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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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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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稀土产业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工信和科技局、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包

头市白云鄂博矿区投资促进中心、包头市礼尚稀都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桑谷农业有限公司、包头市

稀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圣飞运营科技有限公司、包头市稀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炎黄医养科技有

限公司、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稀土产业标准化技术研究院、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稀土产业标准化协会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为：侯照东、王亚雄、张翼鹏、邢连凤、赵浤程、王燕军、尹志军、王振洲、于永

波、王强、那剑、侯权恒、侯倩文、焦智斌、段羚、成志平、石晓丽、王鸿宇、张沛宇、赵艳霞、司春英、

白夜明、王丽、韩乐、梁婉婷、武小丽、敖日格乐、张文权、张燕、刘彬、袁玉静、张康丽、赵璐、李明、

池慧。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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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料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

和贮存、销售与服务。

本文件适用于含有稀土沸石制成的猫砂的生产加工与经营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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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03.1 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GB/T 6003.1-1997,eqv ISO 3310-1:1990)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和其他挥发性物质含量的测定(GB/T 6435 一 2006,ISO 6496;1999,IDT)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6682-1992,neq ISO 3696:1987)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T 13079-2006 饲料中总砷的测定

GB/T 13080 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13081 饲料中汞的测定

GB/T 13082 饲料中镉的测定方法

GB/T 14699.1 饲料采样(GB/T 14699.1-2005,ISO 6497:2002,IDT)

GB/T 15676 稀土术语

GB/T 17803 稀土产品牌号表示方法

GB/T 21695 饲料级 沸石粉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 Rare earth zeolite antibacterial adsorption purification of cat

litter

以稀土元素螯合沸石，用于。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产品牌号/型号、分类、品名等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基本要求

产品牌号/型号 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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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ZAAM-G01
a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

a
产品牌号参考 GB/T 17803 的表示方法，第一层用稀土（Rare earth ）首字母“RE”表示；第二层“ZAAM”表

示沸石矿物元素饲料配剂产品，“ZAAM”为沸石矿物元素饲料配剂的英文名称 zeolite antibacterial

adsorption material 缩写；第 3层“G01-G03”序号，表示固体产品型号；“Y01-Y04”序号，表示液体产品

型号。

4.3 感官性状

本品为无臭无味，具有矿物本身自然色泽的粉末或颗粒。

4.4 理化指标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要求。

表 2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吸毒量

黄曲霉毒素 B1/（%） ＞ 90 92

赤霉烯酮/（%） ＞ 12 17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

毒素）/（%） ＞
14 20

吸氨量/(mmol/100 g) ≥ 100.0 90.0

有机物/（mg/kg） ≤ 0.1 0.1

砷(As)(质量分数)/% ≤ 0.002

汞(Hg)(质量分数)/% ≤ 0.000 1

铅(Pb)(质量分数)/% ≤ 0.002

镉(Cd)(质量分数)/% ≤ 0.001

细度(通过孔径为 09mm 试验筛)/% ≥ 95.0

4.5 技术指标

4.3.1 产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产品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RE-ZAAM-G01

稀土元素
a
（以氧化物计），% ≤ 0.25

沸石含量
a
，%

a
稀土元素指镧、铈氧化物含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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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净含量

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5 试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用眼观、鼻嗅、手触进行。

5.2 吸毒量检测

黄曲霉菌毒素 B1 按 NY/T 2071 规定执行。

赤霉烯酮按 GB/T 19540 规定执行。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按 GB/T 30956 规定执行。

