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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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知识产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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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能力表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表述的分类和编码规则、检验检测能力表述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中能力表述和能力库数字化建设，不纳入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范围的检验检测能力表述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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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检验检测能力 inspection and test competence 

检验检测机构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给出有效的数据或结果的能力。 

 

检验检测机构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依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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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认定 mandatory approval 

依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对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检测机构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实施的评价许可。 

 

多场所 multiple locations 

同一个检验检测机构存在两个及以上地址不同的检验检测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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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 product standard 

规定产品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方法标准 method standard 

在适合指定目的的精密度范围内和给定环境等条件下，全面表述试验活动以及得出数据、结果的方

式的标准。 

 

授权签字人  authorized signatory 

由检验检测机构授权负责批准签发报告的人员。 

 

非标方法 non-standard methods 

除国家、行业、地方、国际标准所规定方法以外的检验检测方法。 

4 分类和编码 

目的 

能力库中的检验检测能力表述应按照行业、检验检测对象和检验检测特点分别归类并进行编码，用

于资质认定部门对能力库数字化建设中检验检测依据标准（方法）的结构化解析，对检验检测依据的标

准（方法）进行整理和归集。 

分类 

4.2.1 一级分类为检验检测领域，各领域按代码分为：00食品 01建设工程 02 建材 03卫生健康 04

农牧渔业 05机动车 06公安刑事技术 07司法鉴定 08 机械 09电子信息 10轻工 11纺织服装 12环

境与环保 13水质 14化工 15医疗器械 16采矿冶金 17能源 18医学 19生物安全 20综合 99其他

等领域。 

4.2.2 二级分类为产品（项目）大类，按具体相同或相近基质、功能、性质、行业特点进行细分归类，

分类及代码见附录 A。 

4.2.3 三级分类为检测对象，检测对象包括产品（项目）小类和产品名称。 

4.2.4 四级分类为检测项目/检测参数。 

编码 

4.3.1 检验检测能力编码采用分层次编码方法，代码由 10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代码结构如下： 

a) 第 1位至第 2位数字表示一级分类代码； 

b) 第 1位至第 4位数字表示二级分类代码；  

c) 第 1位至第 10位数字表示三级分类代码。 

4.3.2 编码规则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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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检验检测能力编码规则 

注： “×”代表0-9的阿拉伯数字。 

分类和编码的修订 

分类和编码按照 4.2和 4.3依据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5 检验检测能力表述要求 

总体要求 

5.1.1 纳入资质认定范围的检验检测能力应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并公布的应当取得资质认定的

事项清单要求实行动态管理。 

5.1.2 经资质认定部门批准的检验检测能力以证书附表形式表示。证书附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经

资质认定部门能力确认的授权签字人及其由检验检测机构授权签字范围，第二部分是经资质认定部门

批准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 

5.1.3 包含多场所的，证书附表应按每个地址分别表述检验检测能力。 

5.1.4 证书附表中检验检测能力排列顺序按照本标准分类和编码规则，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包含食品领

域的，应将食品领域相关检验检测能力排在首位。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与检验检测机构有效资质认定证书上的名称一致。 

批准日期 

与检验检测机构有效资质认定证书上的批准日期一致。 

有效期至 

与检验检测机构有效资质认定证书上的有效日期一致。 

证书编号 

与检验检测机构有效资质认定证书上的证书编号一致。 

地址 

5.6.1 应为检验检测机构开展检验检测活动所需要的工作场所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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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应包括省、市（辖区市）、县（区、市）或功能区（开发区、新区、示范区、自贸区等）名称。 

5.6.3 应与机构房产证明材料（房产证、租赁合同、划拨或授权使用文件等）地址一致。 

授权签字人领域范围表述 

5.7.1 姓名 

5.7.1.1 通过考核的授权签字人姓名，应与申报的授权签字人姓名一致。 

5.7.1.2 应与其身份证明文件上的姓名一致。 

5.7.2 职务/职称 

5.7.2.1 职务应与检验检测机构或其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文件中相应的职务名称一致；若同时拥有多项

职务，则只需表述最主要一项。 

注： 职务是指人员工作的类别，包括但不仅限于领导职务。 

5.7.2.2 职称应按照各行业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的资格名称（或等同名称）表述。 

