构配件 

水泥及其它胶凝材料   

集料   

掺合料   

外加剂   

混凝土   

砂浆   

工程用水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   

墙体、屋面和地面材料   

防水材料   

涂料   

胶黏剂   

建筑密封材料   

加固用纤维及复合材   

建筑物保温材料及其

系统 
  

管网材料   

木材/板材   

石材/岩石   

建筑玻璃   

水泥混凝土制品   

建筑防腐材料   

建筑幕墙和门窗   

土工   

土工合成材料   

公路工程无机料稳定

材料 
  

沥青及沥青混合料   

支座及伸缩装置   

材料有害物质限量   

检查井盖和雨水篦   

遮阳产品   

建材及产品防火性能   

采暖与通风空调设备   

洁净室（空气净化器

等） 
  

地基与基础工程   

工程测量与监测   

膜结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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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采暖与给水排水   

建筑电气   

建筑节能   

建筑环境   

2 卫生 

食品 

食品 

01理化；  

02 感官； 

03微生物； 

04 毒理   

 

食品添加剂 
01理化； 

02微生物 
 

食品相关产品 
01理化； 

02微生物 
 

保健食品 

01 理化； 

02 感官； 

03微生物； 

04 毒理   

 

特殊食品    

卫生产品 

水及涉水产品 

01 理化 ；  

02微生物； 

03 毒理   

 

消毒与灭菌产品 

01 理化；  

02微生物； 

03 毒理   

 

洁净区域与卫生安全

设备 

01 理化 ；  

02微生物   
 

农药和化学品 
01 理化； 

02 毒理   
 

卫生保健用品 

01 理化；  

02微生物； 

03毒理   

 

一次性卫生用品    

放射防护用品    

医疗器械 

无源医疗器械 

01诊断试剂； 

02物理性能； 

03化学性能； 

04机械性能； 

05微生物； 

06洁净区； 

07医疗器械包装 

 

有源医疗器械 

01电磁兼容； 

02电器性能； 

03医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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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 
农产品及农

产品相关 

农产品 

01农药残留； 

02兽药残留； 

03重金属； 

04生物毒素； 

05寄生虫； 

06微生物； 

07添加剂； 

08感官； 

09理化； 

10营养品质； 

11转基因； 

12其他。 

 

农业投入品 

01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02肥料； 

03农药； 

04农业机械； 

05农业工程设施设备； 

06农膜； 

07种质资源； 

08其他。 

 

产地环境 

01土壤和沉积物； 

02水质； 

03大气； 

04其他。 

 

4 林业 林业 

林产品   

林木种子   

草种   

5 机械汽车 

机械产品 

电工电气   

重型机械   

通用机械   

机床工具   

仪器仪表   

机械零部件   

金属材料   

非金属材料   

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   

轨道交通   

食品机械   

民用机场专用设备   

机器人   

电磁兼容   

环境检测   

文化办公   

其他   

机 动 车 产

品 

汽车   

挂车   

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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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   

机动车零部件   

轮式拖拉机   

电磁兼容   

环境检测   

机动车安检   

机动车环检   

其他   

6 
司法鉴定刑

事技术 

DNA鉴定 DNA鉴定 

01 人血（斑）确证检

验； 

02 人精液（斑）确证

检验； 

03 常染色体STR及性

别检测； 

04 Y染色体STR检测； 

05 X染色体STR检测； 

06 线粒体DNA检测； 

07非人源生物检材的

DNA鉴定。 

 

理化鉴定 

毒物鉴定；  

01气体毒物类； 

02挥发性毒物类； 

03合成药毒物类； 

04天然药毒物类； 

05杀虫剂类； 

06除草剂类； 

07杀鼠剂类； 

08金属毒物类； 

09水溶性无机毒物类； 

10 其他毒物。 

 

