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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KCB《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包括通用要求及专业要求。 

KCB 产品认证的模式是产品试验+现场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现场检查  

c. 抽样检测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的监督 

2、适用范围 

本实施规则适用于凯新认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KCB”）开展无抗产品认证活动，

为 KCB开展无抗产品认证提供指导。 

3、认证依据 

CTS KCB-QPS-02-1 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CTS KCB-QPS-02-2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蛋鸡养殖 

CTS KCB-QPS-02-3 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肉鸡养殖 

CTS KCB-QPS-02-4 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牛养殖 

CTS KCB-QPS-02-5 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羊养殖 

CTS KCB-QPS-02-6 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生猪养殖 

CTS KCB-QPS-02-7 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水产养殖 

CTS KCB-QPS-02-8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畜禽屠宰加工产品 

本规则为无抗产品认证的通用要求，与不同无抗产品的相关文件配套使用。 

4、认证模式 

采取“初始现场检查+产品检测+获证后监督”的认证模式。 

5、认证流程 

认证的基本流程包括： 

1) 认证申请与受理 

2) 初始检查 

3) 产品抽样检验 

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5) 获证后监督 

6）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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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初始检查包括资料技术评审和现场检查。 

6、认证程序 

6.1 认证申请 

6.1.1 认证申请条件 

KCB 受理无抗产品认证申请的基本要求： 

1）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动物防疫合格证、土地使用权证明等资质文件，养殖饮用水、渔业用水、加工用

水等环境因素需符合相关要求； 

2）同一养殖基地内没有平行生产，转群后或生产周期内不可使用抗微生物药和含有抗微生物药的饲料； 

3）认证委托人未被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认证申请受理要满足的其它条件。 

6.1.2 认证申请提交资料 

初次进行认证申请的认证委托人申请认证时应提交正式书面申请，如实填写《无抗产品认证申请书》，

并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1）无抗产品认证申请书； 

2）认证委托人合法经营资质证明文件（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屠宰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

生产许可证等证明文件）； 

3）土地使用的合法证明（如，土地协议、土地证、林权证、水域滩涂养殖区域证、房产证等）； 

4）产地（基地）区域范围描述（行政区域图、地理位置坐标图（平面图）、场所分布图（含地块分布等)； 

5）无抗产品生产环境报告（畜禽饮用水、渔业用水、加工用水等）； 

6）无抗产品生产管理体系文件； 

7）委托生产所需补充材料（适用时）； 

8）其他相关材料； 

6.2 认证受理 

6.2.1 KCB自收到认证委托人提交的书面申请之日起，在 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有效性、

时效性进行评审，以确定是否受理（因申请材料不齐备而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6.2.2 对受理者，产品认证部申请评审人员向认证委托人发出《受理通知书》，并与认证委托人签订认

证合同。对不受理者，书面通知认证委托人，并说明理由。 

6.2.3 认证委托人提交申请材料不全或填写不符合要求，向认证委托人发送《申请材料补充通知书》，

若认证委托人未能在 30天内补充完善所需的材料且未作任何解释和说明，则认为委托人自动撤销本次申

请。 

6.3 现场检查准备 

6.3.1 根据认证委托人的基本情况、所申请产品类别等相关信息，KCB 应委派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检

查员组成检查组。每个检查组应至少有一名认证范围注册资质的专职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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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对同一认证委托人的同一生产单元，KCB 不能连续 3 年以上（含 3 年）委派同一检查员实施检

查。 

6.3.3 在现场检查前，KCB 根据认证委托人的申请产品的范围、生产/加工规模、产品种类、认证单元数、

产品生产的复杂程度、认证委托人的场所分布情况、产品的安全风险程度等因素，策划检查活动所要求

的检查时间，以确保检查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6.3.4 在现场检查前下达《现场检查工作任务单》内容包括： 