5.3 吸氨量的测定

5.3.1 原理

试样用氯化钱煮沸改型，经水洗涤后,再加氯化钾溶液作用,将交换的铵离子置换出来，然后加入甲

醛,被置换出的铵离子和甲醛作用生成盐酸，用标准氢氧化钠溶液滴定，计算其吸氨量。

5.3.2 分析步骤

称取1.000g(准确至0.001g)试样置于250mL烧杯中,加入1.0mol/L 氯化铵溶液50 mL和少许纸浆,

在电热板上煮沸并保温 30min。取下,用慢速滤纸过滤，用煮沸的 1.0mol/L 氯化铵溶液洗涤,直至流出

的溶液中无钙、镁离子为止(检查方法:在小烧杯中加几毫升氨-氯化铵缓冲溶液和 1 滴酸性铬蓝 K 指示

剂，承接一些滤液，如溶液不变红色，说明已洗净)。再改用温水洗涤至无氯离子(硝酸银溶液检查)用

水将漏斗尾部冲洗一下，防止少量氯化铵沾污。漏斗改用清洁的 250 mL 烧杯承接,分三次加入煮沸的

1.0ml/L 氯化钾溶液 80 mL。待漏斗中溶液流完后,在烧杯中加人甲醛溶液 15mL,以酚为指示剂,用

0.1mol/L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红色。再在烧杯中接取一次 1.0 mol/L 氯化钾溶液,如溶液红色 30s

不褪色，表示终点已到,如红色褪去,则应重复滴定至稳定的红色为止。以三次滴定所消耗的氢氧化钠标

准溶液的总体积计算结果。

5.3.3 分析结果的表述

按 GB/T 21695 中规定的进行。

5.3.4 允许差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15mmol/100

g。

5.4 有机物

按 GB/T 5750.8 规定执行。

5.5 感官性状的检验

采用目测及嗅觉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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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砷含量

称取试样约 2.000g(准确至 0.001g),以下按 GB/T 13079-2006 银盐法执行。

5.7 汞含量

称取试样约 1.000g(准确至 0.001g),以下按 GB/T 13081 执行。

5.8 铅含量

称取试样约 2.000g(准确至 0.001g)以下按 GB/T 13080 执行。

5.9 镉含量

称取试样约 2.000g(准确至 0.001g),以下按 GB/T 13082 执行。

5.10 细度

5.10.1 方法提要

用筛分法测定筛下物含量。

5.10.2 仪器、设备

试验筛:符合 GB/T 6003.1 中 R40/3 系列的要求,φ200mm×500mm/900μm。

5.10.3 分析步骤

称取 50g 试样(准确至 0.1g)。置于试验筛中进行筛分,将筛下物称量(称准至 0.1g)。

5.10.4 分析结果的表述

按 GB/T 21695 中规定的进行。

5.10.5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5%。

5.11 稀土元素的测定

按 ICP-OES 分析法执行。

5.12 净含量

按 JJF 1070 规定的方法检验。

6 检验规则

6.1 采样方法

按 GB/T 14699.1 进行。

6.2 出厂检验

6.2.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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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班、同原料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

6.2.2 出厂检验项目

感官性状、水分、细度、吸毒量

6.2.3 判定方法以本标准的有关试验方法和要求为依据,对抽取样品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检验结

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有任何一项不符合标准

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不能出厂。

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改变配方或生产工艺;

b）正常生产每半年或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

c）国家技术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项目

为本标准第 4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6.3.3 判定方法

以本标准的有关试验方法和要求为依据。检验结果如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加倍抽样复检,
复检结果如仍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型式检验不合格。

7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7.1 包装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采用双层包装。内包装采用两层食品级聚乙烯塑料薄膜袋,厚度不小于

0.06mm。外包装采用聚丙烯塑料编织袋。

7.2 标识

7.2.1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包装袋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按 GB 10648 的规定执行。

7.2.2 产品符合附录 A稀土沸石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要求的，应标识图 1的评价标志。

图 1 稀土沸石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标志

7.3 运输和贮存

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雨淋、受潮,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运。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防止雨淋、受潮。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存。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在符合本标准包装、运输和贮存的条件下,该产品从生产之日起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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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4 个月。

8 销售与服务

8.1 销售

8.1.1 基本要求

为保证稀土沸石产品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销售者在销售过程中应该采取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应该避免稀土沸石产品与常规产品的混杂；

b）应建立稀土沸石产品的定制生产、运输、贮存、出入库和销售等记录；

c）应建立统一市场管理体制机制，包括不限于统一市场销售管理、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等。