毒品鉴定 
01 毒品； 

02 易制毒化学品。 
 

微量物证鉴定 

01 化工产品成分； 

02 金属和矿物成分； 

03 金相检验； 

04 纺织品成分； 

05油脂及残留物； 

06 易燃物及其残留物

成分； 

07 爆炸物及其爆炸残

留物成分； 

08 射击残留物成分； 

09 食品中非法添加物

质。 

 

声像资料 

鉴定 

语音资料 

01语音真实性（完整

性）； 

02 语音同一性。 

 

影像资料 

01 影像真实性（完整

性）； 

02 影像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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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数据鉴

定 

存在性鉴定 

01 计算机系统； 

02 手机等移动终端； 

03 存储介质； 

04 嵌入式系统； 

05 智能卡、磁卡； 

06 数码设备； 

07 网络数据（包括互

联网数据）。 

 

真实性、完整性鉴定  

01 电子签名； 

02 电子邮件； 

03 即时通信； 

04 电子文档； 

05 数据库。 

 

相似性、功能性鉴定 

01 软件； 

02 电子文档； 

03 设备功能。 

 

环境损害鉴

定 
常规环境检测   

7 

司 法 鉴 定

（ 2022 最

新） 

法医物证 

个体识别 

01人类血（斑）种属试

验； 

02人类精液（斑）种属

试验； 

03常染色体STR及性

别检测。 

 

亲权鉴定（三联体亲子

鉴定） 

01常染色体STR及性

别检测； 

02线粒体DNA。 

 

亲权鉴定（二联体亲子

鉴定） 

01常染色体STR及性

别检测； 

02Y染色体STR检测； 

03X染色体STR检测； 

04线粒体DNA。 

 

法医毒物 

毒品类 

01阿片类；02苯丙胺类

兴奋剂；03氯胺酮类；

04可卡因类；05大麻

类；06芬太尼类；07

色胺类；08卡西酮类等 

 

气体毒物类 

01一氧化碳；02硫化

氢；03磷化氢；04液化

石油气、天然气等 

 

挥发性毒物类 
01乙醇；02甲醇；03

苯、甲苯；04氰化物等 
 

合成药（毒）物类 

01苯二氮卓类；02吩噻

嗪类；03巴比妥类；04

三环类等 

 

天然药毒物类 天然药毒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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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剂类 

01有机磷类；02氨基甲

酸酯类；03拟除虫菊酯

类等 

 

除草剂类 百草枯等  

杀鼠剂类 
01抗凝血类杀鼠剂；02

毒鼠强等 
 

金属毒物类 

01砷；02汞；03铅；04

铊；05铬；06镉；07

镁等 

 

水溶性无机毒物类 亚硝酸盐等  

微量物证 

油脂和助燃剂 

01油脂及残留物； 

02火灾现场助燃剂残

留物。 

 

火、炸药和射击残留物 
01火、炸药及残留物； 

02射击残留物。 
 

催泪化学品 催泪化学品  

橡胶 橡胶  

玻璃 玻璃  

泥土 泥土  

文件材料 
01纸张；02墨水；03

油墨；04粘合剂。 
 

色料类 01染料；02颜料。  

金属 
金属类（包括焊锡、金

属颗粒等） 
 

其他类 

01化工产品类；02金属

和矿物类；03纺织品

类；04日用化学品类；

05文化用品类；06食品

类等微量物证常规检

测项目。 

 

声像资料 

录音鉴定 

01录音处理；02录音真

实性鉴定；03录音同一

性鉴定；04录音内容分

析；05录音作品相似性

鉴定。 

 

图像鉴定 

01图像处理；02图像真

实性鉴定；03图像同一

性鉴定；04图像内容分

析；05图像作品相似性

鉴定；06特种照相检

验。 

 

电子数据鉴定 

01电子数据存在性鉴

定；02电子数03据真实

性鉴定；04电子数据功

能性鉴定；05电子数据

相似性鉴定。 

 

环境损害  
01水；02气；03声；04

土壤；05固体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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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力 电力产品 