5.7.3 授权签字领域 

5.7.3.1 表述的格式为“机构授权批准签发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中序号**-**”和/或“**.**-**.**”。 

5.7.3.2 序号按照 5.8.1 或 5.8.3.2 要求最简化表述，采用升序排列且不得交叉，序号间采用分号隔

开。 

5.7.4 备注 

出现以下情况应在备注中说明： 

a) 若为新增授权签字人，表述“新增”； 

b) 若为授权签字人扩大授权范围，表述“扩大范围”； 

c) 若为同等能力的授权签字人，表述“同等能力”； 

d) 若机构两名及以上授权签字人重名的，应备注相关授权签字人身份证号码； 

e) 若含多项备注事项的，应全部列出，事项间用分号隔开。 

示例1：“新增；同等能力”。 

示例2：“扩大范围；同等能力”。 

批准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表述 

5.8.1 “序号”表述要求 

5.8.1.1 按照阿拉伯数字升序排列。 

示例：“1、2、3……”。 

5.8.1.2 为不同类别（产品/项目/参数）的序号。 

5.8.2 “类别（产品/项目/参数）”表述要求 

5.8.2.1 为检验检测活动所针对的产品、对象或产品类别，不得表述为检测项目/检测参数名称。 

5.8.2.2 应根据检测对象和标准（方法）准确界定类别（产品/项目/参数），不应超出检测依据的标

准（方法）规定的范围和检验检测机构实际开展的检测活动的范围。 

5.8.2.3 当依据的标准（方法）针对某一产品的标准时，应表述为产品名称；当依据的标准（方法）

为某一类产品的检测方法标准时，应表述为产品名称或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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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4 适用时，可将检测对象分类后再具体表述。 

5.8.3 “产品/项目/参数”表述要求 

5.8.3.1 同一“产品/项目/参数”下的多个标准之间，应分行表述，并按照 5.8.4.3.1 标准（方法）

的顺序排列；多个参数依据相同的标准（方法）时，不同参数应分别表述。 

5.8.3.2 序号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表述： 

a) 按照“*.*”升序排列，“.”前面数字与 5.8.1 序号数字一致，“.”后面数字为序列号，从

1开始排序； 

b) “产品/项目/参数”序号从“*.1”开始升序排序。 

5.8.3.3 产品/项目/参数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表述： 

a) 指检验检测活动所针对的产品属性，可包含若干参数。 

b) 不应表述为检验检测类别（产品/项目/参数）。 

c) 应明确表述涉及的产品/项目/参数，不应笼统地表述为“全部/部分项目/参数”。 

d) 成系列标准（方法）的通用要求含检测方法时，通用要求应表述在能力范围中。如果系列标准

（方法）的通用要求中规定的检验检测项目/参数能够代表系列产品的检测内容，原则上应将

通用要求的检测产品/项目/参数展开表述，需要时应在“说明”栏中表述限制范围。 

e) 非标准方法以及含检测方法的产品标准对应的产品/项目/参数应明确表述。 

f) 应在依据的标准（方法）的适用范围内。 

g) 应在不同的检验检测领域或类别（产品/项目/参数）中分别表述。 

h) 应按照依据的标准（方法）的规定规范表述，不应用缩写或简称表述（如英文缩写），依据的

标准（方法）中只有缩写或简称的除外。 

i) 同一产品/项目/参数，当依据的标准（方法）中名称与产品标准中的名称不一致或与行业管理

部门要求的名称不一致时，必须按照依据的标准（方法）中规定的产品/项目/参数名称来表述，

产品标准中的名称或行业管理部门要求的名称可在“说明”中表述。 

5.8.4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表述要求 

5.8.4.1 可申请资质认定的标准和非标方法包括： 

a)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b)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国际标准以

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c)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采用的国外标准； 

d)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政府有关部门以文件、技术规范等形式发布和指定的检验检测方法； 

e) 具有自主创新技术、具备竞争优势的团体标准可申请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申请团体标准时

需提供方法验证报告及标准发布团体出具的有关标准技术优势及领先性、创新性的相关说明； 

f)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政府有关部门指定已废止的标准或方法用于监督检查等特定工作的，以

