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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保证针阔叶木材产品质量，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及相关规定制定本认证实施规则。 

本认证实施规则有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提出并归口管理。 

起草单位：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起草人：陈雷杰、吕波、庞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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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和基本术语 

1.1 适用范围 

本认证实施规则适用于原木、锯材、板材、方材、人造板本身的产品质

量认证，但不包括木材采伐、运输和原条加工，也不包括木材在各行业的加工

使用。 

1.2 基本术语 

原木：原条经过造材截断成为符合要求的木段。 

制材用原木：用于加工锯材的原木。 

锯材：原木经制材加工得到的产品。 

干燥锯材：经过大气干燥和人工干燥达到规定含水率要求的锯材。 

板材：宽度尺寸为厚度尺寸的二倍以上的锯材。 

方材：宽度尺寸小于厚度尺寸二倍的锯材；  

胶合板用单板：沿着木段旋转园柱母线切下的薄木片； 

人造板：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细木工板等经二次加工的木质板材

的总称； 

胶合板：用多层薄板纵横交错排列胶合而成的板状材料。 

2.认证模式 

型式试验 + 初始工厂检查 + 获证后监督。 

3.认证的基本环节 

a) 认证的申请和受理 

b) 型式试验 

c) 初始工厂检查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监督 

4.认证实施 

4.1 认证的申请和受理 

4.1.1 申请单元划分  

按同一批次产品的不同质量等级来划分单元。不同的质量等级，如 I 级、II 

级，应分别划作不同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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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申请人应作为不同的申请单元对待。同一申请人（或制造商）在不同

的生产场地的产品为不同的申请单元；同一申请人（或制造商）在相同生产场地

的不同批次产品为不同的申请单元。 

4.1.2 申请时需提交的文件 

申请认证所需提交的文件资料见附件 1。 

4.2 型式试验  

4.2.1 基本原则 

每个申请单元用作型式试验的样品必须是经过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 

4.2.2 抽样原则 

应从认证的申请单元中抽取代表性样品进行型式试验。样品原则上由审查组

代为抽样、封样。根据情况也可由企业在征得我中心同意后，自己送样到指定实

验室。 

4.2.2.1 抽样数量 

型式试验后，应以适当方式处置已经确认合格的样品或相关资料。 

4.2.3 检测标准、项目和方法 

4.2.3.1 检测标准 

GB/T144—2013 原木检验 

GB/T155—2017 原木缺陷 

GB1927—2009 木材物理力学试材采集方法 

GB1928—2009 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方法总则 

GB1931—2009 木材含水率测定方法 

GB1933—2009 木材密度测定方法 

GB4822—2015 锯材检测 

GB/T4823—2013 锯材缺陷 

GB11917—2009 锯材工艺术语 

GB/T15036.1—2018 实木地板块一般测定 

GB/T15036.6—2018 实木地板块检验及试验方法 

GB/T15106—2017 刨切单板用原木 

GB/T15779—2017 旋切单板用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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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68005—1986 原木归楞 

GB9846.1—2015 胶合板 

GB12626.2—2009 硬质纤维板 

GB4897—2015 刨花板 

4.2.3.2 检测项目及方法 

型式试验按附件 4 规定的方法进行。 

4.3 初始工厂检查 

4.3.1 审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4.3.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 

由认证机构派审查员对生产厂按照“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附件

2）进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 

4.3.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在现场对认证的单元产品至

少抽取一种规格型号，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检查认证产品的铭牌和包装上所标明的产品名称、规

格型号与型式试验检测报告上所标明的应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及参数: 检查认证产品的结构及参数，应与型式试验检

测时的样品或检测报告上所标明的一致； 

3）认证产品的抽样检测：必要时，可在现场抽取产品进行检测。 

4.3.1.3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应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加工场所，产品一致性检

查应覆盖申请认证产品。 

4.3.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型式试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根据需要，型式试验

和工厂检查也可以同时进行。 

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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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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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加工场所为 1-2 个人日，每增加一个异地生产、加工场所增 1-2 人日。 