电气 

01电气产品通用环境

类试验；02电气产品通

用安全类试验；03电气

产品通用性能类试验；

04电池；05电线电缆

（架空线）；06电线电

缆（电缆）；07电子元

器件；08电器附件、电

路开关及保护或连接

用电器装置；09照明电

器；10家用及类似用途

设备及其专用零件；11

信息技术设备及办公

设备；12通信设备；13

测量、控制及实验室用

电气设备；14电动工

具；15绝缘物质和绝缘

体；16安全变压器及类

似设备；17焊机；18

防爆电器；19低压电

器；20太阳能光热产

品；21输变电类设备

（其他一次设备）；22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23

输变电类设备（变压器

互感器）；24输变电类

设备（杆塔）；25输变

电类设备（开关）；26

输变电类设备（金具）；

27激光产品；28输变电

类设备（保护及自动化

设备）；29电源、充电

桩和整流逆变类设备；

30工业用抗静电物质；

31电机及电泵产品。 

 

电磁兼容 

01 信 息 技 术 设 备

（EMI）；02信息技术

设备（EMS）；03音

视频设备（EMI）；04

音视频设备（EMS）；

05家用电器、电动工

具、照明电器（EMI）；

06家用电器、电动工

具、照明电器（EMS）；

07通信设备（EMI）；

08通信设备（EMS）；

09交流高压输变电工

程电磁辐射；10一般电

子电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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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与信息安全

产品 

01软件产品；02信息安

全产品。 
 

建材 

01水泥；02掺合料；03

外加剂；04建筑用钢

材；05混凝土；06混凝

土用纤维；07混凝土用

骨料；08混凝土用水；

09混凝土预制构件；10

砂浆、泥浆；11沥青及

沥青混合料；12混凝土

结构；13砌体结构；14

墙体材料；15建筑用板

材；16加固用纤维及复

合材料；17土工；18

岩石（体）；19基坑、

地基与基桩；20土工合

成材料；21锚喷支护、

锚杆（索）；22地下管

线探测；23工程物探；

24防水材料（涂料）；

25密封材料；26工程测

量；27建（构）筑物安

全监测；28爆破安全监

测；29地下洞室监测；

30边坡及基坑监测；31

交通安全设施；32路

基、路面；33桥梁结构；

34隧道。 

 

无损检测 

01金属材料；02金属制

品；03特种设备；04

钢结构；05电力工业设

备；06非金属材料。 

 

电子数据鉴定 

01金属与合金；02金属

镀层与处理溶液；03

矿石与矿物；04煤炭；

05绝缘油气；06水；07

生物质燃料；08天然

气；09燃料油；10土壤、

沉积物；11环境监测；

12水处理设备；13噪

声；14水处理材料；15

化学仪表； 16工业用

油；17电磁辐射（环境

领域）；18固体废物；

19无机化工原料及产

品 (无机酸 /碱、无机

盐、催化剂等)；20其

他（树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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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 

01金属材料及制品（机

械性能）；02金属材料

及制品（微观结构）；

03金属材料及制品（腐

蚀试验）；04金属材料

及制品（物理性能）；

05工具类；06机床类；

07通用机械与设备；08

动力机械设备；09测量

仪器（检测设备）；10

制造安装质量。 

 

发电用设备、新能源及

其他设备 

01发电机；02汽轮机；

03水轮机；04燃气轮

机；05电站锅炉；06

风力发电机组；07分布

式能源；08光伏产品；

09核电设备；10控制系

统；11储能设备；12

燃料电池；13氢能。 

 

环境 

01脱硫装置；02脱硝装

置；03电除尘器；04

电磁辐射；05噪声；06

脱硝催化剂及固废；07

脱硫化学品、石膏副产

品及废水；08电厂锅炉

飞灰炉渣固废；09电力

环境检测仪器仪表；10

除尘；11汞及其他有害

元素。 

 

