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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户外产品用精梳羊毛机织面料认证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是山东省

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英文简称 SDQI）依据《“泰山品质”认证通则》

（T/SDAS23-2018）（以下简称认证通则）的要求编制，作为认证通则的配套文

件，与认证通则共同使用。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户外产品用精梳羊毛机织面料的“泰山品质”认证，本着

维护产品认证有效性、提升产品认证质量、服务认证企业和控制认证风险等原则，

制定并公布本认证实施细则。 

2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型式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认证的申请； 

b.产品检验； 

c.初始工厂检查； 

d.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获证后的监督； 

f.复审。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主要考虑抽

样)，产品检验和初始工厂检查也可以同步进行。 

3 认证申请 

3.1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应按照产品所用的产品用途、技术指标等的不同划分申请单元。 

相同生产者、不同生产企业生产的相同产品，或不同生产者、相同生产企业

生产的相同产品，可考虑仅在一个单元的样品上进行型式检验，其他生产企业/

生产者的产品仅需提供资料进行一致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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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2.1 申请资料 

a.认证申请书（按照 SDQI 提供的空白申请书填写）； 

b.关键原材料/工艺备案清单（附件 1）。 

3.2.2 证明资料 

a.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 

b.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

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c.产品质量水平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检验报告（如有）； 

d.生产许可证（如有）； 

e.满足《“泰山品质”评价通用要求》的自评报告及相关材料； 

f.其他需要的文件； 

4 认证实施 

4.1 通用要求评价 

SDQI 依据《“泰山品质”评价通用要求》(T/SDAS22)及认证委托人提交的资

料进行审核确认，并将审核结果告知认证委托人。 

认证机构应从品质卓越、自主创新、管理先进、品牌高端、标准领先、绿色

发展六个方面，对企业的实际状况和提交的资料进行核实确认。原则上应覆盖

《“泰山品质”评价通用要求》(T/SDAS22)第 4 部分的全部内容。 

通用要求评价的时间为 2-4 人日。 

4.2 产品检验 

初次申请认证时检验项目按 T/SDCA 008-2021《泰山品质 户外产品用精梳

羊毛机织面料》要求的所有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和判定。 

如企业申请认证的产品有符合如下条件的检验报告，则本产品可免检： 

a、检测单位为具有资质的地市级以上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或在行业内

具有影响力的权威机构； 

b、须是自申请之日前 1年内的检验报告； 



SDQI-TSQPV04001-2021 

3 

c、此报告必须涵盖本规则中要求的检测项目 

4.2.1 样品 

4.2.1.1 送样原则 

申请人从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的产品进行型式检验。必要时，增加样品补

充差异试验。 

4.2.1.2 样品范围 

经过拉伸细化非永久定形处理后的羊毛条，细度范围 12.7μm-22.7μm，经

过纺、织、染整加工，制成具有防风、拒水性能的线密度 11.1Tex×2 及以下的

羊毛纯纺或羊毛含量 50%及以上的混纺精纺机织面料。 

4.2.1.3 样品及资料处置 

型式检验结束并出具检验报告后，有关检验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验机构保

存，样品按 SDQI 有关要求处置。 

4.2.2 产品检验 

4.2.2.1 检验标准 

户外产品用精梳羊毛机织面料的基本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8401《国家

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 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的规定。 

外观质量要求按 GB/T26382-2011《精梳毛织品》一等品规定执行。其中局

部性外观疵点百米漏辫超过 2 只，判定该匹为外观质量不合格。 

4.2.2.2 检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内在质量包含物理指标和染色牢度，内在质量指标见表 1。 

表 1   内在质量要求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幅宽偏差≥ cm -2 

平方米重量允差 % -5～+7 

水洗尺寸变化率≥ % -2.0 

起球≥ 级 4 

断裂强力≥ 

≤12.5tex/2×12.5tex/2 及≤

单纬纱 25tex/1 N 
147 

其他 196 

撕破强力≥ N 纯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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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0 