指定的标准或方法为依据申请的项目参数仅能用于该特定工作； 

5.8.4.2 依据的标准（方法）是否在资质认定能力范围内由省级市场监管资质认定管理部门决定，非

标方法须经省级市场监管资质认定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方能作为检验检测依据。 

注： 5.8.4.1中除a)、b)外均为非标方法。 

5.8.4.3 表述规范要求 

5.8.4.3.1 同一类别（产品/检测对象）或产品/项目/参数优先选择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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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作为检验检测依据；有强制性标准的必须按照其要求；宜按国内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非标准方法和检验检测机构制定的方法顺序表述。 

5.8.4.3.2 标准方法应包括依据的标准（方法）的名称、编号、年代号、版本号，标准方法名称不加

书名号，标准代码和标准编号之间留一个半角字符的空格。 

示例：“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2-2008”。 

5.8.4.3.3 非标准方法纳入资质认定时，应准确表述检验检测方法的名称、注明检验检测方法所在的

具体版本和章节/条款号、发布单位，同时应明确表述产品/项目/参数。采用书籍、文件、公告中的非

标方法，标准名称加书名号，其他类型按照上述标准方法要求格式表述。 

示例1：“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增补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7年）3.1.11.2”。 

示例2：“《食品中吗啡、可待因、罂粟碱、那可丁和蒂巴因的测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18 年第 3 号公告附件

1），BJS 201802”。 

5.8.4.3.4 同一“类别（产品/项目/参数）及产品/项目/参数”下的多个依据的标准（方法）之间，

应分行表述，类别（产品/项目/参数）及产品/项目/参数的名称及序号合并。 

5.8.4.3.5 当依据的中文标准（方法）等同或修改采用国际标准时，相应的国际标准应同时申请资质

认定并明确表述，可表述在一行内，即标准（方法）中文名称+中文标准编号/国际标准编号。 

示例：“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滚筒式干衣机的特殊要求 GB 4706.20-2004/IEC 60335-2-11:2002”。 

5.8.4.3.6 方法标准或产品标准的采样、制样、前处理引用了专门的采样、制样、前处理标准时，如

果需要，被引用的采样、制样、前处理标准可与相应的方法标准或产品标准同时表述在检验检测能力表，

并分行表述。 

示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通则 GB 5009.156-2016 ” 

5.8.4.3.7 当检测依据的标准（方法）有补充修订版本或修改单时，应完整的表述。 

示例：“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IEC60335-1:2001+A1:2004+A2:2006”、“环境空气 臭

氧的测定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HJ 504-2009 及修改单”。 

5.8.5 “限制范围”表述要求 

5.8.5.1 限制范围作为类别（产品/项目/参数）、项目/参数、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

号）的补充，需要明确限制范围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检验检测机构不能按照依据的标准（方法）规定的适用范围进行全范围检验检测，或实际开展

的检验检测活动范围小于依据的标准（方法）规定的适用范围； 

b) 当产品/项目/参数包含多种检验检测方法时，检验检测机构不能进行所有方法的检验检测； 

c) 检验检测机构不能进行依据的标准（方法）规定的全部量程范围的检测； 

d) 其他需要予以限制的情形。 

5.8.5.2 类别（产品/项目/参数）限制范围的表述要求 

如果全部检验检测产品/项目/参数均针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检验检测对象，应将类别（产品/项目/参

数）表述细化，如果检验检测机构不具备针对全部特定类型的检验检测对象的检验检测能力，应在对应

的“限制范围”中明确“只测：……”或“不测：……”，原则上，尽可能选择字数较少的内容来表述，

如有条款限制，应以具体产品/项目/参数表述，不应只表述条款号。 

示例1：“只测：粒度为 0.2mm 以下的空气干燥煤样”； 

示例2：“不测：50Hz 三相交流电源供电的电动机”； 

示例3：“只测：环境空气” 

示例4：“4.12.1 中玩具推车、玩具婴儿车及类似玩具不测：座位表面宽度小于 14mm 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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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3 产品/项目/参数限制范围的表述要求 