9 信息产业 信息产品 

信息通信   

互联网信息   

电子信息   

软件与信息技术   

10 轻工 轻工产品 

家用电器    

塑料制品    

轻工机械    

日用化学制品    

制浆造纸    

日用机械 
01缝制机械；02自行

车；03钟表。 
 

五金制品    

日用硅酸盐制品 
01玻璃产品；02陶瓷产

品；03搪瓷制品。 
 

照明电器    

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    

玩具    

工艺美术产品 
01首饰；02地毯；03

烟花爆竹；04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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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杂品 
01家用卫生制品；02

日用杂品。 
 

文教体育用品 
01乐器；02文具；03

体育用品。 
 

家具    

眼镜    

电池    

针棉织品    

化妆品 
01理化；02微生物；

03毒理；04人体功效。 
 

11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监

测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

水（地表水和地下水） 

01常规监测；02有机监

测；03无机监测。 
 

环境空气和废气 

01现场监测；02常规监

测；03有机监测；04

无机监测。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01常规监测；02有机监

测；03无机监测。 
 

固体废物 
01常规监测；02有机监

测；03无机监测。 
 

海水 
01常规监测；02有机监

测；03无机监测。 
 

海洋沉积物 
01常规监测；02有机监

测；03无机监测。 
 

生物 01生物；02海洋生物。  

生物体残留 
01有机监测；02无机监

测。 
 

噪声    

振动    

电磁辐射    

电离辐射    

油气回收    

其他 

01煤质；02室内装饰装

修材料中有害物质；03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04

仪器质检。 

 

12 供排水水质 供排水 

水质 

01供水水质；02天然水

水质；03污水水质；04

再生水水质。 

 

环境 
01噪声；02废气；03

污泥；04土壤。 
 

水处理剂    

输配水设备    

防护材料    

13 水利 水利产品 

水   

土壤、沉积物及固体废

物 
  

水生生物   

环境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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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水文测验   

混凝土   

岩土   

金属结构   

水利机械   

水力机械   

电气设备   

水文仪器   

岩土仪器   

水保仪器   

节水灌溉设备   

水工   

监测   

量测   

14 化工 化工产品 

化学矿 
01矿石； 02地基基础

测试；03桩基检测。 
 

化工机械装备与仪器

仪表 

01橡胶塑料机械；02

化工管材；03非金属化

工设备；04化工设备；

05石化仪器仪表。 

 

合成材料 

01合成树脂及再生树

脂；02合成橡胶及再生

胶；03其他合成材料；

04膜材料。 

 

轮胎轮辋 

01特种轮胎与航空机

轮刹车装置；02力车

胎；03汽车轮胎；04

轮辋。 

 

橡胶制品 

01橡胶密封制品；02

胶带；03胶管和胶布制

品；04橡胶杂品；05

乳胶制品；06橡塑制

品。 

 

胶粘剂    

化学试剂    

染料    

涂料和颜料    

数码印刷和磁记录材

料 
   

影像材料和照相化学

品， 
   

化工助剂 

01橡胶助剂；02塑料助

剂；03催化剂；04制冷

剂；05水处理剂；06

表面活性剂；07其他专

用化学剂；08化学溶

剂。 

 

化工节能材料和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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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建材    

防腐材料    

有机化工产品    

无机化工产品    

工业气体    

电气产品 防爆性能  

农药 
01农药产品；02农药安

全评价。 
 

电池 安全性能  

肥料和土壤调节剂    

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分类鉴定  

其他专用化学品    

15 
分析测试与

冶金 
冶金产品 

冶金产品 
01金属材料及制品；02

冶金原辅料。 
 

光伏材料 

01晶硅材料；02光伏玻

璃；03光伏背板；04

光伏胶膜；05光伏用金

属材料；06光伏用其他

材料。 

 

