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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版权归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代替 CSC/G1305-2004。主要变化如下：  

—— 明确了认证产品的系列和认证单元划分； 

—— 认证单元划分结合产品必须满足使用功能的特征进行具体的规定； 

——为确保产品的符合性，增加了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按产品性能标准和能效标准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进

行检验和判定，增加了能够反映产品的使用功能和可靠性的寿命试验项目； 

—— 检验评定、检验样品和合格判定数量按性能和能效标准进行了具体规定； 

—— 对于主检规格和被覆盖规格的补充差异试验项目和样品数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 增加产品的市场专项抽查内容； 

—— 规定了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原材料； 

—— 样品描述进行了具有可追溯性的规定； 

—— 具体规定了工厂检查人日数； 

—— 证书的有效期调整为 4 年。 

制定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主要起草人：陈松  解志军  杨征  



CQC31-465135-2009 
金属卤化物灯 

第1页 共7页 

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金属卤化物灯的节能产品认证。 
适用于功率范围为50W～1500W，配以相应的超前顶锋式镇流器或镇流器和触发器，在额定电压的92

％～106％的范围内正常启动和燃点的金属卤化物灯。 
2.    认证模式 

       产品检验+初次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3.1.  认证的申请 

3.2.  产品检验 

3.3.  初始工厂检查 

3.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3.5.  获证后的监督 

       3.6      复审 

4.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产品要求 

4.1.1 产品的基本要求 

节能认证产品首先必须通过安全认证，产品应符合下列标准的要求。 

GB19652-2005《 放电灯(荧光灯除外)安全要求》 

4.1.2 产品的性能和能效要求 

节能认证产品在证明符合 4.1.1 要求后，其的性能和能效要求应符合 

GB/T 18661-2002 《金属卤化物灯（钪钠系列）》 

GB 20054-2006《金属卤化物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4.2    认证申请 

4.2.1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按申请单元申请认证。 

4.2.1.1 认证产品的系列划分 

以下所列相同的产品可以划分为同一系列。 

—— 灯功率相同；  

—— 金属蒸汽与金属卤化物分解物相同；  

—— 相关色温相同；  

—— 启动方式相同*；  

—— 灯头型号相同；  

—— 外玻壳材料相同；  

—— 电弧管相同；  

注：*启动方式除了外启动和内启动之分外，有、无辅助电极不能作为同一单元。 

4..2.1.2 在相同系列里，认证单元的划分 

以下所列相同的产品可以划分为同一单元。 

—— 玻壳形式相同；例如： ED与BT型、T与TT型、T/RX7s/R7s与T/FC2划分为同一单元； 

——同一制造商、同一型号、不同生产厂的产品应分为不同的申请单元。产品检验仅在一个生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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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果涂膜或涂粉的玻壳的产品申请认证应作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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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1) 正式申请书(网络填写申请书后打印或下载空白申请书填写)； 

2) 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3) 金属卤化物灯产品描述（CQC31-465135.01-2009）；  

4)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首次申请时）；  

5) 产品已获 CQC 安全认证证书复印件（如有）； 

6) 品牌使用声明； 

7) 其他需要的文件。 

4.3     产品检验 

4.3.1 产品检验样品 

样品应是已完成设计定型并形成批量生产的合格产品。 

4.3.1.1 送样原则 

申请人在收到送样通知单后，应在 15 天内将样品送至认证中心指定的检验机构，并对样品负责。 

4.3.1.2 样品数量 

每个认证单元均送样检验。 

每个单元同一生产批号样品主检规格送样≥5 只。 

相同型式的泡壳的单元中，T 与 TT 型选取 T 型，T/RX7s/R7s 与 T/FC2 选取 T/R..型作为主检规格进行

检验，ED 与 BT 型不做限制，其它形式玻壳的规格应进行差异试验。 

同一单元中除主检规格外，其它所有规格应进行补充差异试验的规格各为 3 只。 

如果匹配的部件/材料存在差异，应进行补充差异试验，补充差异试验的样品为 3 只。 

4.3.1.3 样品及资料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检验报告后，有关试验记录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 CQC 有关要求处置。 

