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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联盟发布，版权归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联盟所有。 

本文件代替 CR-1-0303:2018《物流机器人 CR认证实施规则》。本文件自发布、实施之日起生

效，过渡期为 12 个月。过渡期内获证企业应向发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认证变更工作应在规定时

限内完成，变更期间原证书持续有效。本文件发布、实施之日前签发的 A模式证书有效性不受本次

实施规则修订的影响。与 CR-1-0303:2018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变化如下： 

— 在第 2章“认证模式要求”中修改了 A模式的说明，证书有效期为 3年，证书仅对单个产品

有效（在证书上注明产品的序列号）； 

— 在第 3章“认证申请”中修改 EMC为必做； 

— 在第 3.1章节“认证单元划分”中修改了单元划分要求描述； 

— 将第 4.2章节的名称修改为“依据标准”； 

— 在第 4.2章节中进行修改，将标准年号去掉，更改出口标准，修改依据标准中引用的标准； 

— 在第 4.4章节“型式试验时限”中修改了时限描述； 

— 将第 4.5章节名称改为“型式试验结果判定”； 

— 在第 4.5章节中进行修改，将整改限期 6个月删除； 

— 对第 4.7章节“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要求”作了细化； 

— 对第 5.1.3章节“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进行了修改：证书上可以有多个

生产厂，B 模式应对所有生产厂进行工厂检查； 

— 对第 5.2章节“初始工厂检查时间”进行了修改，工厂检查直接规定首次、监督、复审的人日

数和费用，不再放企业人数要求。工厂检查时的分类去掉，统一按照 100 人以上的。增加



 

 

 

 

了认证机构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额外增加人日数(按 3000元每人日收费）； 

— 对第 7.1.1章节“监督检查频次”进行了修改，每次年度监督检查应在当年度内完成； 

— 对第 8章“复审”进行了修改； 

— 对第 9.1.1章节“证书的有效性”做了修改； 

— 在第 9.1.2.1章节“变更的申请”中细化了变更申请的要求； 

— 在第 10 章“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中更新了参考文件《国家机器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要求》； 

— 在第 10.1 章节中更新了“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删除了 CR标识中认证机构名称信息缩写

右下角的“E”、“S”和“E&S”的文字说明； 

— 修改了附件 3“产品描述”，对产品描述的模板不做具体规定。 

本规则起草单位：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规则参与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添唯认证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重庆凯瑞质量检测认证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芜湖赛宝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物资学院、

莱茵检测认证服务（中国）有限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京东集团、青岛海通机器人系统有

限公司、上海托华机器人有限公司、北京极智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艾瑞思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水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所代替实施规则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CR-1-030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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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实施规则规定了物流机器人（参照 GB/T 36239-2018《特种机器人 术语》中的定义）的通用

要求、安全要求、使用环境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基本性能要求、标志和说明书要求等方面的认

证规则。 

本实施规则适用于仓储、物流、运输、邮政、电商、制造业、车辆、港口、医药、零售等领域

的物流机器人。 

2. 认证模式 

生产企业可以按照表 1 选择适合的认证模式： 

表 1 认证模式分类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说明 

模式 A：产品型式试验 
证书有效期为 3年，证书仅对单个产品有效（在证书上增

加产品的序列号）。 

模式 B：产品型式试验+初次工厂检查+

获证后监督 

证书有效期为 5年，有效期内的证书有效性依据获证后的

监督维持。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型式试验 

c) 初始工厂检查（模式 B 适用）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的监督（模式 B 适用） 

f) 复审 

3. 认证申请 

3.1 认证单元划分 

a)  原则上以同一制造商的同一基本型号为一个认证申请单元。型式试验仅在一个生产厂的样

品上进行，必要时，其他生产厂应提供样品和相关资料供认证机构进行一致性核查。同一认证申请

单元内的各个生产厂均应进行工厂检查； 

b)  各型号机械、电气设计结构相似且具有相同功能、同类危险和同等风险，同时所用零部件、

元器件对产品安全风险和电磁兼容性无显著影响的，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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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2.1 申请资料 

a)正式申请书 

b)工厂检查调查表（模式 B首次申请时） 

c)产品描述 

3.2.2 证明资料 

a)委托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首次申请时）  

b)委托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

本 

c)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d)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e)其他需要的文件 

3.2.3 提供与产品有关的资料 

a)产品总装图、电气原理图、产品说明书等 

b)相关元器件的认证材料 

c)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清单 

d)同一申请单元内各个型号产品之间的差异说明 

e)其他需要的文件 

4. 型式试验 

4.1 样品 

4.1.1 样品选择 

以系列产品为同一申请单元申请认证时，样品应从系列产品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型号，并且选