冶金地质 
01岩石矿物；02地球化

学样品。 
 

仪器仪表    

16 有色金属 有色产品 

有色金属产品   

矿产品化学分析   

建筑材料及构配件   

17 国土资源 国土资源 

矿产品 

01金属矿及产品；02

非金属矿及产品；03

稀有稀土稀散矿及产

品；04放射性矿及产

品；05耐火材料矿及产

品；06海洋矿及产品；

07能源矿及产品；08

水资源及其产品；09

矿物饲料肥料。 

 

珠宝玉石及贵金属 
01原料；02珠宝玉石；

03贵金属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0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02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03矿山修复。 

 

地质勘查 

01地质工程及材料；02

地球化学调查；03地质

环境；04城市地质；05

矿山地质；06农业地

质；07地质测量与物

探；08地质仪器设备。 

 

矿产勘查 

01矿石加工选冶性能

试验；02岩石矿物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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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01矿山检测；02 地质

灾害。 
 

18 石油 能源 

石油天然气 

01 石油；02 天然气；

03钻井液；04油田化学

剂；05石油机械；06

环境监测；07其他化学

剂；08油页岩；09油气

田水；10油气田注入

水；11 油井水泥；12 

能源监测；13劳动防护

用品；14石油专用设备

设施；15油田用机电产

品；16石油专用仪表。 

 

石油产品 

01燃料；02润滑剂；03

工业用油；04沥青；05

石油蜡；06石油添加

剂； 07其他石油产品。 

 

新能源 

01 生物质； 02 氢能；

03煤制油(气) ；04生

物质燃料；05 页岩油；

06 合成油；07 其他新

能源。 

 

新材料 
01先进高分子材料；02 

高性能复合材料。 
 

其他 
01CCUS（碳捕获、利

用与封存）；02其他 。 
 

19 节能监测 节能产品 

热能   

电能   

理化分析   

20 铁道 铁路产品 

工务   

电务供电   

机车车辆   

通信信号   

软件   

环境   

罐车计量   

轨道衡   

21 国防 
人防工程防

护设备 

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   

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   

阀门   

电控门   

防电磁脉冲门   

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

密闭门 
  

战时通风设备   

防护设备关键原材料

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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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和钢结构

构件性能检测 
  

战时通风系统的风量

和气密性检测 
  

纳入国家标准的防护

设备 
  

国防工业化

产品 

化工产品（化学） 

01金属与合金；02金属

镀层与溶液；03矿石；

04耐火材料；05油及燃

料；06非金属材料；07

爆炸物；08水、空气、

土壤；09辐射及放射物

质；10无机化工原料；

11有机化工原料；12

化合物。 

 

机械产品（物理） 

01金属材料及制品；02

通用零部件；03通用设

备；04测量仪器。 

 

电气产品（电气） 

01电气安全设备、设

施；02电子器件；03

通信设备；04电池及相

关制品。 

 

核电设备及压力容器    

环境试验类产品    

无损检测类产品    

电磁兼容类产品    

软件产品    

22 海洋 
海洋调查观

测监测 

物理海洋 01海洋水文；02气象。  

海洋化学 

01海水、海洋沉积物；

02海洋生物体；03海洋

大气。 

 

海洋生物生态 海洋生物生态。  

海洋地质 

01悬浮体、沉积物粒度

分析；02土工试验；03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测绘 海洋测绘。  

海洋放射性和同位素 海洋放射性和同位素。  

海洋物理 
01海洋光学；02海洋声

学 
 

其他 

01水和废水；02土壤和

水系沉积物；03环境试

验；04电磁、电离辐射；

05其他领域。 

 

23 交通 交通产品 

公路 

01材料；02交通安全；

03桥梁与隧道；04机动

车检测；05工程机械 

 

水运 
01材料；02构件；03

工程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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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1机电、通信；02环境

监测；03软件测评。 
 

24 高校 科研产品 

未知物与物质鉴定 

01成分分析；02物相与

晶体分析；03微区分

析；04固体表面分析；

05热分析；06生物分

析；07化合物结构确

证。 

 