4.3.2 检验依据标准、检验项目、方法及判定 

4.3.2.1 依据标准 

GB/T 18661-2002 《金属卤化物灯（钪钠系列）》  

GB 20054-2006《金属卤化物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4.3.2.2 检验项目及要求 

检验项目和判定准则见表 1。 

序号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检验依据 样品 判定 

1 
灯的主要尺寸 
GB/T18661-4.4 

外形尺寸应符合图 3～图 10 及 9.2 相应规格灯的参数表的

要求。 
GB/T18661-6.2 
通用量具 

2 
玻壳质量 
GB/T18661-5.2 

灯的玻壳应洁净、透明，无影响使用的缺陷。 
GB/T18661-6.4 
目视法 

3 
引出线与灯头焊接

牢固度 
GB/T18661-5.3 

螺口灯的引出线与灯头焊接应牢固光滑，焊点不应明显破

坏灯头的防锈层，且不应妨碍灯旋入型号的灯座内。 
GB/T18661-6.5 
目视法 

4 
同轴度 
GB/T18661-5.4 

灯头与电弧管应处于同一轴线上，电弧管内两电极尖端连

线与灯头轴线的 大偏差(同轴度)应符合灯的参数表要求。

GB/T18661-6.6 
专用量具、比对法 

5 
装配质量 
GB/T18661-5.5 

灯应具有完好的结构，不应有影响正常使用的装配上的缺

陷。 
GB/T18661-6.7 
目视法、专用量具 

5 1，2 

端电压：应符合 9.2 中相应灯的参数表的要求 
灯功率：测量，不考核 
初始光效：应符合 9.2 中相应灯的参数表的要求 
初始光通量：应不低于标称值的 90 % 

6 
灯的初始参数 
GB/T18661-5.1 

显色指数：不低于参数表中规定值的 80 % 

GB/T18661-6.3 
GB/T13434 

3 0，1 

7 再启动电压尖峰 在温升早期，灯的再启动电压尖峰应符合灯的参数表的要 GB/T18661-6.9 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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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661-5.7 求。 GB/T13434 