8.1.2 销售证明

稀土沸石产品销售时，采购方应该索取稀土沸石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稀土沸石产品销售

证等证明材料。评价证书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产品销售证应符合附录 C 的要求。

8.1.3 证书验证

稀土沸石产品加工者和稀土沸石产品经营者在采购时，应该对稀土沸石产品评价认定证书的真伪进

行验证，并留存认定证书复印件。

8.1.4 区分陈列

对于稀土沸石产品，销售方应在销售场所设立稀土沸石产品销售专区或陈列专柜，并与非稀土沸石

产品销售区、柜分开。应该在显著位置摆放稀土沸石产品评价认定证书复印件。

8.2 服务

8.2.1 追溯

稀土沸石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者应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保持可追溯的生产全过程的详细记录，

包括不限于标准执行、生产加工记录、仓储记录、出入库记录、销售记录等，以及可跟踪的生产批号系

统。

8.2.2 召回

稀土沸石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者应建立和保持有效的产品召回制度，包括产品召回的条件、召回产

品的处理、采取的纠正措施、产品召回的演练等，并保留产品召回过程中的全部记录，包括召回、通知、

补救、原因、处理等。

8.2.3 投诉

稀土沸石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者应建立和保持有效地处理客户投诉的程序，并保留投诉处理全过程

的记录，包括投诉的接受、登记、确认、调查、跟踪、反馈。

8.2.4 持续改进

稀土沸石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者应持续改进其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促进稀土沸石生产加工、经营销

售的健康发展，以消除不符合或潜在不符合稀土沸石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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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沸石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者应该：

——确定不符合的原因。

——评价确保不符合不再发生的措施的需求。

——确定和实施所需的措施。

——记录所采取措施的结果。

——评审所采取的纠正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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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稀土沸石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规范

A.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范围，适用于稀土沸石产品，以及贯标主体稀土沸石产品生产加工机构、经营销售机构、

稀土沸石应用生产机构等。

A.2 评价机构

由标准化组织稀土沸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施稀土沸石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活动。

A.3 评价依据

依据 T/BYXT 063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团体标准。

A.4 评价程序与规则

A.4.1 评价申请

A.4.1.1 评价申请

由贯标主体自愿提出申请，并提供评价申请书。

A.4.1.2 申请公开

评价组织机构受理贯标主体提出的评价申请，应至少公开以下信息：

——评价范围及有效期。

——评价程序和评价要求。

——评价依据。

——评价组织机构和贯标主体委托人的权利与义务。

——评价组织机构处理申诉、投诉和争议的程序。

——批准、注销、变更、暂停、恢复和撤销评价证书的规定与程序。

——对贯标主体正确使用评价标识、防伪码、证书的要求。

——对获证贯标主体正确宣传稀土沸石产品的要求。

A.4.2 受理条件

评价组织机构受理贯标主体评价申请的条件，包括：

——贯标主体及其相关方应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其生产加工或经营销售的产品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要求，并应拥有产品的所有权。

——申请评价的产品应在本规则评价依据的相关标准范围内。

——贯标主体在三年内未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故。

——贯标主体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贯标主体应至少提交以下文件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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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贯标主体的合法经营资质文件的复印件；

b）贯标主体及其稀土沸石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的基本情况；

c）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管理手册和操作规程。

d）承诺守法诚信，接受评价组织机构，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保证提供材料真实、执行贯

标标准、技术标准实施规则相关要求的声明。

A.4.3 审查

对符合 A.4.2 要求的贯标主体，评价组织机构应根据评价依据、评价规则要求，在 10 个工作日内

对提交的申请文件和资料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保存审查记录。

A.4.3.1 审查要求

——评价要求规定明确，并形成文件和得到理解。

——评价组织机构和贯标主体之间在理解上的差异得到解决。

——对于申请的评价范围，贯标主体的工作场所和任何特殊要求，评价组织机构均有能力开展评价

服务。

A.4.3.2 初审意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评价申请。

——对不予受理的，应书面通知贯标主体，并说明理由。

A.4.3.3 审查培训

评价组织机构可采取必要措施帮助贯标主体及直接进行贯标评价培训，使其正确理解贯标标准和执

行标准的要求。

A.4.4 现场检查

A.4.4.1 现场检查准备

A.4.4.1.1 根据贯标主体所申请评价对象范围，评价组织机构应委派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检查员组成