新材料 

01金属材料；02无机非

金属材料；03有机高分

子材料；04复合材料；

05功能材料；06化学成

分；07微观分析；08

力学性能；09物理性

能；10化学性能；11

工艺性能；12焊接性

能；13无损检测。 

 

新能源 

01光伏；02风电；03

生物质；04氢能；05

锂电池。 

 

理化检测 

01化学试剂 02无机化

工原料及产品 03有机

化工原料及产品 04化

合物结构确证。 

 

光电产品 

01光机零部件；02测控

设备；03相机；04光电

跟瞄产品；05光电测量

仪器。 

 

教学仪器 

01电学、磁学部分；02

力学、热学部分；03

光学、原子物理学部

分；04生物学部分；05

化学部分；06地学部

分；07数学部分；08

小学部分；09电教部

分。 

 

25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    

26 供销 供销    

27 军用油料 军用油料    

28 烟草 烟草    

注1：表A.1《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领域分类》是根据目前的行业划分和各领域实际情况汇总所得，机构填报过程

中可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参考使用。 

注2：各行业和各领域针对“是否适用告知承诺”有相关规定的，机构申请资质认定时注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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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的检验能力分类按表 A.2进行分类。 

表A.2 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检验能力分类 

序号 大类 一级 二级 三级  

1 进出口 大宗产品 

精矿和金属 

01抽样、制样；02

品质检验；03水尺计

重；04检尺；05粒度测

定；06数量/重量鉴定 

 

矿石和矿物  

农产品  

木材  

液体石油产品  

液化石油气  

化工品  

化肥  

动植物油、脂、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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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二合一评审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的格式及示例 

B.1 二合一评审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格式 

表B.1 申请实验室认可的检测能力及仪器设备(含标准物质/标准样品)配置/核查表 

序

号 

检

测

对

象 

项目/参数 

领

域 

代

码 

检测标准

（方法）名

称及编号

（含年号） 

说

明 

备

注 1 

检测

开展

日期 

近
2

年

检

测

次

数 

使用仪器设备/标准物质 是

否

确

认
(Y

/N

) 

备

注
2 

序

号 
名称 

名

称 

型

号 

规

格 

测

量

范

围 

①扩展不

确定度/②

最大允差/

③准确度

等级 

溯

源

方

式 

                 

                 

                 

填写说明： 

1.本表适用于检测实验室。CNAS 对检测能力表述的要求请参见 CNAS-EL-03《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认可能力范围表述说

明》。 

2.“项目/参数”栏应填写实验室能够按照本表中所列检测标准（方法）实际进行检测的项目或参数。如不能对标准（方法）

要求的个别参数进行检测，或只能选用其中的部分方法对某参数进行检测时，应在“说明”栏内注明“只测 XXX”、“不测

XXX”或“只用 XXX 方法”、“不用 XXX 方法”。 

3. 使用可移动设施，租用设备、设施，或其它需说明的情况，填写在“说明”栏。可以进行现场检测的项目/参数，请

在“项目/参数”栏标注*号。 

4.“领域代码”参见 CNAS-AL06《实验室认可领域分类表》。 

5.“溯源方式”栏填写送校、内部校准、送检、比对或其他验证方式等。其中送校、送检是指送到实验室法人以外的机构

进行校准或检定，内部校准是指在实验室或实验室所在法人单位进行校准。填写“其他验证方式”时，应在“备注 2”栏注

明所用方式。 

6.“扩展不确定度/最大允差/准确度等级”栏除填写数据外，还应填写相应的类型序号，例如：②±5mA。 

7.实验室对申请认可的能力进行自查，“确认”设备/标准物质满足申请认可的检测能力要求时填写“Y”，反之填写“N”。当

核查结果为“N”时，实验室不应申请认可。 

8.复评审时，对同时扩大检测范围和标准变更确认，应将扩项能力和变更标准在“备注 1”栏注明“扩项”、“变更”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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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二合一评审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的示例 

