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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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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抗菌除臭喷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稀土抗菌除臭喷剂的术语和定义、原材料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

装、标志、运输、贮存、保质期要求、销售与服务。

适用于以稀土复合抗菌剂、改性沸石分子筛为核心成分，辅以溶剂、成膜剂等功能性添加剂制备的

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适用于对鞋袜等身体穿戴接触物品的抗菌除臭用途。其他类似喷剂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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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3042-2008 包装容器 铁质气雾罐

GB/T 14449-2017 气雾剂产品的试验方法

GB/T 14669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7447-2012 气雾阀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22731 日用香精

GB/T 23769 无机化工产品 水溶液中 pH 值测定通用方法

GB/T 24346 纺织品 防霉性能的评价

BB/T 0005 气雾剂产品的标示、分类及术语

HJ 482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QB 2549 一般气雾剂产品的安全规定

WS/T 650 抗菌和抑菌效果评价方法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 号）

《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676 下列术语和定义中的内容适用于本文件。

3.1

稀土复合抗菌剂 Rare earth composite antibacterial agen
以镧（La）、铈（Ce）为主的稀土元素经纳米化工艺制备的具有抗菌活性的配合物。

3.2

改性沸石分子筛 Modified zeolite molecular sieve
通过离子交换或表面疏水改性的沸石材料，孔径范围为 0.5-1nm，用于吸附硫化氢、氨气等异味分

子。

3.3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 Rare earth antibacterial and deodorizing 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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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稀土复合抗菌剂和改性沸石分子筛材料制备的喷剂，具有杀菌与除臭功能。

4 产品分类

4.1 按包装方式分类

分为压力容器自喷型、无压力容器喷雾型。

4.2 按产品功能分类

分为即时杀菌型、长效光催化型、敏感肌肤型。

5 技术要求

5.1 材料要求

5.1.1 稀土复合抗菌剂

镧铈摩尔比（5:5〜7:3），氧空位浓度≥1×1018 spins/g，比表面积≥150m2/g。

5.1.2 改性沸石分子筛

5A 型沸石，疏水改性后接触角≥150°，氨气吸附量≥50mg/g。

5.1.3 溶剂

乙醇或植物基溶剂，纯度≥99.5%，重金属残留（Pb、As、Cd）≤0.1ppm。

5.1.4 香精

使用的香精应符合 GB/T 22731 的要求。

5.2 气雾罐容器要求

5.2.1 气雾罐应符合 GB 13042 的有关规定。

5.2.2 气雾剂阀门应符合 GB/T 17447 的规定。

5.2.3 气雾罐和气雾阀等包装容器与部件，应有生产厂产品合格证明方可使用。

5.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项 目
指 标

即时杀菌型 长效光催化型 敏感肌肤型

总固溶物

含量

稀土复合抗抑菌剂/ （%） ≥ 5 3 2

改性沸石分子筛材料/ （%） ≥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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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度（25℃）/ （mPa·s） 10〜50

干燥时间（25℃）/ （s） ≤ 20 25 30

氨 吸 附 率 ≥ 95% 97% 99%

二氧化硫吸附率/（mg/g） ≥ 96 92 90

挥发性有机气体（TVOC）吸附率/（%） ≥ 90 95% 80

抗菌性能
抗菌

a
率/ （%） ≥ 99 95 90

防霉菌 b / （等级） ≥ 0

pH 5.5〜6.5

香气 符合产品标识的气味

稳定性

耐热 （40±1）℃保持 24h，恢复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差异

耐寒 （5±1）℃保持 24h，恢复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差异

包装容器

性能

罐内压力
c
/（25

0
C，MPa） ≤0.8

喷出率/（%） ≥95

泄漏试验（50
0
C） 合格

a
试验菌种及编号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 6538)、大肠杆菌（8099）、白念珠菌（ATCC 10231）。

b
试验菌种及编号黑曲霉（AS 3.4463）、 土曲霉（AS 3.3935）。

c
仅适用于压力容器罐包装产品。

注 1：根据产品的使用要求，可以选择符合产品特性的方式及试验菌种或菌株作为试验用菌种，但所有用于检测的菌

种或菌株必须由国家相应菌种保藏管理中心提供并在报告中标明试验用菌品种及分类号，应至少选择一项试验菌种作

为产品的抗抑菌性能进行检验检测。

注 2：抗菌要求的抗菌、防霉菌项目均为可选项，允许根据产品的功能用途，选择其中相关项目用于检验检测和标识。

5.4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总固溶物含量的测定

总固溶物含量以总量计，按干燥减量法检测，计算方法如下：

总固物含量（TSC）以干燥前质量百分数计，数值以%表示，按公式（1）计算。

100
0m
1m TS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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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0——干燥前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M1——最终的干物质质量，单位为克（g）。