1）认证委托人的联系方式、地址等； 

2）检查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本规则及其他相关标准； 

3）检查范围，包括检查的产品范围、场所范围和过程范围等； 

4）检查组组长和成员，计划实施检查的时间； 

5）检查要点，包括管理体系、追踪体系实施的有效性、投入品的使用和产品包装标识等；对于获证组织，

本次认证应侧重于检查认证机构上一年度提出的整改要求的执行情况、投入产出衡算和产销衡算等。 

向认证委托人出具现场检查通知书，将检查内容告知认证委托人。 

6.3.5 文件评审 

检查组长对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的管理体系等文件进行评审，确认其适宜性、充分性和与标准的符合性，

并完成《文件审核报告》（如有特殊情况，可将文件评审移到现场进行）。文件评审结束以后可以组织

现场检查。 

文件审查的结论主要为： 

——基本符合相关要求，同意现场检查（个别不足之处在现场检查前改进）； 

——尚未符合相关要求，修改后再提交审查。 

认证委托人的质量体系文件无重大或多项违背标准或法规时，均可作出可以 

安排现场检查的结论。有关问题在现场检查前 解决或在现场检查时澄清解决。 

6.3.6 检查计划 

检查组应制定书面的检查计划，经 KCB 审定后交认证委托人并获得确认。为确保认证产品生产、 

加工全过程的完整性，检查计划应： 

a. 覆盖所有认证产品的全部生产、加工活动。 

b. 覆盖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加工场所和工艺类型。 

c. 覆盖所有认证产品的二次分割的场所（适用时）、进口产品的境内仓储、加施无抗标志等场所 

（适用时）。 

d. 制定检查计划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①当地认证产品与非认证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 

②申请认证组织内的生产体系和养殖品种、规模、生产模式的差异。 

③以往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项（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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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组织内部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⑤再次加工分装分割对认证产品完整性的影响（适用时）。 

6.4 现场检查的实施 

检查组应根据认证依据要求，对认证委托人建立的管理体系进行评审，核实生产、加工过程与认证委托

人按照 6.1.2 条款所提交的文件的一致性，确认生产、加工过程与认证依据的符合性。针对养殖/加工

产品特点，现场检查的时间应当安排在申请认证的产品生产的养殖期或加工期进行。 

6.4.1 检查过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6.4.1.1 质量管理体系 

（1）申请主体资质：申请人资质证照齐全，且在有效期内，具有组织管理无抗产品生产和承担责任追溯

的能力。 

（2）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制：应明确领导、管理和生产人员职责，制定关键岗位职责，明确责任和权利。 

（3）质量管理制度： 

无抗产品的生产者或加工者应对生产质量进行有效管理，可以通过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方式，也可以通

过建立质量控制措施或管理制度的方式。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至少应具有针对影响养殖/加工产品质量和

安全的关键环节，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定适宜的、具可操作性的管理制度、质量控制措施、生

产操作规程等，并建立控制记录档案。养殖类无抗产品中“分户生产，统一管理”的单位还应制定养殖

户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并同养殖户签订含有质量安全管理相关内容的协议书。确保无抗产品生产/加工、

储存、二次分装等过程及相应设施设备、场所得到有效管理。所有管理文件应得到传达和执行，并至少

保留两年内的生产、加工记录和销售档案。 

（4）专业技术人员：具有技术员或内审员，制定技术员或内审员职责，熟悉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有关法

律法规及生产技术规程，负责内部生产技术培训和产品质量监督。 

（5）生产管理负责人：应指定专门生产管理负责人，负责组织员工按生产管理制度、生产技术规程进行

生产管理和质量安全控制。 

（6）记录档案管理：建立与产品质量控制相关的记录档案，并保存 2年以上。记录档案内容和格式参见

《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中第 9章和附录，并在企业管理体系文件或管理手册中列出。无抗制品加工

单位还应保留进货记录、检验记录等。 

（7）法律法规和标准：收集并保存本规范要求的各项标准及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等文件。 