汽蒸尺寸变化率 % -1.5～+1.0 

落水变形≥ 级 3 

脱缝程度≤ mm 6 

耐磨性≥ 次 10000 

纤维含量 % 按 GB/T29862 执行 

色牢度≥ 

耐光 级 
中浅色≥3 

深色≥4 

耐水 级 
变色 3-4 

沾色 3 

耐汗渍 级 
变色 3-4 

沾色 3-4 

耐熨烫 级 
变色 4 

沾色 3-4 

耐摩擦 级 
干摩擦 3-4 

湿摩擦 3 

耐洗 级 

变色 3-4 

毛布沾色 4 

其它沾色 3-4 

户外产品用精梳羊毛机织面料功能性要求按表 2规定。 

表 2    功能性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防水性/级≥ 沾水等级 3 

防风性/mm/s ≤ 透气率 50 

4.2.2.3 检验方法 

幅宽试验按 GB/T 4666 执行。幅宽偏差按 GB/T 26382-2011 附录 A计算。 

平方米重量允差试验按 FZ/T 20008 执行。 

水洗尺寸变化率试验按 GB/T8630 执行，采用 GB/T8629-2017 洗涤程序 4G，

干燥方法采用程序 C 平摊晾干。 

纤维含量试验按 FZ/T 01057（所有部分）、GB/T 2910（所有部分）执行。

起球试验按 GB/T 4802.1（光面）E法执行。 

断裂强力试验按 GB/T 3923.1 执行。 

撕破强力试验按 GB/T 3917.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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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变形按 GB/T 26382-2011 附录 B执行。 

脱缝程度试验按 FZ/T 20019 执行. 

耐磨性试验按照 GB/T 21196.2 执行，负荷为（595±7）g（名义压力为 9kPa）。 

汽蒸尺寸变化率按 FZ/T 20021 执行。 

耐光色牢度试验按 GB/T8427 方法 3执行。 

耐水色牢度试验按 GB/T 5713 执行。 

耐汗渍色牢度试验按 GB/T 3922 执行。 

耐熨烫色牢度试验应在（180±2）℃（潮压）条件下，按照 GB/T 6152 执行。 

耐摩擦色牢度试验按 GB/T 3920 执行。 

耐洗色牢度试验按 GB/T12490（试验条件 BIS，不加钢珠）执行。 

沾水等级试验按 GB/T 4745 执行。 

透气率按 GB/T 5453 执行。 

4.2.2.4 检验时限 

一般为 15 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和检验费用算起。因检验项目不合格，企业

进行整改和重新检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4.2.2.5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符合 4.2.2 产品检验的要求，则判定产品检验合格。 

如果质量指标、安全技术要求及其外观质量的检验出现某个或某几个检验项

目不符合要求，允许进行一次整改，然后重新进行检验。对于整改不会影响的合

格项目可不再检验。如果整改后全部检验项目符合要求，则判定该产品符合要求。

此种情况，应在获证后适当时安排监督检查。 

4.2.3 关键原材料要求 

关键原材料清单详见附件 1。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原材料的技术

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并抽样

进行检验（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经 SDQI 批准后方可使用。 

5 初始工厂检查 

5.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泰山品质”认证通用要求评价意见存疑问题落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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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能耗指标/效率为核心、以设计研发—采购—生

产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最终检验为两条基本检查路线、突出关键/特殊生产

过程和检验环节、对影响产品能效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进行现场一致性确认，

并对工厂的生产设备、检验资源配置以及人员能力情况进行现场确认。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

工场所。 

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见附件 2《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要求》。 

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至少抽取一个型号

/规格进行一致性检查，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一致。且与认证

机构批准的一致。 

4）年度监督检查时，核实产品标签、产品技术文件和包装箱上标明的产品

名称、产品种类、技术参数应符合标准要求并与认证批准的结果一致。 

5.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产品检验和

工厂检查也可以同时进行。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检验结束后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工

厂现场检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和工厂的生产规模确定。生产厂

检查人•日数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厂生产规模来确定，详见表 3。 

表 3工厂检查人·日数（初始检查/监督检查/复审检查） 

企业生产规模 500 人以下 500 人以上 

人日数 5/2/3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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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在检查结束时给出检查结论，当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 

期限内（不超过 40 天）完成整改。检查结论有以下四种： 

（1） 工厂检查通过。  

（2） 存在不符合项，工厂应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经检查组书面

验证有效后，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3） 存在不符合项，工厂应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经检查组现场