4.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由认证机构负责组织对型式试验、工厂检查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

后，由认证机构对申请人颁发认证证书(每个申请单元颁发一张认证证书)。 

4.4.1 型式试验结果的评价 

型式试验结果的评价按认证产品执行的标准判定的规定执行。 

4.4.2 初始工厂检查的评价 

4.4.2.1 如果整个审查过程中未发现不符合项,则审查结论为合格； 

4.4.2.2 如果发现轻微的不符合项,工厂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采取纠正措施,报审查组

确认其措施有效后,则审查结论为合格； 

4.4.2.3 如果发现严重不符合项,或工厂的质量保证能力不具备生产满足认证要求

的产品量,则可终止审查。 

4.4.3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

日，包括型式试验时间、提交工厂检查报告时间、认证结论评价和批准时间以及

证书制作时间。 

型式试验时间一般为 10 个工作日（因检验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复

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提交工厂检查报告时间一般为 5 个工作日。以审核员完成现场审查，收到

生产厂提交符合要求的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认证结论评价、批准时间以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4.5 获证后的监督 

4.5.1 监督检查的频次 

4.5.1.1 一般情况下，在获证后按年度对获证企业进行监督复查。 

4.5.1.2 若发生下述情况可增加监督频次：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质量方面的投诉，并经查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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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人责任的； 

2)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  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制造商、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

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5.2 监督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采用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复查+认证产品一致性检

查。必要时，抽取样品送检测机构检验。 

注：认证产品一致性验证和抽样检测可以同时进行，也可分开进行。 

4.5.3 实施 

4.5.3.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 

由认证机构根据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复查。“产品认证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附件 2）规定的第 3，4，5，9 条是每次监督复查必查

的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每 4 年内至少覆盖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的时间每个加工场所一般为 1-2 个人日。 

4.5.3.2 认证产品一致性验证 

产品一致性验证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加工场所，认证产品一致性验证重点

核查以下内容： 

1)  认证产品的标识、铭牌、包装物上所标明的信息； 

2)  认证产品特性与结构； 

3)  认证产品所用的原材料规格及生产厂。 

4.5.3.3 抽样检测 

需要时，认证机构可在证书有效期内随时、多次安排对获证产品的抽样检

测，抽样检测的样品可以在生产线、仓库、市场\销售网点、客户端等的任何环

节抽取。认证检测采用的标准所规定项目均可作为监督检测项目。认证机构可针

对不同产品的不同情况，进行部分或全部项目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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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4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认证机构对产品一致性验证、抽样检测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监督检查（如

有）的有关资料/信息进行综合评价。评价通过，可继续保持认证证书、使用认

证标志；评价不通过，对监督复查时发现的不符合项应在 1 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

逾期将撤消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对外公告。 

对拒绝接受抽样检测和必要时监督检查的，认证机构应撤销该生产企业对

应的认证证书。 

5.认证证书 

5.1 认证证书的保持 

5.1.1 证书的有效性 

证书有效期为长期有效,有效期内，证书的有效性依据认证机构的定期监督

获得保持。 

5.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5.1.2.1 变更的申请 

认证后的产品，如果其产品中属于零部件的规格、型号、生产厂或涉及安全

性能的设计、机构发生变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 

5.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或需送

样品进行检测，如需送样试验，检测合格后方能进行变更。 

5.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获得认证产品为同一单元内的产品认证范围

时，应从认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认证机构应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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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差异做补充检测或检查。认证机

构确认扩展产品符合要求后，根据具体情况，向认证证书持有者颁发新的认证证

书或补充认证证书，或仅作技术备案、维持原证书。产品抽样检测按本规则的

4.2 条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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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认证范围的扩大 