检查组。

A.4.4.1.3 评价组织在现场检查前应向检查组下达检查任务书，应包含以下内容：

——检查依据，包括评价依据、评价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检查范围，包括检查的对象范围和过程范围等。

A.4.4.1.4 评价组织机构可向贯标主体出具现场检查通知书，将检查内容告知贯标主体。

A.4.4.1.5 检查组应制定书面的检查计划，经评价组织机构审定后交贯标主体并获得确认。为确保评价

全过程的完整性，检查计划应：

——覆盖所有评价对象范围的全部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活动。

——覆盖评价对象范围相关的所有生产加工场所和经营销售场所。

——适用时，可覆盖所有评价稀土沸石产品的二次分装或分割的场所、运输贮存产品的仓储、码头

等场所。

A.4.4.2 现场检查实施

检查组应根据评价依据对贯标主体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活动进行评审，核实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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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贯标主体按照 A.2 条款所提交的文件的一致性，确认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过程与评价依据的符合性。

检查过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对生产加工过程、产品和场所的检查。

——对生产加工、经营销售人员进行访谈。

——对评价对象有关的文件与记录进行审核。

——对评价对象的产量与销售量进行衡算。

——对产品追溯体系、评价标识和销售证的使用管理进行验证。

——对贯标主体持续改进进行评估。

——采集必要的样品。

——对上一年度提出的不符合项采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进行验证。

——检查组在结束检查前，应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向受检查方和贯标主体确认检查发现的不符合

项。

A.4.5 样品检测

——评价组织机构应编制抽样检测的技术文件，对抽样检测的项目、频次、方法、过程等作出要求。

——评价组织机构应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样品检测。

——稀土沸石生产或加工中允许使用限量物质的残留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A.4.6 检查报告

评价组织应规定检查报告的基本格式，包括：

——检查报告应叙述 A.4.4 至 A.4.5 列明的各项要求的检查情况，就检查证据、检查发现和检查结

论逐一进行描述。

——对识别出的不符合项，应用写实的方法准确、具体、清晰描述，以易于贯标主体及其相关方理

解。不得用概念化的、不确定的、含糊的语言表述不符合项。

——检查报告应随附必要的证据或记录，包括文字或照片或音视频等资料。

——检查组应通过检查报告提供充分信息对贯标主体执行标准的总体情况作评价，对是否通过评价

提出意见建议。

——评价组织机构应将检查报告提交给贯标主体。

A.4.7 评价决定

A.4.7.1 评价组织机构应在现场检查和产品检测结果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作出评价决定。

A.4.7.2 对符合以下要求的贯标主体，评价组织机构应颁发评价证书。评价证书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生产加工或经营销售活动及其他检查证据符合本规则和评价标准的要求。

——生产加工或经营销售活动及其他检查证据虽不完全符合本规则和评价依据标准的要求，但贯标

主体已经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不符合项纠正和/或纠正措施，并通过评价组织验证。

A.4.7.3 贯标主体的生产加工或经营销售活动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评价组织机构不应批准评价决定。

——提供虚假信息，不诚信的。

——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产品检测发现存在禁用物质的，或者限量重金属超标的。

——申请评价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技术标准强制要求的。

——一年内出现重大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或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被撤销评价证书的。

——未在规定的期限完成不符合项纠正和/或纠正措施，或提交的纠正和/或纠正措施未满足评价要

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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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符合本规则评价标准要求，且无法纠正的。