验证有效后，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4） 工厂检查不通过。  

工厂对检查结论有异议时，可于检查结束后 5 日内向 SDQI 申请复议。 

6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6.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SDQI 组织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向申请

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每一个申请认证单元颁发一份认证证书。通用要求评价结

论、型式试验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任一不合格的，认证终止。 

6.2 认证时限 

在完成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30 个工

作日内颁发认证证书。 

6.3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时，SDQI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

并按规定收取已发生的费用。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认证，需重新申请认证。 

7 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督检查+获证产品一致性

检查+监督抽样检验。 

SDQI 对获证后监督全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认证过程和结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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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追溯性。 

7.1 监督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12 个月内应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

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如国家级和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等）或用

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证书持有者责任的； 

2）SDQI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

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7.2 监督检查的内容 

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核实企业自评报告、现场检查、抽样检测等内容。 

企业对年度内品质卓越、自主创新、管理先进、品牌高端、标准领先、绿色

发展等六个方面出具自评报告，SDQI 在监督时对自评报告进行核实，一般每个

企业为 1 至 2 人日。 

SDQI 根据附件 2《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其

中，设计/开发、受控零部件/材料的采购、生产过程控制、检验和试验、认证产

品的一致性和认证标志、认证证书的使用情况及前次工厂检查不符合项的整改情

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证书有效期内覆盖全部条

款。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工厂初始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

相同。 

监督检查时，原则上，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工厂现场检查时

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和工厂的生产规模确定，一般每个加工场所为

1 至 3 人日。 

7.3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SDQI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SDQI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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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

查不通过处理。 

7.4 监督抽样检验 

年度监督时应对获证产品实施抽样检验，如工厂能提供符合规定要求的检测

报告可不进行抽样检测。样品应从获证的合格品中每认证单元随机抽取（包括生

产线、仓库、市场）1 种规格样品。检验依据、项目、方法及判定同 4.2.2。证书

持有者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样品送至指定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检验。 

如果抽样检验不合格，允许工厂整改，工厂应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改。整改后

SDQI 重新抽样，如果样品检验结果仍不符合认证要求，则判定证书所覆盖型号

不符合认证要求，监督检验不合格。 

7.5 监督结果评价 

SDQI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验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

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督检查不通过或监督检验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

格，按照 9.3 规定执行。 

8 复审 

证书有效期满前 6 个月申请人可提交复审申请。按新申请的流程进行申请，

并在申请备注中注明“换证”，填写申请时应把原证书号填写正确。 

复审的评价认可最近一次、有效的获证后的监督结果，包括监督检查结果。

有效的监督结果应均为合格，最近一次监督完成时间应在复审申请时间近 3个月

以内。如果无有效的监督结果，则不宜进行复审申请，应按新单元进行申请。 

复审工厂检查时不进行抽样检验，产品检验在提交的复审申请中进行，检验

要求见 4.2。 

证书到期后 3个月内完成复审换证工作，否则按新申请处理。 

9 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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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认证证书的保持 

9.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定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

持。 

9.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9.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或产品的设计、工艺参数、原材料及 SDQI 规定的

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 SDQI 提出变更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方可

实施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全项检验的主检型号产品为变更的基础。

9.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1） 企业名称和/或地址变更（不含搬迁）证书中的认证委托人、生产者

或生产企业名称和/或地址（不含搬迁）变更时的，经 SDQI 评价变更资料后，可

直接变更认证证书。  

（2） 生产企业搬迁认证委托人应向 SDQI 提出变更申请，进行工厂检查，

当工厂检查合格时，颁发新证书。  

（3） 关键原材料的变更关键原材料的生产者、规格技术参数发生变更时，

认证委托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内容须经 SDQI 批准后有效。  

（4） 认证依据标准变化 认证依据标准版本发生变化时，SDQI 将在网站公

布标准换版方案，方案中包括：标准的变化信息，标准换版的实施要求，以及认

证证书转换期限等。 

（5） 其他类型的变根据变更的内容，由 SDQI 确认变更方案。 

9.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9.2.1 扩展程序 

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

围时，应从认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并说明扩展要求。SDQI 检查扩展产品与原

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和/或扩展

的范围做补充检验和/或工厂检查，对符合要求的，根据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

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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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检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9.2.2 样品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证书持有者应