根据本规则 4.1.1 条款所规定的认证单元划分原则，认证证书持有者在原有

认证单元基础上增加新的认证单元，应提出正式书面申请。 

认证证书持有者提交正式的申请文件，经认证机构确认，可安排工厂检查或

样品检测。 

5.4 认证范围的缩小 

当认证证书持有者提出不再保留某个已认证单元的认证资格时属缩小认证

产品范围，原则上应提出书面申请，经确认后注销相应的认证单元。认证证书持

有者应退还认证证书，同时停止在该认证单元的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 

5.5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5.5.1 暂停认证的条件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暂停证书，认证部用挂号信或等效方式书面通知认证

证书持有者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5.5.1.1 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因变化而达不到认证的要求； 

5.5.1.2 产品性能下降，达不到标准要求及其补充技术条件； 

5.5.1.3 用户投诉，并经查实确属质量问题，达不到认证的要求； 

5.5.1.4 认证证书持有者未按期交纳认证费用； 

5.5.1.5 认证证书持有者未经 CGC 同意不接受 CGC 对生产厂的监督复查； 

5.5.1.6 获证企业有误用认证标志或涉及认证虚假行为的； 

5.5.1.7 对一年内未生产获证产品； 

5.5.1.8 发生当认证要求更改时，未按《认证变更管理施程序》（CGC-XZ-V07）

的相应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5.5.1.9 产品获证后，如果产品质量有较大改变，并未应征得 CGC 同意； 

5.5.1.10 企业提出暂停要求的。 

5.5.2 注销认证的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注销认证证书，认证部用挂号信或等效方式书面通知认

证证书持有人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5.5.2.1 由于认证标准或其补充条件的内容发生较大变化，证书持有者认为达不

到变化的要求时，不再申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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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认证证书到期，证书持有者未提出延证申请； 

5.5.2.3 企业不再生产认证产品。 

5.5.2.4 证书的颁发有错误。 

5.5.3 撤销认证的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撤销认证证书，认证部用挂号信或等效方式书面通知认

证证书持有人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5.5.3.1 接到 CGC 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通知后，不能按期改正其存在

的问题的； 

5.5.3.2 由于产品存在严重不安全问题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5.5.3.3 使用弄虚作假或其它不正当手段骗取认证证书者； 

5.5.3.4 伪造、转让、滥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的； 

5.5.3.5 拒不缴纳认证费用的。 

6.认证标志 

证书持有者必须遵守认证机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 

6.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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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变形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不允许加施任何形式的变形认证标志。 

6.3 加施方式 

可以采用认证机构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标志（标签）、模压式或铭牌印刷三

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 

6.4 加施位置 

应在产品本体和/或其包装物明显位置上加施认证标志。 

7．认证收费 

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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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认证申请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一) 认证申请书 

(二) 生产企业概况 

 申请人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注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注册商标（商标证书的复印件）； 

 生产情况（所生产的产品年生产能力及生产历史）； 

 主要原材料登记表； 

 企业质量手册、支持性文件目录。 

（三）产品说明 

 主要技术参数说明； 

 认证单元登记表。 

（四）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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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为保证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与已获型式试验合格的样品的一致性，工厂应满足本文件

规定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 职责和资源 

1.1 职责 

    工厂应规定与质量活动有关的各类人员职责及相互关系，且工厂应在组织内指定一名质

量负责人，无论该成员在其他方面的职责如何，应具有以下方面的职责和权限：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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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确保加贴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标准的要求； 

   c)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认证标志的妥善保管和使用； 

   d)建立文件化的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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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1.2 资源 

    工厂应配备必须的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以满足稳定生产符合认证标准的产品要求；应配

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质量有影响工作的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建立并保持适

宜产品生产、检验、试验、储存等必备的环境。 

2.文件和记录 

2.1 工厂应建立、保持文件化的认证产品的质量计划或类似文件，以及为确保产品质量的相

关过程有效运作和控制需要的文件。质量计划应包括产品设计目标、实现过程、检测及有关

资源的规定，以及产品获证后对获证产品的变更（标准、工艺、关键件等）、标志的使用管

理等的规定。 

    产品设计标准或规范应是质量计划的一个内容,其要求应不低于有关该产品的国家标准

要求。 

2.2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以对本文件要求的文件和资料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些控