灯在规定的 小开路测试电压和温度以及 A.2.3 规定的

小启动脉冲条件下，灯应在 2 min 内启动。 
常温启动：(10±1)℃0h 

3 0，1 
8 

启动电压 
GB/T18661-5.9.1 

低温启动：(-30±1)℃100h 

GB/T18661-6.9 
GB/T13434 

3 1，2 

9 
温升要求 
GB/T18661-5.9.2 

任一裸灯在 A.2.4 规定的 小启动电流下，在灯参数表规

定时间内，灯的电压应达到灯规定 小工作电压的 95 % 
GB/T18661-6.9 
GB/T13434 

3 0，1 

10 
耐振性能 
GB/T18661-5.6 

灯应具有良好的耐振性能。经振动试验后，内部结构不应

有松动、脱焊及损坏现象，并能正常启动和燃点 
GB/T18661-6.8 
GB/T2423.10  

3 1，2 

11 
玻壳及灯头  
大允许温度 
GB/T18661-5.10 

灯玻壳和灯头的 大允许温度应符合相应参数表的规定 
热电偶、红外辐射法测量 

GB/T18661-6.10 
ANSI C78.387  

3 1，2 

12 
光通维持率 
GB/T18661-5.11 

2000h 光通维持率应不低于相应参数表中规定值的 90 % GB/T18661-6.11 3 1，2 

13 
平均寿命 
GB/T18661-5.11 

平均寿命应符合相应参数表的要求 

个别寿命应符合相应参数表的要求 
GB/T18661-6.11 ≥3 50% 

初始光效值 应符合 2 级的规定 GB/T18661-6.11 3 0，1 
14 

节能评价值 
GB20054-4.2 

2000h(≤1000W)光通维持率符合 4.2.2 的规定，≥75% 
500h(1500W)光通维持率符合 4.2.2 的规定，≥75% 

GB/T18661-6.11 3 1，2 

15 GB/T18661-8.1 标志、包装 GB19652-4.2.1 3 0，1 
注:1. 初始参数是指经过 100h 老练后的光电参数。在额定电压和 50Hz 频率下进行测量。 

2. 检验项目、样品和判定数量：GB/T2828 一次抽样，检查水平 IL S-2，标志 AQL2.5，3（0，1）； 
灯尺寸、玻壳/装配质量、同轴度、引出线和灯头焊接牢固度要求的判定为全项检验项目，AQL6.5，5（1，2）；  
初始（光电色）参数、再启动尖峰、常温启动、温升要求检验项目 AQL4.0，3(0，1)； 

GB/T2829 一次抽样，判别水平 DLⅠ, 耐振性能、玻壳及灯头 大允许温度、低温启动电压检验项目，RQL65, 3(1，2)； 
GB/T2829 一次抽样判别水平 DLⅠ，光通维持率检验项目，RQL65，3（1，2）；第 2 只灯的寿命≥标准的规定值； 
节能评价值：初始光效和光通维持率的检验项目执行 GB/T18661 标准交收和例行的规定，同上规定。 
        ≤150W 规格的按 175W 的节能评价值考核，320W 规格的按 250W 的节能评价值考核、350W 和 360W 规格的按

400W 的节能评价值考核，750W 规格的按 1000W 的节能评价值考核。 
补充差异试验：初始光电色（含节能评价值）、再启动电压尖峰、常温启动、温升要求检验项目 AQL4.0，3(0，1)， 

光通维持率检验项目，RQL65，3（1，2）；第 2 只灯的寿命≥标准的规定值； 
  3. 标称寿命超过标准规定的 低值后的试验为自愿性检验。 
4. ≤150W 规格的金卤灯允许企业自愿按 175W 规格的能效要求考核。照明用钠铊铟灯允许参照钪钠系列金卤灯能效考

核，性能指标应符合钠铊铟灯性能标准的交收和例行试验规定，样品数量和判定准则与钪钠系列金卤灯相同。 

 

4.3.2.3检验方法 
依据 4.3.2.2 所列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或引用的试验方法标准进行检验。 

4.3.2.4 检验时限 

产品检验时间第一阶段一般为 120 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和检验费用起计算（因检验项目不合格，申请

方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并从收到样品和检验费用起计算）。 

产品检验时间第二阶段是自 2000h 流明维持率检验完成以后继续的寿命试验，该部分检测结果以产品标

准规定的 低值和标称（不低于标准规定的 低值）的寿命作为检验依据。检验试验时间为 46 个工作日

/1000h。本阶段的寿命试验结果以证书附件的形式进行体现，不同检测周期结束后，申请人凭检测机构的

《试验报告》向认证机构提交变更申请。 

4.3.2.5 判定 

当每个单元样品的全部检验项目均符合指标要求时，则可判定该单元符合节能产品认证要求。 

检验样品不合格时，企业整改后重新送样进行检验。 

4.3.2.6 检验报告 

    由 CQC 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试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检验报告。认证评定合格后，检测机构负责

给申请人寄送一份检验报告。 

4.3.3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原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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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原材料见 CQC31-465135.01-2009《金属卤化物灯产品描述》。为确保获证产品

的一致性，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原材料的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

更申请，并送样进行检验（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经 CQC 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使用。 

4.4．初始工厂检查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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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能耗指标/效率为核心、以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

终检验为两条基本检查路线、突出关键/特殊生产过程和检验环节、对影响产品能效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

及原材料进行现场一致性确认，并对工厂的生产设备、检测资源配置以及人员能力情况进行现场确认。 

4.4.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检查。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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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系列中抽取一个型号规格产品重点核实以

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检验报告»及«产品描述»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原材料应与«产品检验报告»及«产品描述»中一致； 