取的样品应尽可能覆盖系列产品的认证要求，不能覆盖时，还应选取申请单元内的其他型号样品做

补充差异试验。 

4.1.2 样品数量 

申请单元代表性型号样品数量为 1台套，补充试验样品数量视代表性型号样品覆盖申请单元内

产品的认证要求的实际情况而定，代表性型号样品与补充试验样品在能覆盖申请单元内系列产品认

证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减少补充试验样品数量和补充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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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样品及资料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检测报告后，有关原始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由认证机构和企

业协商处置。 

4.2 依据标准 

申请方应按照下表列出的标准申请产品认证： 

（1）对应国内销售的产品： 

序号 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备注 

1 

安全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

技术条件 

均适用 
2 GB/T 15706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3 CR-1-0303TS 物流机器人通用技术规范 

4 GB 11291.1 工业环境用机器人 安全要求 第 1部分：机器人 
适用于含有机械

臂的物流机器人 

5 

电磁 

兼容 

GB/T 17799.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

中的抗扰度试验 适用于居住、商

业和轻工业环境 

6 GB 17799.3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

中的发射 

7 GB/T 17799.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

验 
适用于工业环境 

8 GB 17799.4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9 GB/T 38659.1 电磁兼容 风险评估  第 1部分：电子电气设备 

适用于由于尺寸

过大、重量过

重、电力需求过

大或其他原因而

无法在标准试验

场地进行测试的

物流机器人 

10 YY050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

标准：电磁兼容要求和试验 
适用于医用环境 

注：此表中的标准未注日期，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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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应出口销售的机器人认证（ISO/IEC/EN标准）： 

序号 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备注 

1 

Safety 

ISO 3691-4 / 

EN ISO 3691-4 

Industrial trucks —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verification — Part 4 Driverless industrial trucks 

and their systems 

均适用 
2 EN 1175-1 

Safety of industrial trucks-Electrical requirements-

Part 1: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attery powered 

trucks 

3 
ISO 12100 / 

EN ISO 12100 

Safety of machinery — General principles for 

design —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reduction 

5 

EMC 

IEC 61000-6-3 / 

EN 61000-6-3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 Part 6-3: 

Generic standards - Emission standard for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light-industrial 

environments 

适用于居

住、商业和

轻工业环境 
6 

IEC 61000-6-1 / 

EN 61000-6-1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 Part 6-1: 

Generic standards - Immunity for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7 
IEC 61000-6-2 / 

EN 61000-6-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 Part 6-2: 

Generic standards - Immunity standard for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适用于工业

环境 

8 
IEC 61000-6-4 / 

EN 61000-6-4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 Part 6-4: 

Generic standards - Emission standard for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注：此表中的标准未注日期，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则。 

4.3 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分别依据产品的功能、类别和使用场景选择适用标准。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为产品适用标准规

定的全部适用项目和相关试验方法。 

4.4 型式试验时限 

除特殊项目之外，一般为 30 个工作日（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重新检验的时间

不计算在内）。从收到认证所需的产品技术文件、样品和检测费用算起。 

4.5 型式试验结果判定 

型式试验应符合 4.2中依据标准的要求。产品如有部分试验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要求，允许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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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整改后重新提交样品进行试验。重新试验的样品数量和试验项目视不合格情况由检测机构决定。 

任何一项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则判定该认证单元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 

4.6 型式试验报告 

由认证机构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试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试验报告（含认定的关键元器

件和材料）。 

4.7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要求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的评定和试验应当按下列规定进行： 

——当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已被证实符合与有关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国家、行业标准或 IEC标

准相协调的某一标准时，应当检查该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是否按其额定值正确应用和使用。该关键

零部件/元器件还应当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受规定的有关试验，但不承受有关的关键零部件/

元器件国家、行业标准或 IEC标准中规定的那部分试验； 

—— 当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未如上所述证实其是否符合有关标准时，应当检查该关键零部件/

元器件是否按规定的额定值正确应用和使用。该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还应当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

分承受规定的有关试验，而且还要按设备中实际存在的条件，承受该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标准规定

的有关试验； 

注：为了检验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是否符合某个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的标准，通常单独对关键零

部件/元器件进行有关试验。 

—— 如果某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没有对应的国家、行业标准或 IEC 标准，或关键零部件/元器

件在电路中不按它们规定的额定值使用，则该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应当按设备中实际存在的条件进