按第 4章的要求选送样品供检查或进行差异试验。 

9.3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SDQI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

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SDQI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

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证书持有者可以向 SDQI

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

向 SDQI 提出恢复申请，SDQI 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SDQI 将撤消或注

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0  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应按《“泰山品质”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办法》及泰山品质认证

联盟有关规定使用标志。 

10.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10.2 认证标志的加施 

证书持有者可以在符合认证要求的获证产品本体和/或其包装上使用“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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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认证标志，并按《“泰山品质”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适

方式来施加认证标志。 

11 收费 

认证费用按 SDQI 有关规定及联盟相关规定收取。 

12 争议和投诉 

当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受到社会相关方的质量投诉，或因质量原

因被媒体曝光时，应配合 SDQI 进行必要的核查确认。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检查结果、认证决定有争议时，

可向 SDQI 提出，SDQI 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对认证人员进行投

诉时，SDQI 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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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键原材料/工艺备案清单 

商标： 

申请人注册名称/地址： 

制造商注册名称/地址： 

生产厂注册名称/地址:  

产品型号/系列:  

一、关键原材料清单 

序号 原材料 颜色 规格型号 供应商名称 制造商名称 

1      

2      

3      

4      

5      

注：1）选择申请产品适合的关键原材料类别进行填写，应列出每种关键原材料的所有供应商/制造商。 

2）本表不够时可自行复制填写，本表中未涉及的关键原材料按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二、工艺备案清单 

认证产品重要安全/环保相关工艺过程 

序号 产品名称 制条 条染 前纺 后纺 织造 后整理 备注 

1         

2         

3         

4         

5         

注：1）制条过程中，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洗去羊毛纤维上的杂质和油脂油汗涉及到开松、除杂、洗涤、烘

干、加油给湿、污水处理、回收油脂、梳毛、精梳、滤尘、梳条等 

2）条染过程中，通过化学、物理想结合，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利用某种染料给纤维上色、复洗、理混

条 

3）前纺，复精梳、针梳、毛粒检测、 

4）后纺涉及到络筒、并线、倍捻、整纱、成纱检测、 

5）织造涉及到整经、穿综过筘等 

6）后整理涉及到不同风格处理 

7）选择申请产品适合的关键原材料类别进行填写，应列出每种关键原材料的所有供应商/制造商。 

8）本表不够时可自行复制填写，本表中未涉及的关键原材料按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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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原材料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

产品获证后，如果关键原材料需进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提出变更申请，未经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

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本组织保证使用证书及标志的获证

产品只配用经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确认的上述关键原材料。 

申请人： 

 

公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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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要求 

为保证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与试验合格样品的一致性，工厂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工厂检

查要求。本文中的工厂涵盖认证申请人（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进口商）、制造商、生产厂。 

1 职责和资源 

1.1 职责 

工厂应规定与认证产品质量控制和管理活动有关部门和各类人员的职责及相互关系并

形成文件。工厂应指定一位质量负责人，无论该成员在其他方面的职责如何，确保能够履行

以下方面的职责： 

1） 确保工厂能够按照“品质卓越、自主创新、管理先进、品牌高端、标准领先、绿色

发展”为指导思想进行生产和管理； 

2） 确保执行认证用标准或技术要求满足“泰山品质”认证相关要求； 

3） 确保加贴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标准要求； 

4） 确保不合格品和获证产品变更后未经认证机构确认，不加贴认证标志； 

5） 与认证机构保持联络并协调有关认证事宜。 

6） 负责建立满足本文件要求的质量体系，并确保其实施和保持。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

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1.2 资源 

工厂应配备必需的生产设备、检验试验仪器设备以满足稳定生产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要求

的产品的要求；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认证要求有影响的工作人员具备必

要的能力；应建立并保持适宜的产品生产、检验试验、储存等必备的环境和设施。 

对于需以租赁方式使用的外部资源，工厂应确保外部资源的持续可获得性和正确使用；

工厂应保存与外部资源相关的记录，如合同协议、使用记录等。 

2 文件和记录 

2.1 文件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确保对本文件要求的文件、必要的外来文件和记录进