制应确保： 

    a)文件发布前和更改应由授权人批准，以确保其适宜性； 

    b)文件的更改和修订状态得到识别，防止作废文件的非预期使用； 

    c)确保在使用处可获得相应文件的有效版本。 

2.3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质量记录的标识、储存、保管和处理的文件化程序，质量记录应清晰、

完整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证据。 

    质量记录应有适当的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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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购和进货检验 

3.1 供应商的控制 

    工厂应制定对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供应商的选择、评定和日常管理的程序，以确保供应

商具有保证生产关键元器件和材料满足要求的能力。 

    工厂应保存对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日常管理记录。 

3.2 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供应商提供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检验或验证的程序及定期确认

检验的程序，以确保关键元器件和材料满足认证所规定的要求。 

    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检验可由工厂进行，也可以由供应商完成。当由供应商检验时,工

厂应对供应商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工厂应保存关键件检验或验证记录、确认检验记录及供应商提供的合格证明及有关检验

数据等。 

4. 生产过程控制和过程检验 

4.1 工厂应对关键生产工序进行识别，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能力，如果该工序没

有文件规定就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时，则应制定相应的工艺作业指导书，使生产过程受控。 

4.2 产品生产过程中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工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规定的要求。 

4.3 可行时,工厂应对适宜的过程参数和产品特性进行监控。 

4.4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生产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的制度。 

4.5 工厂应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进行检验，以确保产品及零部件与认证样品一致。 

5. 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工厂应制定并保持文件化的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程序，以验证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检

验程序中应包括检验项目、内容、方法、判定等。并应保存检验记录。具体的例行检验和确

认检验要求应满足相应产品的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执行。 

   例行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 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

装和加贴标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 

    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验。 

6. 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用于检验和试验的设备应定期校准和检查，并满足检验试验能力。 

    检验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应有操作规程，检验人员应能按操作规程要求，准确地使用仪器

设备。 

6.1 校准和检定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试验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

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对自行校准的，则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则和校准

周期等。设备的校准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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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保存设备的校准记录。 

6.2 运行检查 

    对用于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的设备除应进行日常操作检查外，还应进行运行检查。当发

现运行检查结果不能满足规定要求时，应能追溯至已检测过的产品。必要时,应对这些产品

重新进行检测。应规定操作人员在发现设备功能失效时需采取的措施。 

    运行检查结果及采取的调整等措施应记录。 

7. 不合格品的控制 

    工厂应建立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应包括不合格品的标识方法、隔离和处置及采取的

纠正、预防措施。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检测。对重要部件或组件的返修应作相应的

记录，应保存对不合格品的处置记录。 

8. 内部质量审核 

    工厂应建立文件化的内部质量审核程序，确保质量体系的有效性和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并记录内部审核结果。 

    对工厂的投诉尤其是对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投诉，应保存记录，并应作为内部质量审

核的信息输入。 

    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并进行记录。 

9. 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工厂应对批量生产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的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使认证产品持续符

合规定的要求。 

    工厂应建立产品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结构等影响产品符合规定要求因素的变更控制程

序，认证产品的变更（可能影响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或型式试验样机的一致性）在实施前应

向认证机构申报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 

10. 包装、搬运和储存 

    工厂所进行的任何包装、搬运操作和储存环境应不影响产品符合规定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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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针、阔叶树加工用原木树种和主要用途 
 