A.4.8 申诉

——贯标主体如对评价决定结果有异议，可在 10 日内向评价组织机构申诉，评价组织机构自收到

申诉之日起，应在 30 日内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贯标主体。

——贯标主体如认为评价组织机构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可以直接向监管部门申诉。

A.5 评价管理

A.5.1 评价后管理

A.5.1.1 评价组织机构应每年对获证贯标主体至少安排一次获证后的现场检查。实施不通知检查时应在

现场检查前 48 小时内通知获证贯标主体。

A.5.1.2 评价组织机构应及时了解和掌握获证贯标主体变更信息，对获证贯标主体实施有效跟踪，以保

证其持续符合评价的要求。

A.5.1.3 评价组织机构与贯标主体应明确约定获证贯标主体需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向评价组织通报

以下信息：

——法律地位、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变更的信息。

——获证贯标主体管理层、联系地址变更的信息。

——评价对象的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状况、过程或生产加工、经营销售场所变更的信息。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销售场所周围发生重大动植物疫情、环境污染的信息。

——生产加工、经营销售中发生的产品质量安全重要信息，如相关部门抽查发现存在严重质量安全

问题或消费者重大投诉等。

——获证贯标主体因违反国家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不合格品撤回及处理的信息。

——销售证的使用情况。

——其他重要信息。

A.5.1.4 销售证和防伪码

A.5.1.4.1 销售证是获证产品所有人贯标主体提供给买方的交易证明。销售证应符合附录 C 的要求。对

于使用了稀土沸石产品防伪码的产品，评价组织机构可不颁发销售证。

A.5.1.4.2 贯标主体与购买方签订的供货协议的获证产品需要销售证时。可向评价组织机构申请，应提

供获证产品范围和数量、发票、发货凭证等进行报备审核。对符合要求的颁发销售证；对不符合要求的

应监督其整改，否则不能颁发销售证。

A.5.1.4.3 销售证由获证贯标主体交给购买方。获证贯标主体应保存已颁发的销售证的复印件，以备评

价组织机构审核。

A.5.1.4.4 评价组织机构应按照评价证书编码规则编号，对获证产品销售证及防伪码进行编号，并采取

有效防伪、追溯技术，确保发放的每个获证产品销售证或防伪码能够溯源到其对应的评价证书和获证产

品及其生产加工、经营销售单位。

A.5.1.4.5 评价组织机构对其颁发的销售证或防伪码的正确使用负有监督管理的责任。

A.5.2 再评价

A.5.2.1 获证贯标主体应至少在获证产品证书有效期结束前 3 个月向评价组织机构提出再评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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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贯标主体的获证产品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过程未发生变更时，评价组织机构可适当简化申请评审程

序。

A.5.2.2 评价组织机构应在评价证书有效期内进行再评价检查。

A.5.2.3 对超过 3个月仍不能再评价的获证产品及经营销售，应按初次评价实施。

A.5.3 评价证书、标识管理

A.5.3.1 评价证书基本格式

评价组织机构应依据评价依据和评级程序与规则对合格评价对象颁发的评价证书，评价证书基本格

式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A.5.3.2 评价证书的变更

获证产品在评价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贯标主体应当在 15 日内向评价组织机构申请

变更。评价组织机构应当自收到评价证书变更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评价证书进行变更：

——贯标主体或者获证产品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机构名称或者法人性质发生变更的。

——产品种类和数量减少的。

——其他需要变更评价证书的情形。

A.5.3.3 评价证书的注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价组织机构应当在 30 日内注销评价证书，并对外公布：

——评价证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使用的。

——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获证产品的贯标主体申请注销的。

——其他需要注销评价证书的情形。

A.5.3.4 评价证书的暂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价组织机构应当在 15 日内暂停评价证书，评价证书暂停期为 1至 3个月，

并对外公布：

——未按照规定使用评价证书或者评价标识的。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等活动不符合评价要求，且经评价组织机构评估在暂停期限内

能够能采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其他需要暂停评价证书的情形。

A.5.3.5评价证书的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价组织机构应当在 7 日内撤销评价证书，并对外公布：

——获证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

——获证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强制要求或者被检出国家标准禁用物质的。

——获证产品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活动中使用了禁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