（8）国家禁用兽（渔）药清单：在养殖区范围内合适位置明示国家禁用兽（渔）药清单。 

6.4.1.2 产地环境及设施 

（1）周边环境：养殖业周边环境及制品加工单位应无生产及生活废弃物等污染，加工场所应清洁，符合

食品生产卫生有关规定；养殖业周边环境应无工业、农业、医疗及城市生活废弃物和废水等其他对水产

养殖的水质构成威胁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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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区环境：养殖业产地区域范围明确，无对农业生产活动和产地造成潜在危害的污染源。养殖业养

殖场内养殖区、办公和生活设施的布局不存在对养殖环境及水体构成污染的风险。水产养殖区不应从事

畜禽养殖生产。 

（3）水产养殖设施：养殖区的进排水系统应分开设置。申请认证单位如与其他养殖单位共用进排水设施，

应确保进水设施不会受到其他养殖单位排水的影响。 

（4）池塘养殖的底泥：养殖生产开始前应清理池塘底泥（适用于池塘养殖）。 

（5）污物处理：及时处理养殖区域内的污水和垃圾等污染物，保持养殖水体清洁。 

6.4.1.3 生产操作规程（生产过程管理） 

6.4.1.3.1养殖类生产过程管理要求 

（1）兽（渔）药选购：应选择通过 GMP认证或取得进口登记许可证的兽药/渔药企业生产的药；不得购

买和使用国家禁用兽药和禁用渔药、不购买和使用抗微生物类的药物（抗生素、合成抗菌药）。 

（2）兽（渔）药储存：应有专门的兽（渔）药和其它兽（渔）用化合物存储区；养殖区内不得存放禁用

的兽（渔）药和其它兽（渔）用化合物及其包装物。 

（3）兽（渔）药使用：不得将原料药或人用药用于水产养殖。不得使用国家禁用兽（渔）药和其它兽（渔）

用化合物；使用有休药期药物的养殖区域，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如果成鱼养殖阶段使用了有休药期要

求的渔药，则应记录用药单元编号（如几号塘等）、用药名称、休药期、最后一次用药时间、捕捞时间

以及批准捕捞签字人姓名。 

（4）饲料选购：应采购有生产许可证或进口登记证企业的饲料。 

（5）饲料存放：应有专门的饲料存放场所，保持干燥、通风、清洁、避免日光曝晒；变质和过期饲料应

做好标识，隔离禁用，并及时处理销毁。 

（6）饲料加工：自行加工饲料的，其饲料产品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加工场所应干净整洁，原料及成

品堆放整齐、分区有序、标识清晰。 

（7）饲料使用：不得添加未获国家批准使用的饲料添加剂和药物添加剂；不得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类药

物。 

（8）苗种选购：应从具有禽类苗种和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苗种场购买苗种，索取并保存苗种购买凭证。 

（9）有机肥使用：使用有机肥应完全发酵熟化。 

（10）屠宰：兽类和禽类养殖产品的屠宰应符合检验检疫和国家对屠宰行业的有关规定及法律法规的要

求。 

6.4.1.3.2 制品加工类生产过程管理要求 

（1）加工场资质：加工场所具有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 

（2）卫生制度：制定卫生管理和消毒制度，并严格执行。 

（3）加工规程：制定食品加工生产技术规程。其中应有无抗制品原材料质量控制、检验和加工过程投入

品控制的规定，除无抗初级农产品外，确保加工过程中不会人为添加任何含抗生素的其他物质；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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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抗制品的质量符合认证技术规范的要求。 

（4）加工原料：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不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5）产品储运：应有符合要求的产品贮藏和运输设施。 

6.4.1.4 饲料 

（1）所用饲料原料和添加剂应符合《饲料原料目录》（农业部 1773号公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农业部 2045号公告）品种要求，投产前应严格检验，不合格原料不得接收和使用。 

（2）生产中使用的饲料添加剂的品种和用量应符合《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农业部 2625公告）