当包含多种检测方法时，若机构不能按照依据的标准（方法）要求进行全部方法的检验检测时,对

于不具备检验检测能力的方法，应在“限制范围”中明确“只用：**方法、……”或“不用：**方法、……”。 

示例1：“只用：方法 1 硝酸银滴定法”； 

示例2：“不用：方法 3 巴比妥酸分光光度法”。 

5.8.5.4 其他限制范围的表述要求 

5.8.5.4.1 依据的标准（方法）为通用的方法标准时，检验检测机构应根据仪器设备配置及溯源等情

况明确量程范围，当受仪器设备量程范围、尺寸大小限制时，应在“限制范围”栏注明“只测：…～…”

或“不测：…以上、…以下”等；当检验检测机构具备依据的标准（方法）全量程范围、尺寸大小能力

时，“限制范围”不需相关表述。 

示例1：“只测：频率范围为 9kHz～6GHz 的屏蔽箱（室）”； 

示例2：“不测：（长 2000mm×宽 1500mm×高 800mm）以上的机械零件”。 

5.8.5.4.2 检验检测机构仅对产品标识标签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查，不对产品的实物与标识标签

内容真实性进行检验检测，应在“限制范围”栏注明“仅对产品标识标签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查,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或类似表述。 

5.8.5.4.3 依据国外标准的，应在“限制范围”栏注明“国外标准，仅限特定合同约定的委托检验检

测”。 

5.8.5.4.4 检验检测依据的 5.8.4.1中 c)、d)类型标准（方法）时，应在“限制范围”栏注明“仅限

**（政府任务名称）检验检测使用”。 

示例1：“仅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检验检测使用”； 

示例2：“仅限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检验检测使用”。 

5.8.5.4.5 已废止的依据的标准（方法）需列入证书附表的，应在“限制范围”栏注明“已废止标准，

仅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使用”或“已废止标准，仅限被**标准引用时使用”。 

注： 上述“**”代表为有效标准的标准代号。 

5.8.6 “说明”表述要求 

5.8.6.1 当检验检测依据的标准（方法）出现变化时应在相应的“说明”栏中注明“生效时间 标准变

更”。 

5.8.6.2 当类别（产品/项目/参数）、产品/项目/参数为新增内容或扩大原有限制的某一个或多个项

目/参数或方法时，应在相应的“说明”栏中注明“批准时间 扩项”。 

5.8.6.3 若检验检测机构利用可移动设施（如移动实验室检测车）实施检验检测活动，应在相应的“说

明”栏中注明“移动设施”。 

5.8.6.4 利用租用的仪器设备实施的检验检测，应在相应的“说明”栏中注明“租用设备”。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批准时间介于依据的标准（方法）发布与实施之间的过渡期，若依据的标准（方

法）为首次发布，则应在对应的“说明”栏注明“****年**月**日起检验检测能力生效”；若依据的标

准（方法）为重新修订，检验检测机构若保留即将废止的标准（方法）的检验检测能力，则在即将废止

的标准（方法）对应的“说明”栏注明“****年**月**日起不具备检验检测能力”,检验检测机构应在

依据的标准（方法）废止后及时办理取消相关检验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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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分类及代码 

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00 食品 

0001 食品微生物 

0002 食品常规理化 

0003 食品中食品添加剂 

0004 食品中元素 

0005 生物毒素 

0006 农药残留 

0007 兽药残留 

0008 动植物源性成分 

0009 转基因成分 

0010 过敏原成分 

0011 毒理学试验 

0012 非法添加物 

0013 食品感官 

0014 包装饮用水（参数） 

0015 饮用天然矿泉水（参数） 

0016 保健食品及原料（参数） 

0017 食品添加剂（参数） 

0018 消毒餐（饮）具（参数） 

0019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参数） 

0020 食品安全事故致病因子 

0021 粮食加工品 

002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0023 调味品 

0024 肉制品 

0025 乳制品 

0026 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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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0027 方便食品 