1、针叶树加工用原木树种、主要用途： 

1） 落叶松：枕木，建筑，船舶，车辆维修，纺织机械部件，机台木。 

2） 樟子松：建筑，胶合板，模具，船舶，车辆维修，罐道木。 

3） 马尾松：枕木，建筑，造纸，火柴，胶合板，车辆维修。 

4） 海南五针松、广东松：建筑，体育器具，模具，船舶维修，罐道木。 

5） 云南松、思茅松、高山松：鸡毛松：建筑，船舶，车辆维修，胶合板， 

枕木，机台木，造纸。 

6） 鸡毛松：建筑，船舶维修，造纸，铅笔。 

7） 红松、华山松：船舶，车辆维修，建筑，乐器，罐道木，工艺美术，纺 

织机械零件。 

8） 云杉：乐器、造纸、人造纤维、车辆维修，跳板，枕木，罐道木，建筑。 

9） 冷杉、铁杉：造纸，人造纤维，枕木，建筑。 

10） 杉木：建筑，船舶，跳板，家具。 

11） 柏木：装饰，家具，工艺雕刻，模具。 

以上未列树种，根据各地使用习惯，由各省（区）林业部门规定其主要用途；红松不用作割

制普通枕木。 

2、阔叶树加工用原木树种、主要用途： 

1） 樟木、桢楠、润楠：高级装饰，家具，胶合板，工艺雕刻。 

2） 擦木：船舶维修，装饰，家具，模具。 

3） 麻栎、柞木：体育器具，纺织机械部件，船舶维修，枕木，机台木。 

4） 红椎、栲木、楮木：船舶维修，体育器具，纺织机械部件，枕木，机台 

木。 

5） 荷木：胶合板，文教用具，家具。 

6） 水曲柳：胶合板，高级装饰，家具，乐器，体育器具。 

7） 核桃楸、黄菠萝：高级装饰，枪托，体育器具，胶合板，家具。 

8） 榆木：枕木，家具，胶合板，机台木。 

9） 结青冈、白青冈：纺织木梭，体育器具，家具，机台木。 

10） 槭木（色木）：纺织木梭，乐器，体育器具，文教用具。 

11） 栗木：纺织机械零件，船舶，车辆维修，家具。 

12） 山枣、桉木：船舶，车辆维修，家具，文教用具。 

13） 椴木：胶合板，铅笔，火柴，工艺品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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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拟赤杨：火柴，铅笔，胶合板，包装。 

15） 枫香：胶合板，家具，枕木，包装。 

16） 杨木：火柴，造纸，胶合板。 

17） 桦木：胶合板，枕木，手榴弹柄，机台木。 

18） 泡桐：装饰，胶合板，乐器，体育器具，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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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等级针阔叶加工用原木检测方法及要求 

针阔叶

原木 
缺陷名称 检测方法 

限度 

一等 二等 三等 

针 活节、死节 

最大尺不得超过检尺径的

任意材长 1m 范围内的个数

不超过 

15% 

5 个 

40% 

10 个 

不限 

不限 

阔 
死节（活节不

计） 

最大尺不得超过检尺径的

任意材长 1m 范围内的个数

不超过 

15% 

2 个 

40% 

4 个 

不限 

不限 

针阔 漏节 
在全材范围内的个数不得

超过 
不许有 1 个 2 个 

针阔 边材腐朽 厚度不得超过检尺径的 不许有 10% 20% 

针阔 心材腐朽 
面积不得超过检尺径断面

面积的 

大头允许 1%；

小头不许有 
16% 36% 

针 虫眼 
任意材长 1m 范围内的个数

不超过 
不许有 20 个 不限 

阔 虫眼 
任意材长 1m 范围内的个数

不超过 
不许有 5 个 不限 

针 纵裂、外夹皮 
长度不得超过检尺长的，杉

木其它针叶 

20% 

10% 
40% 不限 

阔 纵裂、外夹皮 长度不得超过检尺长的 20% 40% 不限 

针阔 弯曲 
最大拱高不得超过该弯曲

内曲水平长的 
1.5% 3% 6% 

针阔 扭转纹 

小头 1m 长范围内的纹理倾

斜高（宽度）不得超过检尺

径的 

20% 50% 不限 

针阔 外伤、偏枯 深度不得超过检尺径的 20% 40% 不限 

注： 1. 上表未列入缺陷不计；用作造纸、人纤浆的原料，其裂纹、夹皮、弯曲、 

扭转不计；2. 作胶合板使用的原木为一、二等；3. 乐器用料对质量有要求者，经供需双方

协商挑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