规定。应建立数据记录综合系统，以保证生产的全部过程都符合产品配方要求，应有足够数据记录以追

踪产品生产全过程。 

（3）饲料生产过程中不得添加抗生素及其他禁用的药物。 

（4）入库饲料必须持有产品合格证。产品各项指标必须与产品标签相符合。入库饲料应根据生产报表核

实其品种、规格、数量后验收，并做好入库记录，填写卡片，做到账目、卡片、实物三相符。 

（5）饲料仓库要有标牌。配合饲料堆垛要有标牌卡片，标明产品品种、规模、等级、生产日期、入库日

期、入库数量、出库数量等。 

（6）饲料储藏期间，应注意湿度、温度变化，定期进行抽样检测，并将检测结果登记入卡片。 

6.4.1.5 产品检验及产品管理 

（1）产品质量报告：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应具有绿色食品以上的检验合格

报告，其中抗生素全部不得检出。 

（2）产品储存：产品应用符合要求的容器采收、运输、存储。收获的产品应与植保产品、有机肥料及化

肥等农业投入品分开储存。 

（3）产品质量检验：养殖业的禽畜产品上市前，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检疫，并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奶牛、奶山羊、驼养殖业应对每天生产的生鲜乳进行质量检验，含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和

抗菌素指标等；禽蛋产品出厂前需进行破损等质量检验。应提供无抗产品出厂检验和主要原料验收检验

记录或报告。 

（4）不合格处理：奶牛养殖业初乳、病牛、羊、驼所产乳和休药期所产乳不作为商品乳出售，其它禽兽

类产品因病或药物治疗期，不得作为商品出售。 

（5）包装标识：产品的包装标识应符合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相关规定。 

6.4.1.6 多个养殖周期和二次分割的检查 

因生产原因，初次现场检查不能覆盖所有申请认证产品的，将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实施现场补充检查。

KCB 对认证产品的全部生产活动范围逐一进行现场检查；对由多个农户、个体生产组织（如农业合作社，

或“公司+农户”型组织）申请无抗产品认证的，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对农户抽样检查的数量和样本，

抽样数不应少于农户数量的平方根（如果有小数向上取整）且最少不小于 10 个；农户数量不超过 10 个

时，应检查全部农户；需在非生产场所进行二次分割的，也将对二次分割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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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产品的完整性。若存在分包生产，认证有效期内至少对分包方检查一次。 

现场检查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组织内农户生产体系和养殖品种的相似程度； 

——组织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 

——往年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项； 

——二次分割对认证产品完整性的影响（适用时）。 

必要时，应通过增加现场检查频次，保证不同季节的多种产品的现场检查的覆盖率。 

6.4.2 产地环境质量状况的评估和确认 

认证委托人应出具有资质的监测（检测）机构对产地环境质量进行的水质监测（检测）报告。 

6.4.3 样品采集与分析 

a. KCB 应对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安排样品抽样检测，抽样人员应为检查组成员或认证机构指派的人员。 

采用随机抽样方式，所采的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原则上应按产品单元分别抽样，从每一单元产品中随机 

选择足量产品。 

b. 样品检测项目为产品中是否含有抗生素，无抗产品检测项目至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997 号《兽用处方药品种目录（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471 号规定的抗微生物药

类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45号《兽用处方药品种目录（第三批）》。在风险评估基础

上确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其他检测项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c. 检验方法：按《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第 13条款和附录 A、附录 B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d. KCB 应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样品检测，并明确对指定的检测机构的要求，包括：资 

质要求、对样品进行检测的要求、确保检测结论真实和准确、及时向我机构提供检测报告、对检测全过 

程做出完整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检测过程和结果的记录具有可追溯性。 

e. 产品检测结束后，检测机构应及时向我机构和认证委托人各出具一份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包含对认 

证单元内所有产品与认证相关信息的描述。认证委托人对报告应妥善保管，在获证后被监管抽查时应能 

向我机构和执法机构提供完整有效的产品检测报告。 

f.认证证书发放前无法采集样品并送检的，应在证书有效期内抽样检测并得到检测结果，以保证无抗产

品的认证符合性。  

6.4.4 检查结论 

a. 检查组负责报告现场检查结论，并通过检查报告等书面文件提供充分信息对认证委托人执行标准的总 

体情况作评价，对是否通过认证提出意见建议。 

b. 检查报告应叙述 6.4.1 至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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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必要的证据或记录，包括文字或照片或音视频等资料。 

c. 现场检查的结论分为通过、不通过及整改后通过。现场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认证委托人应在规定的 