B.2.1 示例1 

表B.2 以产品描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 

B.2.2 示例2 

表B.3 以产品和参数描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 

 

序号 检测对象 

项目/参数 

领域代码 检测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 说明 备注 1 

序号 名称 

1 腰带 1 全部参数 0524 《腰带》 QB/T 1618—2018   

2 木家具 1 全部参数 0518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324

—2017 
  

3 
单、夹服

装 
1 部分参数 0529 《单、夹服装》 FZ/T 81007—2012 

不测干

洗尺寸

变化率 

 

序号 检测对象 

项目/参数 

领域代码 检测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 说明 备注 1 

序号 名称 

1 

玻璃纤维

增强水泥

（GRC）

排气管道 

1 外观 101099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 

JC/T 854—2021 7.2 
 变更 

2 尺寸偏差 101099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 

JC/T 854—2021 7.3 
 变更 

3 体积密度 10100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 

JC/T 854—2021 7.4 
 变更 

4 吸水率 10100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 

JC/T 854—2021 7.4 
 变更 

5 垂直承载力 101002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 

JC/T 854—2021 7.7 
 变更 

6 耐软物撞击 10100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 

JC/T 854—2021 7.8 
 变更 

2 化妆品 

1 
皮肤刺激性/腐

蚀性试验 
023002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第六章 毒理学试验方法 4 
 扩项 

2 

急性眼刺激性

试验/腐蚀性试

验 

023002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第六章 毒理学试验方法 5 
 扩项 

3 
皮肤变态反应

试验 
023002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第六章 毒理学试验方法 6 
 扩项 

3 

电动汽车

用动力蓄

电池 

1 
室温容量和能

量 
031713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

及试验方法 GB/T 31484—2015 6.2 
  

2 室温功率 031713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

及试验方法 GB/T 31484—2015 6.3 
  

3 标准循环寿命 031713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

及试验方法 GB/T 31484—201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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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合动力乘用

车用能量型蓄

电池工况循环

寿命 

031713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

及试验方法 GB/T 31484—2015 6.5.1 
  

5 

纯电动乘用车

用能量型蓄电

池工况循环寿

命 

031713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

及试验方法 GB/T 31484—2015 6.5.3 
  

4 
陶瓷砖填

缝剂 

1 
抗折强度和抗

压强度 
100702 

《陶瓷砖填缝剂试验方法》 GB/T 35154

—2017 4.1 
 扩项 

2 吸水量 100701 
《陶瓷砖填缝剂试验方法》 GB/T 35154

—2017 4.2 
 扩项 

3 收缩值 100701 
《陶瓷砖填缝剂试验方法》 GB/T 35154

—2017 4.3 
 扩项 

4 耐磨性 100701 
《陶瓷砖填缝剂试验方法》 GB/T 35154

—2017 4.4 
 扩项 

5 横向变形 100701 
《陶瓷砖填缝剂试验方法》 GB/T 35154

—2017 4.5 
 扩项 

6 耐化学腐蚀性 101502 
《陶瓷砖填缝剂试验方法》 GB/T 35154

—2017 4.6 
 扩项 

5 

普通照明

用 LED 模

块 

1 电性能 040902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性能要求 GB/T 

24823—2009 6.4 
  有效 

2 光学性能 040904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性能要求 GB/T 

24823—2009 6.5 
  有效 

3 
寿命及光通量

维持率 
040904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性能要求 GB/T 

24823—2009 6.6 
  有效 

4 
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040999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性能要求 GB/T 

24823—2009 8 
  有效 

5 标志 040999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性能要求 IEC 

62717:2014+A1:2015 EN 62717:2017 4 
  有效 

6 尺寸 040999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性能要求 IEC 

62717:2014+A1:2015 EN 62717:2017 5 
  有效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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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单独申请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的格式及示例 

C.1 单独申请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的格式 

表C.1 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 

检验检测机构地址：                                        第  页，共  页 

序号 类别(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

围 
说明 

序号 名  称 

       