行试验。试验所需要的样品数量通常与等效标准所要求的数量相同。 

5．初始工厂检查（模式 B 适用） 

5.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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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附件 1和附件 2进行检查。 

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零部件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中一致； 

4）若涉及多系列产品，则每系列产品应至少抽取一个规格型号做一致性检查。工厂检查时，

对产品安全性能可采取现场见证试验。 

5.1.3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与产品有关的场所。 

5.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型式试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产品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

也可同时进行。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型式试验结束后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型式试

验。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工厂检查人日数详见表 2。如果同类产品已获得认证机构颁发的产品认证证书，可视情况减少

1个人日，但最低不得少于 1人日。认证机构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额外增加人日数(按 3000元每人

日收费）。 

表 2 工厂检查人日数（初始检查/监督检查/复审检查） 

工厂检查类型 初始检查 监督检查 复审检查 

人日数 4 2 3 

5.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认证机构报告。工厂检查

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 40 个工作日的期限内完成整改，认证机构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

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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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6.1 基本要求 

认证机构组织对型式试验、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向委托人颁发产品认证

证书，每一个申请认证单元颁发一份认证证书。 

6.2 认证时限 

在完成产品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B 模式适用）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30 工

作日内出具认证证书。 

6.3 认证终止 

当型式试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时，认证机构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

继续申请认证，需重新申请认证。 

7．获证后的监督（模式 B 适用）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督检查和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7.1 监督检查时间 

7.1.1 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12 个月内应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应在当年度

内完成。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a)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认证证书持有者责任的； 

b)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由于变更营业执照、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

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7.1.2 监督检查人日数 

见表 2。 

7.2 监督检查的内容 

认证机构根据附件 2 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其中，条款 3、4、5、9和认证标志、认证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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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及前次工厂检查和型式试验不符合项的整改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

可以选查，证书有效期内至少覆盖规定的全部条款。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工厂初始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相同。 

按照附件 1对产品质量检测进行核查。 

必要时，进行获证产品的监督抽样检测或监督抽样核查。 

7.3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认证机构报告。监督

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 40 个工作日的期限内完成整改，认证机构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

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7.4 结果评价 

认证机构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进行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督检查不通过

时，按照 9.3规定执行。 

8. 复审  

证书持有人应在距证书有效期满之日的 6个月前提交复审申请，进行产品试验和/或工厂检查。 

产品试验由申请人按认证机构要求送样，进行部分型式试验项目检测，必要时进行全项目检测。

工厂检查时，其检查人日数参见表 2。 

9. 认证证书 

9.1 认证证书的保持 

9.1.1 证书的有效性 

认证模式 A的证书仅对单个产品有效，证书上列有产品的序列号，证书有效期限为 3年。 

认证模式 B 的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

获证后监督结果合格的，发证机构应在接到认证委托后直接换发新证书，新证书有效期顺延 5 年。 

证书所列标准应为依据标准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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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9.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包括产品中涉及安全、EMC 和/或性能的设计、技术参数、外形、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等发生变更时，或产品名称、产品型号、制造商信息、技术规格参数等发生变更

时，或认证标准有更新时，或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

变更申请，经认证机构评估确认后提供书面文件或资料证明，必要时应送样进行试验，经认证机构

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进行变更。换发的新证书有效期截止日期保持不变。 

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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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安排试验和/或工

厂检查，则试验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

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试验和工厂检查按认证机构相关规定执行。 

9.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9.2.1 扩展程序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到认证范围时，应从认

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并说明扩展要求。认证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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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差异和/或扩展的范围做补充试验和/或工厂检查，对符合要求的，

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9.2.2 样品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证书持有者应按本规则第 4章的

要求选送样品供核查或进行差异试验。 

9.3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9.3.1 证书的暂停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暂停认证证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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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监督结果表明认证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但不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b)获证机构不恰当地使用了认证证书和标志，而没有将其收回或采取适当补救措施的； 

c)任何其他违反认证方案的规定或认证机构程序行为的； 

d)企业申请暂停证书。 

9.3.2 证书的撤销及停止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由认证机构撤销认证证书，并责令停止使用产品认证标志： 

a)监督结果表明认证产品不能持续符合本规则要求的； 

b)暂停认证证书的使用，整改期满仍不能达到要求的； 

c)通过认证的产品质量严重下降，或出现重大质量问题，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d)转让认证证书、产品认证标志或违反有关规定、损害产品认证标志信誉的； 

e)获证后不履行认证付款义务的； 

f)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监督检查的； 

g)对未作变更申请,而继续使用认证证书和产品认证标志的。 

被撤消认证证书的企业，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认证机构方可重新受理其产品认证申请。 