行有效控制。产品设计标准或规范应不低于该产品的认证依据标准要求。对可能影响产品一

致性的主要内容，工厂应有必要的图纸、样板、关键件清单、工艺文件、作业指导书等设计

文件，并确保文件的持续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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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应确保文件的充分性、适宜性及使用文件的有效版本。 

2.2 记录 

工厂应确保记录的清晰、完整、可追溯，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证据。与质量相关

的记录保存期应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在本次检查中能够获得前次检查后的记录，且至

少不低于24个月。 

2.3 认证档案 

工厂应识别并保存与产品认证相关的重要文件和质量信息，如型式试验报告、现场检查

结果、认证证书状态信息（有效、暂停、撤销、注销等）、认证变更批准信息、监督抽样检

测报告、产品质量投诉及处理结果等。 

3采购与关键件控制 

3.1 采购控制 

对于采购的关键件，工厂应识别并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其技术要求，该技术要求还应确保

最终产品满足认证要求。 

工厂应建立、保持关键件合格生产者/生产企业名录并从中采购关键件，工厂应保存关

键件采购、使用等记录，如进货单、出入库单、台帐等。 

3.2 关键件的质量控制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在进货（入厂）时完成对采购关键件的技术要求进行

验证和/或检验并保存相关记录。 

对于采购关键件的质量特性，工厂应选择适当的控制方式以确保持续满足关键件的技术

要求，以及最终产品满足认证要求，并保存相关记录。 

当从经销商、贸易商采购关键件时，工厂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采购关键件的一致性并

持续满足其技术要求。 

对于委托分包方生产的关键部件、组件、分总成、总成、半成品等，工厂应按采购关键

件进行控制，以确保所分包的产品持续满足规定要求。 

对于自产的关键件，按4进行控制。 

4生产过程控制 

4.1 关键工序 

工厂应对影响认证产品质量的工序（简称关键工序）进行识别，所识别的关键工序应符

合规定要求。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能力；关键工序的控制应确保认证产品与标准

的符合性、产品一致性；如果关键工序没有文件规定就不能保证认证产品质量时，则应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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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作业指导书，使生产过程受控。 

4.2 生产环境 

产品生产过程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工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规定要求。 

4.3 过程参数 

必要时，工厂应对适宜的过程参数进行监视、测量。 

4.4 生产设备管理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以确保设备的能力持续满足生产要求。 

4.5 产品形成过程监控 

必要时，工厂应按规定要求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及其特性进行检查、监视、测量，

以确保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及产品一致性。 

5 例行检验和/或确认检验 

5.1 基本要求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对最终产品的例行检验和/或确认检验进行控制。程序

的内容应包括检验频次、项目、内容、方法、判定等。工厂应实施并保存相关检验记录。 

对于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的检验,工厂应确保外部机构的能力满足检验要求,并保存相关

能力的评价结果,如实验室认可证明等。 

5.2 例行检验 

生产厂负责按照认证方案或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进行例行检验的策划与实施，对产品进

行检验，发现和处置生产过程中由于偶然性因素导致的不合格品,确保不合格品被及时剔出。 

5.3 确认检验 

确认检验获得认证的产品持续满足认证标准要求的证据。也是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和

持续保证产品符合认证要求控制措施的一部分。确认检验控制程序通常应包括: 检验依据、

项目和内容、方法、频次、检验实施点、判定、处置、记录及管理职责与程序等。 

1）产品认证方案和认证实施规则的工厂检查要求中列出检验频次要求 ,通常的认证方

案和实施规则规定的频次多为一年,也有半年或其他时限;  

2）检验项目通常是认证依据标准的所有适用项目，检验方法:按认证标准规定的型式试

验条件和方法进行确认检验; 检验点:在工厂内部或具备检测能力的外部机构。外部机构可

以是其他企业试验室,也可以是第三方检测试验室。如果使用外部机构,工厂应对机构的能力

进行评价确认,确保其能力满足要求; 

(3)应实施并保持质量记录。工厂应实施和保持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的记录。记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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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自行检验的原始记录与检验报告;委托外部机构完成的检验报告;承认的政府和社会组