——获证产品的贯标主体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的。

——获证产品的贯标主体超范围使用评价标识的。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等活动不符合评价要求，且在评价证书暂停期间，未采取有效

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获证产品的贯标主体对相关方重大投诉且确有问题未能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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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产品的贯标主体从事贯标评价活动因违反国家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相关行政处罚

的。

——获证产品的贯标主体拒不接受评价监管部门或者评价组织机构对其实施监督的。

——其他需要撤销评价证书的情形。

A.5.3.6评价证书的恢复

A.5.3.6.1 评价证书被注销或撤销后，评价组织机构不能以任何理由恢复评价证书。

A.5.3.6.2 评价证书被暂停的，需在证书暂停期满且完成对不符合项的纠正或纠正措施并确认后，评价

组织机构方可恢复评价证书。

A.5.3.7 评价证书的暂停

评价证书暂停期间，评价组织机构应通知并监督获证贯标主体停止使用评价证书和标识，获证贯标

主体同时应封存带有评价标识的相应批次产品。

A.5.3.8 评价证书撤销后的标识处理

A.5.3.8.1 评价证书被注销或撤销的，获证贯标主体应将注销、撤销的获证产品评价证书和未使用的标

识应交回评价组织机构，或由获证贯标主体在评价组织机构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识和带有获证产品评价

标识的产品包装，必要时，贯标主体应召回相应批次带有获证产品评价标识的产品。

A.5.3.8.2 评价组织机构有责任和义务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各类无效的评价证书和标识被继续使用。

A.5.3.8.3 对于无法收回的获证证书和标识，评价组织机构应及时在相关媒体和网站上公布注销或撤销

评价证书的决定，声明获证证书及标识作废。

A.5.3.9 评价标识

A.5.3.9.1 贯标主体自愿贯标并向评价组织机构提交办理评价产品入库，贯标产品评价信息声明公开

后，可向评价组织机构申请评价标识使用授权。评价标识应符合 7.2.3 章规定的图 1 的要求。

A.5.3.9.2 评价标识使用与管理，应符合如下要求：

——贯标主体的获证产品，应该在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图 1 给定的标识。

——贯标主体在获证产品加施的标识，可以根据产品的特性，釆取粘贴或印刷等方式直接加施在产

品或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不直接零售的加工原料，可以不加施。

——印制的获证产品标识中的文字、图形或符号等应该清晰、醒目。图形、符号应该直观、规范。

文字、图形、符号的颜色与背景色或底色应该为对比色。

——印制在获证产品标签、说明书及广告宣传材料上的图 1 标识，可以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不

应该变形、变色。

A.5.4 评价信息报告

A.5.4.1 评价组织机构应在 10 日内将暂停、撤销评价证书相关贯标主体及获证产品的名单及暂停、撤

销原因等，通过官方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

A.5.4.2 评价组织机构在获知获证贯标主体发生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后，应及时将相关信息向评价组织和

所在地的政府监管部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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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稀土沸石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

稀土沸石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格式要求如下：

证书编号：*************

稀土沸石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

贯标主体（证书持有人）名称： ************************

地址： ************************

生产加工/经营销售企业名称： ************************

地址： ************************

评价对象类别：生产加工/经营销售

评价依据：

T/BYXT 063 稀土沸石抗菌吸附净化猫砂

评价范围：

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加工/经营销售 质量控制 信息公开

以上产品及其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过程符合稀土沸石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规范，特发此证。

初次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本次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证书有效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评价机构印章） （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标识）

评价机构名称：

评价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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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稀土沸石产品销售证

稀土沸石产品销售证，基本格式要求如下：

证书编号：*************

稀土沸石产品销售证

销售证编号：

评价证书编号：

评价类别：

贯标主体（证书持有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描述：

购买单位：

数（重）量：

产品批号：

发票号：

合同号：

交易日期：

售出单位：

此证书仅对购买单位和获得稀土沸石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获证产品交易有效。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评价机构印章）

评价机构名称：

评价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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