9.3.3 证书的注销及停止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由认证中心注销认证证书，并责令停止使用产品认证标志。 

a)由于认证规则要求的内容发生较大变化，认证证书持有者认为达不到变化后的要求，不再申

请产品认证的； 

b)获证机构不再生产认证证书中包含的所有型号的产品。 

10.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认证证书持有者应按《国家机器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要求》申请备案或购买认证标志。使用标

志应符合《国家机器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要求》。 

10.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准许证书持有人使用的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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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标志 

注：基本图案正下方的字母“ABCDE”为实施该认证的认证机构名称信息缩写，字母长度为

3-5个不等，位置相对上方基本图案居中对齐。 

10.2 认证标志的加施 

证书持有者应向认证机构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申请按《国家机器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要求》

中规定的合适方式来施加认证标志。应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铭牌或说明书、包装上施加认证标志。 

11．收费 

认证费用按认证机构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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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 

依据产品类别和申请类别确定认证适用的标准，并按照下表进行工厂质量控制的检测要求；其

余等同的国际标准同样按照下表进行。 

序号 依据标准 
试验和评估项目 

（标准条款编号） 
确认检验 例行检验 

1 
CR-1-0303TS 物流机器人通用技术

规范 

稳定性（5.2.7） 一次/一年 / 

额定速度（5.5.1） 一次/一年 √ 

额定负载（5.5.4） 一次/一年 / 

保护装置试验（6.2.3） 一次/一年 / 

铭牌（7.2.1） 一次/一年 √ 

2 

GB/T 17799.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

试验 

静电放电 

快速瞬变脉冲群 

浪涌 

一次/两年 / 

3 
GB 17799.3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传导骚扰 

辐射骚扰 
一次/两年 / 

4 
GB/T 17799.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静电放电 

快速瞬变脉冲群 

浪涌 

一次/两年 / 

5 
GB 17799.4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传导骚扰 

辐射骚扰 
一次/两年 / 

6 YY050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静电放电 

快速瞬变脉冲群 

浪涌 

传导骚扰 

辐射骚扰 

一次/两年 / 

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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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检验应按标准的规定

进行，确认检验时，若工厂不具备测试设备，可委托实验室试验。 

注 2：工厂检查员可根据企业情况指定实验项目进行现场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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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本文件作为产品认证的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依据文件之一，规定了申请产品认证的工

厂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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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特殊要求的，按具体产品认证规则中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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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不加贴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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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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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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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的使用受理等的规定。 



 

 16 

产品设计标准或规范应是质量计划的其中一个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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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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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质量记录的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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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2.4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获证产品的档案。档案内容至少应包含证书、实验报告、工厂检验报告、获

证产品变更的申请和批准资料等。 

3．采购和进货检验 

3.1 供应商的控制 

工厂应制定对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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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确保关键件和材料满足认证所规定的要求。 

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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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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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总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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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检验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应定期校准和检查，并有计量合格检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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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校准或检定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应保存设备的校准或检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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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运行检查 

对用于例行检验和选定型式试验的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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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前向认证机构申报获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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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装）

中应有指导用户安全使用产品的必要标记，附有相应的中文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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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产品描述 

（下方具体内容可依据实际需要调整） 

一、产品简介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结构组成： 

产品基本功能描述： 

 

二、设计参数说明 

 

三、对安全和电磁兼容有影响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 

元件/材料名称 制造厂 型号 技术参数 相关认证情况 

减速器     

主控制器     

传感器（视觉、触

觉、压力、声觉、测

距、位移、速度和加

速度） 

 

   

安全元件/传感器（包

括安全型速度编码

器，接近开关等） 

 

   

PLC     

IO模块     

操作系统     

应用软件     

控制软件     

驱动器     

电机     

开关电源     

主开关（隔离开关）     

断路器     

接触器     

安全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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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材料名称 制造厂 型号 技术参数 相关认证情况 

急停按钮     

连接器/插头插座组合     

控制按钮     

保险丝     

激光雷达     

电池     

滤波器     

注：因产品类别不同，由申请方提交对安全和电磁兼容有影响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清

单，相关认证情况是指元件获得的认证，包括 CR认证，CCC认证，CQC认证，CE认证，

IECEE-CB证书以及其它国际认证。 

四、委托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 

获证后，本组织保证获证产品只能使用经北京赛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确认的上述关键零部件/

元器件。如果关键零部件/元器件需进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赛迪认证公司提出变更申

请，未经赛迪认证公司的认可，不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 

 

 

 

委托人: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