两个平行测定的结果之差应不大于 0.2%（质量分数）。 测定结果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6.2 粘度的测定

采用旋转粘度计（25℃±1℃）。

6.3 干燥时间的测定

采用秒表计算器计测（25℃±1℃）。

6.4 氨吸附率

按 GB/T 14669 的规定执行。

6.5 二氧化硫

按 HJ 482 的规定执行。

6.6 挥发性有机气体（TVOC）

按 GB/T 18204.2 的规定执行。

6.7 抗菌性能的测定

抗菌率按 WS/T 650 的规定执行，防霉菌按 GB/T 24346 的规定执行。

6.8 pH的测定

按 GB/T 23769 的规定执行。

6.9 香气的测定

嗅觉辨别法。

6.10 稳定性的测定

6.10.1 耐热温度性

将恒温培养箱调节到（40±1）℃，把包装完整的试样一瓶置于恒温培养箱内。24h 后取出，恢复

至室温后目测观察。

6.10.2 耐寒稳定性

将恒温培养箱调节到（5±1）℃，把包装完整的试样一瓶置于恒温培养箱内。24h 后取出，恢复至

室温后目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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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包装容器性能的测定

6.11.1 罐内压力和喷出率测定，按 GB/T 14449 的规定执行。

6.11.2 产品安全与泄漏试验，应按照 QB 2549 的规定执行。

6.12 净含量的测定

按 JJF 1070 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取样与组批

7.1.1 取样

取样以箱为单位，根据批量大小，按表 2确定样本。

表 2

批量/箱 取样/箱

≤500 5

501〜1000 8

≥1000 13

在交货地点或产品仓库随机抽取箱样本，验收包装质量时检查箱中的全部小包装，按包装外观要求

进行检验，合格总判定率为 10%，然后从每箱中随机抽取小包装，使样本总数不少于 40 瓶。

7.1.2 组批

产品应按批交，以相同原料、同一工艺条件生产的同一规格的成品为一批。

7.2 检验类别及检验项目

7.2.1检验类别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2 出厂检验

产品须经生产厂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为罐内压力、喷出率、泄漏试验、香气、pH、干燥时间、净含量项目。

7.2.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出厂检验项目和第 5 章要求的其他所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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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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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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结果判定

7.3.1 如检验不合格可重新从两倍箱样本抽取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

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3.2 交收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用仲裁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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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结果为最后依据。

8 包装、标识、运输、贮存、保质期要求

8.1 包装

产品包装应牢固、无破损、能防潮、防晒、防震。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8.2 标志

8.2.1 产品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有关规定。

8.2.2 罐体应符合 BB/T 0005 的规定。

8.2.3 符合附录 A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要求的产品，应标识如图 1样式的评价标志。

图 1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标志

8.3 运输

运输时要轻装轻卸，严禁抛掷，防止碰撞，避免淋雨、爆嗮及污染。

8.4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中，防止阳光直晒。按箱子的箭头堆放，不得倒放。严禁重

压。

8.5 保质期要求

在符合规定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在包装完整和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按

销售包装的标注执行。

9 销售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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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销售

9.1.1 基本要求

为保证稀土抗菌除臭喷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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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避免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与常规产品的混杂；

b）应建立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的定制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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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销售证明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销售时，采购方应该索取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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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证书验证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加工者和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经营者在采购时，应该对稀土抗菌除臭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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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区分陈列

对于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销售方应在销售场所设立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销售专区或陈列专柜，

并与非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销售区、柜分开。应该在显著位置摆放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评价认定证

书复印件。

9.2 服务

9.2.1 追溯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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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 召回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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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 投诉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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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持续改进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生产加工、经营销售者应持续改进其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促进稀土抗菌除臭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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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除臭喷剂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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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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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要求

A.1 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范围，适用于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以及贯标主体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生产加工机构、

经营销售机构、稀土抗菌除臭喷剂应用及服务机构等。

A.2 评价机构

由标准化组织“稀土抗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施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活动。

A.3 评价依据

依据团体标准：T/BYXT 105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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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除臭喷剂产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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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标主体及其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的生产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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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除臭喷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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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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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使用了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防伪码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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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YXT 105-202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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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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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评价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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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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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证书，格式要求如下：

证书编号：*************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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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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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除臭喷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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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销售证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销售证，基本格式要求如下：

证书编号：*************

稀土抗菌除臭喷剂产品销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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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除臭喷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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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