织组织实施的检测报告;任何形式的符合产品实施规则中确认检验要求的检测报告均可被承

认,且应保存其报告。工厂应对需要采信和使用的记录按照记录的要求进行管理,便于检索和

查询,起到证实作用。 

6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6.1 基本要求 

工厂应配备足够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确保在采购、生产制造、最终检验试验等环节中

使用的仪器设备能力满足认证产品批量生产时的检验试验要求。 

检验试验人员应能正确使用仪器设备，掌握检验试验要求并有效实施。 

6.2 校准、检定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认证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

准或检定，校准或检定周期可按仪器设备的使用频率、前次校准情况等设定；对内部校准的，

工厂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则和校准周期等；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仪器

设备的校准或检定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工厂应保存仪器设备的校准或检定

记录。 

对于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的校准或检定活动，工厂应确保外部机构的能力满足校准或检定

要求，并保存相关能力评价结果。 

注：对于生产过程控制中的关键监视测量装置，工厂应根据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进

行管理。 

6.3 功能检查 

必要时，工厂应按规定要求对例行检验设备实施功能检查。当发现功能检查结果不能满

足要求时，应能追溯至已检测过的产品；必要时，应对这些产品重新检测。工厂应规定操作

人员在发现仪器设备功能失效时需采取的措施。 

工厂应保存功能检查结果及仪器设备功能失效时所采取措施的记录。 

7不合格品的控制 

7.1 不合格品的控制要求 

对于采购、生产制造、检验等环节中发现的不合格品，工厂应采取标识、隔离、处置等

措施，避免不合格品的非预期使用或交付。返工或返修后的产品应重新检验。 

7.2 外部不合格控制 

对于国家级和省级监督抽查、产品召回、顾客投诉及抱怨等来自外部的认证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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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厂应分析不合格产生的原因，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工厂应保存认证产品的不合

格信息、原因分析、处置及纠正措施等记录。 

7.3 重大质量问题 

工厂获知其认证产品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时（如国家级和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等），应及

时通知本认证中心。 

8内部质量审核 

工厂应建立文件化的内部质量审核程序，确保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的持续符合性、产品一

致性以及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工厂应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预防措

施。工厂应保存内部质量审核结果。 

9认证产品的变更及一致性/标准符合性控制 

9.1 变更控制要求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对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及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的变更

（如工艺、生产条件、关键件和产品结构等）进行控制，程序应符合规定要求。变更应得到

或经SDQI考核的认证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方可实施，工厂应保存相关记录。 

9.2 产品一致性/标准符合性控制 

工厂应从产品设计（设计变更）、工艺和资源、采购、生产制造、检验、产品防护与交

付等适用的质量环节，对产品一致性进行控制，以确保产品持续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要求。 

10产品防护与交付 

工厂在采购、生产制造、检验等环节所进行的产品防护，如标识、搬运、包装、贮存、

保护等应符合规定要求。必要时，工厂应按规定要求对产品的交付过程进行控制。 

11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工厂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及使用应符合《“泰山品质”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办

法》、《认证认可条例》等规定。对于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标志或采用印刷、模压等方式加

施的标志，工厂应保存使用记录。对于下列产品，不得加贴标志： 

a)未获“泰山品质”标志认证的产品； 

b)获证后的变更需经SDQI确认，但未经确认的产品； 

c)超过认证有效期的产品； 

d)已暂停、撤销、注销的证书所列产品； 

e)不合格产品。 

12产品的设计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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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应对产品进行设计/开发程序，并形成设计标准或规范，其要求应不低于相关产品

认证标准或技术要求。对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的主要内容，工厂应有必要的图纸、样板、关

键件清单、工艺文件、作业指导书、产品验收准则等设计文件，并确保文件的持续有效性。 

工厂对产品进行设计/开发时，在设计/开发方案中确定产品满足GB 18401、GB 31701。

应对产品主要技术参数、结构、关键件、加工工艺、过程控制、检验等提出明确要求，应满

足认证实施规则中的具体要求。 

工厂应对设计/开发结果进行评审、验证和确认，以确保设计/开发输出（结果）满足输

入要求，满足规定的使用要求或已知的预期用途的要求。 

工厂应保存产品的设计评审/设计验证/设计确认的记录，记录应能够体现无甲醛添加产

品性能指标评价的实现过程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