限期内完成整改，最长整改时限不应超过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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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认证决定 

KCB 根据检查组现场检查及结论、产品检测结果综合评价基础上做出认证决定，对于生产、加工活动及 

其他检查证据符合本规则和《无抗产品认证技术规范》的要求，或生产、加工活动及其他检查证据虽不

完全符合本规则和认证依据标准的要求，但认证委托人已经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不符合项纠正和/或纠

正措施，并通过认证机构验证的，KCB 应颁发认证证书，并予以公告。 

6.6 认证终止 

生产现场检查结论为不通过或产品检验不合格的，KCB 做出不合格决定，并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

要继续认证，在满足 KCB受理要求的情况下，重新申请认证。 

6.6.1 申诉 

认证委托人如对认证决定结果有异议，可在 10 日内向 KCB 申诉，K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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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 

认证委托人如认为 KCB 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可以直接向各级认证监管部门申诉。 

6.7 认证时限 

一般情况下，自受理认证委托起 60 天内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或者不授予认证证书通知。认证委

托人对认证活动应积极配合，认证过程中由于产品检验、现场检查不符合等因认证委托人原因导致延长

的时间，不计算在认证时限内。 

7 获证后监督 

KCB 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的监督，包括对产品的抽样检测和对生产企业的跟踪检查，以确保获  

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并保持与产品检测样品的一致性，验证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  

要求。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应遵守本实施规则的相关要求，确保其获证产品持续符合认证标准要求，生产企业  

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控制持续符合本规则要求。 

7.1 在证书有效期内，应在获证后 12个月内至少对获证组织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当发生下述情况时，可

考虑增加监督频次： 

a)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如发生国抽、省抽、专项抽查不合格等）或用户提出投诉并造成较大影

响，经查实为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责任的； 

b) KCB 对获证产品与标准安全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 有足够信息表明获证组织因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变更，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 

性时； 

d) 无抗产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出现违规时； 

e)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时。 

7.2 获证后的监督检查应在认证委托人正常生产时进行，检查内容包括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产品一致性/标准符合性检查和上次不符合纠正措施的验证。监督检查结果的判定同初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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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KCB在与认证委托人签订的合同中，应明确约定获证组织需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向 KCB 通报以

下信息： 

a. 法律地位、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变更的信息。 

b. 获证组织管理层、联系地址变更的信息。 

c. 无抗产品生产、加工过程或生产加工场所变更的信息。 

d.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场所周围发生重大动植物疫情、环境污染的信息。 

e. 生产、加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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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获证组织因违反国家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g. 采购的配料或产品存在不符合认证依据要求的情况。 

h. 不合格品撤回及处理的信息。 

i. 其他重要信息。 

7.4 销售证和无抗产品溯源码 

7.4.1获证组织销售获证产品过程中（前）向认证机构申请销售证（基本格式见附件 2）或加贴无抗产品

溯源码的方式，以保证产品销售过程数量可控、可追溯。 

7.4.2 销售证是获证组织提供给买方的交易证明，机构应负责销售证的申请和办理，在获证组织销售获

证产品后应向机构申请销售证。机构应对获证组织与购买方签订的供货协议的认证产品范围和数量、发

货凭证（适用时）等进行审核。对符合要求的颁发无抗产品销售证；对不符合要求的应监督其整改，否

则不能颁发销售证。 

7.4.3销售证应由获证组织交给购买方。获证组织应保存已颁发的销售证的复印件，以备认证机构审核。 

7.4.4 无抗产品溯源码（无抗码） 

7.4.4.1 获得无抗产品生产、加工认证的获证组织可向认证机构申领无抗产品认证溯源码，机构应按照

无抗产品认证溯源码规则（见附件 4）进行编号，无抗产品认证溯源码应由统一印制，采取有效防伪、

追溯技术，确保发放的每个认证溯源码能够溯源到其对应的认证证书和获证产品及其生产、加工单位。 

8 再认证 

8.1 获证组织应至少在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向 KCB 提出再认证申请。获证组织的无抗产品生产、 