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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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场所。 

4.4.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也可同时进行。工

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检验结束后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生产申

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初始工厂检查的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详见表 3。 

表 3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 

生产规模 100 人以下 101~300 人 301 人以上 
人日数 4 5 6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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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C 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项

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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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5.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QC 组织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向申请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每一个

申请认证单元颁发一份证书。 

4.5.2 认证时限 

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完成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 30 天内向申请人出具认证证书。 

4.5.3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CQ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申请认

证，重新申请认证。 

4.6．获证后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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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监督抽样+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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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监督检查时间 

4.6.1.1 认证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6 个月后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监督和初审及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

不超过 12 个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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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人责任的； 

2）C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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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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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2 监督检查人日数 

监督检查人·日数根据获证产品的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详见表 4。 

表 4 监督检查工厂检查的检查人·日数 

生产规模 100 人以下 101~300 人 301 人以上 
人日数 2 2.5 3 

4.6.2 监督检查的内容 

CQC 根据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4,5,6,9

及 1 中 2),3)标志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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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C/F 

002-2009 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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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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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C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符

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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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监督抽样 

对获证产品，认证中心每年进行一次产品抽样检验，检验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

仓库、市场）随机抽取，每个系列至少抽取 3 只相同型号样品，抽样基数不少于 200 只。具体抽样和检验要

求按认证中心年度计划进行，产品检验依据、方法及判定同 4.3.2。检验项目为灯的初始（电参数、光通量、

光效、颜色特征）参数、再启动尖峰、常温启动、温升要求、节能评价值；  

工厂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样品送至指定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试验。 

监督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产品型号，由认证中心重新制定该系列的抽样方案，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

后抽取 3 只相同型号样品，抽样基数不少于 200 只。如果样品检验结果仍不符合认证要求，则判定证书所覆

盖型号不符合认证要求。 

如现场抽不到样品或抽样基数不足 200 只，则安排 20 日内重新抽样，如仍然抽不到样品，则暂停相关

证书。 

4.6.5 结果评价 

CQC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抽样检验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督

检查不通过或监督检验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 5.3 规定执行。 

4.6.6 产品的专项检查 

    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认证产品的质量，每年应该对获证产品进行年度监督抽查。监督抽查可在生产领域

抽样，也可以在流通领域购买商品进行抽样。 

监督抽样应由认证机构组织，由国家授权的专业检验机构承办，在全国范围内，对获证产品进行年度的

市场监督抽查。检验项目从本实施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中选择，结合国家质量监督抽查安排的检验项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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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常见的容易发生质量问题的不合格检验项目，作为认证产品市场抽查的检验项目。抽查样品的数量应根据

认证产品抽查的实施细则确定。 

获得认证证书的企业应该无条件的接受监督抽查，配合抽样工作并确认产品，向抽样单位提供经销单位

的详细信息。列入政府采购的企业的样品必须在抽样范围内。 

对于在国家的监督抽查中出现不合格的企业，暂停或者撤销其产品证书。对于暂停证书的企业，企业应

在一个月内完成整改并进行第 2 次抽样，在半年内提交检验合格的报告。经过检验和整改合格后可以恢复其

证书。否则撤销证书并予公布。 

再次检验包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检验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时，停止检验。检验机构发出不符合通知。 

检验机构应由执行国家质量监督抽查任务的国家检验机构承担监督检验。 

4.7. 复审 

证书有效期满前 6 个月即可提交复审申请，按新申请要求进行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复审工厂检查的

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详见表 5。复审评价合格后发新证书。 

表 5 复审工厂检查人·日数 

生产规模 100 人以下 101~300 人 301 人以上 
人·日数 3 4 5 

5. 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一次发放，证书附件分阶段发放。 

在完成第 1阶段的性能和能效标准要求的检验项目(标准规定的平均寿命项目除外)并合格后，并且在工

厂检查并合格后，应先发放认证证书。 

当第 2 阶段即标准规定的 低寿命以及后续的各阶段中值寿命（根据企业宣称的平均寿命进行，至少不

低于标准规定的数值）检验完成合格后，发放注有实际平均寿命的认证证书附件。 

5.1 认证证书的保持 

5.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 4 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5.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5.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或产品中涉及节能的设计、结构参数、外形、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及