0028 饼干 

0029 罐头 

0030 冷冻饮品 

0031 速冻食品 

0032 薯类和膨化食品 

0033 糖果制品 

0034 茶叶及相关制品 

0035 酒类 

0036 蔬菜制品 

0037 水果制品 

0038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0039 蛋制品 

0040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0041 食糖 

0042 水产制品 

0043 淀粉及淀粉制品 

0044 糕点 

0045 豆制品 

0046 蜂产品 

0047 保健食品（产品） 

0048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0049 婴幼儿配方食品 

0050 特殊膳食食品 

0051 其他食品 

0052 食品添加剂（产品） 

0053 食品相关产品 

0099 其他 

01 建设工程 
0101 建筑工程 

0102 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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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0103 铁路工程 

0104 市政工程 

0105 道路工程 

0106 隧道工程 

0107 桥梁工程 

010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109 水利水电工程 

0110 水运工程 

0111 人防工程 

0199 其他 

02 建材 

0201 水泥及胶凝材料 

0202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 

0203 骨料和集料 

0204 混凝土 

0205 砂浆 

0206 掺合料和外加剂 

0207 工程用水 

0208 墙体屋面地面材料 

0209 预制构件和构配件 

0210 加固材料 

0211 岩石石材及其制品 

0212 木材板材及其制品 

0213 土和土工合成材料 

0214 密封和防水材料 

0215 胶粘剂 

0216 管网材料及配套 

0217 涂料及辅料 

0218 塑料及制品 

0219 纤维制品和膜结构材料 

0220 保温材料及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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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0222 暖通产品及设施 

0223 建筑幕墙和门窗 

0224 建筑玻璃 

0225 路基路面材料 

0226 支座及伸缩装置 

0227 交通安全设施 

0228 交通机电设施 

0229 水利水电材料 

0230 建筑隔震与消能减震装置 

0299 其他 

03 卫生健康 

0301 生活饮用水和水源水 

0302 涉水产品 

0303 公共场所 

0304 居家和办公场所 

0305 洁净区域及相关设备设施 

0306 生物安全区域及相关设备设施 

0307 消毒与灭菌效果 

0308 改厕环境 

0309 病媒生物 

0310 学校卫生 

0311 毒性鉴定 

0312 实验动物及动物房环境 

0313 辐照装置 

0314 实验场所 

0399 其他 

04 农牧渔业 

0401 理化 

0402 微生物 

0403 转基因 

0404 农药残留 

0405 兽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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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0406 生物毒素 

0407 元素 

0408 感官 

0409 寄生虫 

0410 农林土壤 

0411 农业用水水质 

0412 农业大气 

0413 林产品（参数） 

0414 农业投入品（参数） 

0415 种植业产品 

0416 畜牧业产品 

0417 水产品 

0418 林产品 

0419 农业投入品 

0499 其他 

05 机动车安检 

0501 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0502 中型载客汽车 

0503 大型载客汽车 

0504 专用校车 

0505 三轴及以上客车和铰接客车 

0506 
低速货车、微型、轻型、中型、重型载货汽车（危化品载货汽

车除外） 

0507 轻型、中型、重型挂车（危化品挂车除外） 

0508 危化品载货汽车 

0509 危化品挂车 

0510 专项作业车 

0511 三轮汽车 

0512 两轮摩托车 

0513 三轮摩托车 

0514 机动车排放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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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0515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0516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 

0599 其他 

06 公安刑事技术 

0601 DNA 鉴定 

0602 理化鉴定 

0603 声像资料鉴定 

0604 电子数据鉴定 

0605 环境损害鉴定 

0699 其他 

07 司法鉴定 

0701 法医物证 

0702 法医毒物 

0703 微量物证 

0704 声像资料 

0705 环境损害 

0799 其他 

08 机械 

0801 通用零部件 

0802 工具类 

0803 机床类 

0804 锅炉及原动设备 

0805 金属加工机械 

0806 物料搬运设备 

0807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 

0808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 

0809 烘炉、风机、包装等设备 

0810 文化、办公用机械 

0811 其他通用设备 

0812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 

0813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 

0814 食品、饮料、烟草及饲料生产专用设备 

0815 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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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0816 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 

0817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 

0818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 

0819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0820 环保、邮政、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 

0821 汽车整车 

0822 汽车用发动机 

0823 改装汽车 

0824 低速汽车 

0825 电车 

0826 汽车车身、挂车 

0827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0828 铁路运输设备 

0829 船舶及相关装置 

083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 

0831 飞机 

0832 摩托车 

0833 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 

0834 助动车 

0835 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 

0836 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明运输设备 

0837 电机 

0838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0839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 