       

       

       

       

注：本表格格式与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书》、《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报告》一致。 

C.2 单独申请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附表的示例 

C.2.1 示例1 

表C.2 以产品描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 

序

号 

类别(产品/

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 

（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一 机械 

1 机床 

1.1 数控雕铣机 数控雕铣机 GB/T 24109—2009 

不测：数控系统

检验、电磁兼

容。 

 

1.2 电火花成形机床 
电火花成形机床 技术条件 JB/T 

4105—2010 

不测：加工和装

配质量，电气装

置。 

 

1.3 铣床 
升降台铣床 第 2 部分：技术条

件 JB/T 2800.2—2021 

不测：空运转功

率，负荷试验。 
 

二 轻工产品 

2 家用电器 

2.1 快热式电热水器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快

热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11—2008/IEC 

60335-2-35:2002 

 

 

2.2 储水式电热水器 

储水式电热水器 GB/T 20289—

2006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GB 21519—2008 

 
 

3 眼镜 

3.1 配装眼镜 
配装眼镜 第 2 部分:渐变焦 GB 

13511.2—2011  
 

3.2 太阳镜 太阳镜 QB 2457—1999   

3.3 光学树脂镜片 
眼镜镜片 光学树脂镜片 QB/T 

2506—2017  
 

4 纸 4.1 伸性纸袋纸 伸性纸袋纸 GB/T 2428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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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产品/

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 

（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4.2 条纹牛皮纸 条纹牛皮纸 QB/T 1706—2006   

C.2.2 示例2 

表C.3 以参数描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 

序号 
类别（产品/

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

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1 

GNSS 测量型

接收设备的

安全试验 

1.1 电源 
卫星导航测量型接收设备通用规

范  

QJ 20006—2011 

GNSS 测量型接收设备通用规范  

SJ/T 11421—2010 

  

1.2 防水、防尘   

1.3 安全性   

2 

GPS测向型接

收设备的安

全试验 

2.1 电源适应性 

GPS 测向型接收设备通用规范 

SJ/T 11422—2010 

  

2.2 安全性   

2.3 外壳防护   

3 

车载导航信

息终端的安

全试验 

3.1 电源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

终端技术要求 JT/T 794—2011 
  

4 

车载导航信

息终端的安

全试验 

4.1 机壳防护等级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QC/T413—2002  旋转电机征地结

构的防护等级（IP 代码）分级 

GB/T 4942.1—2006 道路运输车

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

求 JT/T 794—2011 

  

C.2.3 示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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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 以产品和参数描述检验检测能力范围 

序

号 

类别（产品/

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

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一 医疗器械 

1 
医用电器设

备 

1.1 输入功率和电流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通

用要求 

GB9706.1—2007 

 

 

1.2 环境条件  

1.3 
电压和（或）能量

的限制 
 

1.4 外壳和防护罩  

1.5 隔离  

1.6 保护接地  

1.7 连续漏电流  

1.8 电介质强度  

1.9 机械强度  

1.10 保护接地  

1.11 结构和布线  

二 家用电器 

2 家用电器 

2.1 试验的一般条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

2005  

  

2.2 标志和说明   

2.3 
对触及带电部件

的防护 
  

2.4 输入功率和电流   

2.5 发热   

2.6 
工作温度下的泄

漏电流和电气强

度 

  

2.7 瞬态过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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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产品/

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

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3 电熨斗 3.1 全部项目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熨

斗的特殊要求 GB 4706.2—2007  
  

4 

真空吸尘器

和吸水式清

洁器具 

4.1 全部项目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真空

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洗设备的特殊

要求 GB 4706.7—2014 

  

5 
储水式热水

器 
5.1 全部项目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储水

式电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12—2006 

  

6 

烤架、面包

片烘烤器及

类似用途便

携式烹饪器

具 

6.1 全部项目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面包

片烘烤器、烤架、电烤炉及类似用

途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4706.1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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