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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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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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稀土沸石是众多种沸石的一种，经过特殊加工工艺，具有矿物质活性物质分子筛，缓释作用，富

含植物所需十七种稀土元素：镧、铈、镨、钕、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钪，

钇，五十多种常量中量元素，它适宜农作物栽培，它是含有硅（经特殊物理化学加工含有偏硅酸）、

钾、钙、镁等多种金属离子由硅氧四面体和铝氧四面体构成的架状侣硅酸盐矿物，是氨离子、钾离子、

钙离子、镁离子等多种金属离子的高效离子交换剂，并首先吸咐氨离子， 对氮、磷、 钾等具有吸附、

分离双向调节作用。它的另一个性能是吸附牲强或易于极化的分子，对水的亲和力最强。由于钙-钾型

性稀土沸石具有这些独特的化学和物理性能，所以早已被人们成功的应用于肥料生产和农作物栽培。

稀土沸石与肥料接触过程中，肥料中的氨离子、钾离子被交换到沸石结晶格架中的微孔和通道中，

披农作物养份交换后的沸石，对农作物能起到离子化肥的作用，并在土壤中缓慢的释放养份，具有保

持肥效持久性，减少肥料损失，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减轻肥料对农作物的伤害作用。

稀土沸石在土壤中能提高土壤离子的交换能力，提高土壤养份含量的利用率．降低土壤粘性，提

高透水性、保水性、保肥性、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有效养分含量、调节土壤酸碱性，有机肥

除臭除味抑菌可有效的改良土壤，对于提高肥料厂和农民的经济效益、效果显著。主要功能与功效有：

1）起到了对动物粪便去除臭味，氨气的作用。

2）土壤修复：通过调节土壤pH值，促进团粒结构形成，钝化重金属，吸附有毒有害物质，均衡土

壤营养，优化根际环境，消除再植障碍，促进作物健康生长。

3）水体修复：通过离子交换，促进水体处于富氧状态；净化水体有机污染物，平衡水体营养，减

少生理性病害；促进水体有益微生物繁衍，优化动植物生长条件；促进小分子团水形成，提高水体营

养健康水平。

4）增强植物光合作用：通过修复土壤，强壮作物根系和修复细胞增强植株呼吸功能，提高作物呼

吸速率，消除代谢障碍，增加交换量，使作物成为“制氧机”、“吸纳仓”，净化空气，减轻雾霾。

5）消除种植障碍：耕地土壤病主要是污染、酸化、板结、退化、连作障碍及多种病原菌、虫害等

形成的，造成作物根系生长环境恶化，防治难度大，治理成本高，业界呼声大，是社会关注的核心问

题，成为党和政府心系“三农”的忧愁。采用净土保健、调节和改进田间投入品的科学方式，是化解

种植障碍的重要途径。

6）消除代谢障碍：由于传统作务方式改变，追求产量为“王”，大量化学品投入导致农作物细胞

变异或硅细胞壁破裂，正常营养代谢途径受阻，氮、氢、氧交换速率降低，果实合成物贫瘠，产量和

品质持续徘徊，而又大量加大投入成本。采用优化土壤团粒结构、调理物理及化学性状、增强次生代

谢的科学方式，是化解代谢障碍的主要手段。

7）消除营养障碍：由于人为盲目重注氮、磷、钾大量元素的投入，使作物缺素症广泛存在，SOD、

抗氧化物质贫瘠，超氧化阴离子毒性物质上升，抗逆性减退，各种生理性病害频发，防治成本逐年上

升，作务陋习反复上演，其品质、风味下降，效益不佳。采用“清、调、补”从修复细胞入手的科学

方式，是化解营养代谢障碍的有效措施。

由于天然斜发沸石矿的组成结构及性质会受到成矿条件差异的影响，不同产地甚至同一产地不

同区块的天然斜发沸石的组成结构及诸多性质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会影响其实际应用。

本文件为保障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的一致性，以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小佘太—固阳中生代断

陷盆地区域的天然斜发沸石矿为原材料，经过相关技术处理后，所形成的产品具有优异的性能特征，

能够满足农业生产对高品质矿物质（含稀土）有机肥添加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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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添加剂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

输和贮存、销售与服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天然斜发沸石为原料加工制备的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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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56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GB/T 8576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

GB/T 14506.3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3部分：二氧化硅量测定

GB/T 14506.6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6部分：氧化钙量测定

GB/T 14506.7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7部分：氧化镁量测定

GB/T 14506.11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11 部分：氧化钾和氧化钠量测定

GB/T 16484.3 氯化稀土、碳酸轻稀土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15 个稀土元素氧化物配分量的测

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 18382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T 18877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T 21695 饲料级 沸石粉

NY/T 1973 水溶肥料水不溶物含量和 pH 值的测定

NY/T 1978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SN/T 0480.2 出口重晶石分析方法第二部分：细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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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术语和定义中的内容适用于本文件。

3.1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 Organic Fertilizer Additive Mineral Zeolite powder
沸石族中一种含稀土多孔含水铝硅酸盐天然斜发沸石矿物，以满足有机肥添加剂用途，经过技术

处理后，研磨加工而成的粉末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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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吸氨值 ammonium chloride adsorption value
单位量的沸石用氯化铵煮沸改型后，经水洗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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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其吸氨的数值。