0840 电池 

0841 家用电力器具 

0842 非电力家用器具 

0843 照明器具 

0844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 

08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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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09 
电子信息（待

确认） 

0901 计算机 

0902 通信设备 

0903 广播电视设备 

0904 雷达及配套设备 

0905 电视机、音响、影视录放设备 

0906 智能消费设备 

0907 电子器件 

0908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 

0909 其他电子设备 

0910 信息处理和存储设备 

0911 集成电路 

0912 互联网接入设备 

0913 互联网服务设备 

0914 软件产品 

0915 信息技术产品 

0999 其他 

10 轻工 

1001 制浆造纸及纸制品 

1002 橡胶和塑料制品 

1003 文教体育和娱乐用品 

1004 木材和木、竹、藤、棕、草制品 

1005 玩具及婴童用品 

1006 家具 

1007 工艺美术产品 

1008 日用五金 

1009 日用硅酸盐制品 

1010 日用杂品 

1011 眼镜 

1012 包装材料、容器及运输包装 

1013 卫浴产品 

1014 劳保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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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1015 烟草制品 

1099 其他 

11 纺织服装 

1101 纤维 

1102 纱线 

1103 纺织品及其制品 

1104 产业用纺织品 

1105 羽绒羽毛及其制品 

1106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1107 鞋及鞋材 

1108 防护用品 

1199 其他 

12 环境与环保 

1201 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 

1202 环境空气和废气 

1203 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1204 固体废物 

1205 噪声 

1206 振动 

1207 海水 

1208 海洋沉积物 

1209 海洋生物体质量 

1210 生物 

1211 油气回收 

1212 电磁辐射 

1213 电离辐射 

1214 消耗臭氧层物质 

1299 其他 

13 水质 

1301 饮用净水 

1302 生活饮用水 

1303 自来水 

1304 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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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1305 海水淡化 

1306 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 

1307 水处理物质 

1399 其他 

14 化工 

1401 基础化学原料 

1402 肥料 

1403 农药 

140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 

1405 合成材料 

1406 专用化学产品 

1407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 

1408 日用化学产品 

1409 其他 

15 医疗器械 

1501 有源手术器械 

1502 无源手术器械 

1503 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 

1504 骨科手术器械 

1505 放射治疗器械 

1506 医用成像器械 

1507 医用诊察和监护器械 

1508 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 

1509 物理治疗器械 

1510 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 

1511 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器械 

1512 有源植入器械 

1513 无源植入器械 

1514 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 

1515 患者承载器械 

1516 眼科器械 

1517 口腔科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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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1518 妇产科、辅助生殖和避孕器械 

1519 医用康复器械 

1520 中医器械 

1521 医用软件 

1522 临床检验器械 

16 采矿冶金 

1601 煤炭 

1602 石油和天然气 

1603 黑色金属矿 

1604 有色金属矿 

1605 贵金属矿 

1606 稀有稀土金属 

1607 非金属矿 

1608 黑色金属和压延加工制品 

1609 有色金属和压延加工制品 

1610 金属制品 

1611 无损探伤 

1612 金属材料机械性能 

1613 金属材料微观结构 

1614 金属材料腐蚀试验 

1615 金属材料物理性能 

1616 粉末、微纳米材料 

1617 冶金材料 

1618 冶金其他 

17 能源 

1701 石油产品 

1702 煤炭 

1703 核燃料 

1704 生物质燃料 

1705 电力 

1706 燃气 

1707 节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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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代码 
检验检测领域 二级代码 产品（项目）大类 

1799 其他 

18 医学 

1801 临床检验 

1802 免疫学 

1803 细菌学 

1804 病理学 

1899 其他 

19 生物安全 

1901 进出境的动植物 

1902 进出境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1903 进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 

1904 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 

1999 其他 

20 综合 

2001 出口商品检验 

2002 进口商品检验 

2003 电磁兼容 

2004 仪器仪表 

2099 其他 

99 其他 9901  

注： 检验检测能力的领域分类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编号规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

制度、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检验检测管理行业分类代码,并结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实际及特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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