CQC 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向 CQC 提出变更申请。 

5.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C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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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安排检验和/或工厂检查，则检

验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应以 初进行产品检验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

检验和工厂检查按 CQC 相关规定执行。 

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证日期。 

5.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5.2.1 扩展程序 

认证持证人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提交申请，并根据

CQC 要求，送样至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检验。CQC 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产品检验合格

后，根据认证持证人的要求单独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 初进行产品检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不再进行现场的工厂检查，待年度监督时，对增加产品的一致性进行重点核查。 

5.2.2 样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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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人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持证人应按 4.3 中的要求，选送样品供核查或

进行差异检验。 

5.3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Q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持证人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

求时，CQC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持证人可

以向 CQC 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持证人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QC 提出恢复申请，CQC 按有

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CQC 将撤消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6.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持证人应按 CQC《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或购买认证标志。使用标志应符合《产品认证标志

管理办法》。 

6.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不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6.2 认证标志的加施 

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 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者申请并按《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适方

式来加施认证标志。应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铭牌或说明书、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7 收费 

 认证费用按 CQC 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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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按产品型号填写）: 

一、产品参数表 

光源基本参数 电源电压、频率、灯电压、灯电流、灯功率、标称寿命、重量 
光源显色指数 显色指数 Ra:     ；色坐标目标值:x            ；y       ；相关色温 Tc        K；
启动类型 □脉冲启动 ；           □有辅助电极，升压启动 
灯尺寸(mm) 玻壳直径 D:        ;总长度 L:        ; 光中心高度 H:        ;管长 T:        ; 管长 C/A:        ; 

灯 头 型 号 
单端：□ E27；        □ E40；      □ G12；         □其它              ； 

双端：□ Fc2；        □ RX7s；      □ RX7s-24；    □其它              ； 

标      志  

标志固定方式 □丝网膜印刷         □                        ； 

外玻壳 

□ ED 型；□ BT 型；□ T 型；□ TT 型；□ T20 型；□ T24 型；□ T25 型； 

□ 透明玻壳；□荧光粉涂层；□其它       ；紫外辐射：□非截紫外；□截紫外；

□ 真空，       □消气剂:  □ 锆—铝合金；    □其它          ； 

□ 充气，    □氮；            □氪；            □其它          ；  

电弧管 
□陶瓷管；     □石英；           □其它          ； 

□氩气；           □氖-氩混合；      □金属蒸气压          kPa；  

保温涂层：□无；□有；□氧化锆(ZrO3)；□氧化铝(AL2O3)；□石墨胶体保温； 

金属卤化物 □钪钠；    □钠铊铟；    □其它          ； 

汞 □汞；  纯度：          ；     □ ≤     mg； 

电极 □钍-钨； □氧化钍-钨； □钨； □稀土金属氧化物； □其它：           ； 

辅助启动 
□ 无辅助电极；□ 有辅助电极；   □ 电弧管采用金属丝缠绕成感应线圈； 
开关型：□ 双金属片；    □ 限流电阻；     □其它          ； 

工作位置限制 □任意；   □垂直；    □水平；    □±45° 
包  装  盒  

二、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清单  

名称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供应商 

   
外购电弧管 

   

陶瓷管    

石英管    

电极  (钇、镝、钆、铽)  

自制 
电弧管 

金属卤化物    

   
外玻壳 

   

三、其他材料 

产品铭牌（见产品参数表） 

产品说明书（见产品参数表） 

试验报告（附后） 

四、申请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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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产品获证后，如果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受控部件）需进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 CQC 提出变更申请，未经 CQC 的认可，不

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 

申请人 :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