注：鉴于天然沸石含量变化大，用化学方法无法准确测定。但其吸氨量与沸石的含量呈线性关系，所以本文件在鉴

别确定沸石的基础上，用测定吸氨量来判定产品中沸石含量的多少。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要求

粉状，无味，无机械杂质。

4.2 理化指标

产品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项目
指标

优级 一级 合格

吸氨值
a
（mmol/100g）/（%） ≥ 100.0 90.0 80.0

水分（HO2） /（%） ≤ 8 10 12

细度 /（目） ≥ 350 300 200

pH（1:250 水浸液） 7〜9

主要矿物质成分

硅（以 SiO2计） /（%） ≥ 60 55 50

钙（以 CaO 计） /（%） ≥ 3 2.5 2

镁（以 MgO 计） /（%） ≥ 1 0.8 0.5

钾（以 K2O 计） /（%） ≥

稀土（REO 总量)
b

/（%） ≥ 10 9 7

重金属限量

汞（Hg）/（mg/kg） ≤ 5

砷（As）/（mg/kg） ≤ 2.0

镉（Cd）/（mg/kg） ≤ 3.0

铅（Pb）/（mg/kg） ≤ 5.0

铬（Cr）/（mg/kg） ≤ 5.0

a
沸石的含量与吸氨量呈线性关系，按照行业惯例，采用测定吸氨量来判定产品中沸石含量。

b
含稀土以镧铈为主的全配份轻稀土元素，以 REO 总量计。

4.3 净含量

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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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要求

除特殊说明外，本方法中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蒸馏水，应符合 GB/T 6682 中二级水的规格。

试剂、溶液配制按 GB/T 601、GB/T 603 执行；仪器、设备为一般实验室仪器、设备。

5.2 外观

产品性状和杂质采用目测法，气味采用嗅觉辨别法。

5.3 理化指标从测定

5.3.1 吸氨量

按 GB/T 21695 的规定执行。

5.3.2 水分的测定

按 GB/T 8576 规定的方法检验。

5.3.3 细度的测定

按 SN/T 0480.2 规定的方法检验。

5.3.4 pH的测定

按 NY/T 1973 的规定执行。

5.4 主要矿物质成分的测定

5.4.1 硅

按 GB/T 14506.3 的规定执行。

5.4.2 钙

按 GB/T 14506.6 的规定执行。

5.4.3 镁

按 GB/T 14506.7 的规定执行。

5.4.4 钾

按 GB/T 14506.11 的规定执行。

5.5 限量成分的测定

汞、砷、镉、铅、铬，按 NY/T 1978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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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净含量的测定

按 JJF 1070 规定的方法检验。

6 检验规则

6.1 取样与组批

6.1.1 取样

按 GB/T 18877 规定的取样要求执行。

6.1.2 组批

产品按批检验，一个生产线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批次，最大批量为 1 500 t。

6.2 检验类别及检验项目

6.2.1 检验类别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2 出厂检验

6.2.1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6.2.2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pH 值、水分、细度等。

6.2.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第 4 章要求的所有项目。

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试制、正式投产时；

b) 更换设备或长期停产再恢复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原料、工艺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3 结果判定

6.3.1 本文件产品质量合格判定，采用 GB/T 8170 中“修约值比较法”。

6.3.2生产企业进行出厂检验时，如果检验结果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应重新从加

倍采样批中采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则整批产品不应被验收

合格。

6.3.3 用户有权按本文件规定的检验规则和检验方法对所收到的产品进行核验。

6.3.4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需仲裁时，应按《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

规定执行。

7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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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包装

按 GB/T 8569 的规定执行。

7.2 标识

7.2.1 产品标识和质量证明书应按 GB/T 18877 的规定执行。

7.2.2 产品标识和内容应按 GB 18382 的规定执行。

7.2.3 产品符合附录 A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要求的，应标识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标志，见图 1。

图 1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标志

7.3 运输

产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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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防止雨淋、受潮。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存。

产品在符合本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的条件下，该产品从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 24 个月。

8 销售与服务

8.1 销售

8.1.1 基本要求

为保证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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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避免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与常规产品的混杂；

b）应建立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的定制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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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销售时，采购方应该索取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

书、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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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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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加工者和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经营者在采购时，应该对含稀土矿物质

沸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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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销售方应在销售场所设立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销售专区或陈列

专柜，并与非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销售区、柜分开。应该在显著位置摆放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

评价认定证书复印件。

8.2 服务

8.2.1 追溯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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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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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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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者应持续改进其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促进含稀土矿物质沸

石粉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的健康发展，以消除不符合或潜在不符合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生产加工、经营

销售的因素。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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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要求

A.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范围，适用于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以及贯标主体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生产加工

机构、经营销售机构、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应用生产机构等。

A.2 评价机构

由标准化组织“稀土沸石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施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活动。

A.3 评价依据

依据 T/BYXT 107 《有机肥添加剂 矿物质沸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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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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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标主体及其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的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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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覆盖所有评价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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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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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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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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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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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使用了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防伪码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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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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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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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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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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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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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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章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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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格式要求如下：

证书编号：*************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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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有机肥添加剂 矿物质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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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销售过程符合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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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销售证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销售证，基本格式要求如下：

证书编号：*************

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产品销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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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稀土矿物质沸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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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