加工过程未发生变更时，KCB 可适当简化申请评审程序。 

8.2 KCB 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进行再认证检查。因生产季或重大自然灾害的原因，不能在认证证书有 

效期内安排再认证检查的，获证组织应在证书有效期内向 KCB 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原因。经 KCB 确认，

再认证可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后的 3 个月内实施，但不得超过 3个月，在此期间内生产的产品不得作为无

抗产品进行销售。对超过 3个月仍不能再认证的生产单元，则应重新进行认证。 

9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9.1 认证证书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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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1年。无抗产品认证证书基本格式应符合本规则附件 1 的要求。 

9.2 认证证书内容 

认证证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表述： 

（1）认证委托人/生产/加工企业名称、地址； 

（2）获证产品的数量、规模、产地名称和产品描述； 

（3）无抗产品认证的类别； 

（4）认证依据； 

（5）发证日期、证书有效期和认证机构负责人签字； 

（6）颁证机构、机构地址、机构电话； 

（7）证书编号； 

（8）产品认证标志、颁证机构名称标识。 

9.3 认证证书的变更 

获证后，当获证产品涉及产地或养殖方式、无抗制品生产原料或加工方式发生变化，以及 KCB规定的

其他事项发生变化导致认证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认证委托人应向我机构提出变更委托，变更经 KCB

批准后方可实施。 

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 15 日内向 KCB 申请变更。KCB 

应当自收到认证证书变更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认证证书进行变更： 

⑴ 认证委托人或无抗产品生产、加工单位名称或者法人性质发生变更的； 

⑵ 产品种类和数量减少的； 

⑶ 其他需要变更认证证书的情形。 

9.4 证书的暂停、恢复、撤销和注销 

当获证组织发生违反本规则以及其它有关要求时，按规定暂停、恢复、撤销和注销认证证书。 

9.4.1 暂停认证资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KCB 应当暂停认证证书，认证证书暂停期为 1 至 3 个月，并对外公布： 

a)获证方的质量保证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不能保证产品持续达到认证标准要求； 

b 获证方未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不正确宣传认证资格、误导宣传； 

c）用户对认证证书覆盖的产品质量提出重大投诉； 

d)国家质量监督抽查发现证书所覆盖产品质量不合格； 

e）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未在规定时限内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的; 

f) 其他需要暂停认证证书的情形。 

9.4.2 恢复认证的条件 

a) 无抗产品认证证书暂停后，获证单位应对产品存在的问题按期进行整改； 

b) 证书暂停内完成整改并经 KCB指定的检验机构对整改后的产品检验合格，确认产品存在的问题已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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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并能持续稳定保证产品质量后，KCB恢复原认证证书的使用权。 

c) 对恢复认证证书使用权的产品，KCB在下一年度检查时应进行产品抽样检验。 

9.4.3 撤销认证资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KCB 应当撤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a）获证方达不到认证规定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害； 

b）获证方接到《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及标志的通知》后，未按期采取纠正措施或未申请恢复认证证书的； 

c）获证方转让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的； 

d）获证方失去法人资格或已破产的； 

e）获证方的法律地位、质量保证体系发生重大变更未通报 KCB的。 

f) 不接受 KCB监督管理的； 

g) 其他需要撤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9.4.3 注销认证资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KCB 应当注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a）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使用的； 

b）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c）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申请注销的； 

d）其他需要注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9.5 认证标志 

KCB 无抗产品认证标志如下图： 

 

 

 

 

 

 

9.5.1 认证标志的使用 

无抗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按公司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无抗产品认证标志应当在认证证书限定的产品类别、范围和数量内使用，禁止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和

认证标志。 

b）获证产品的认证申请方应当在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贴无抗产品认证标志及其无抗

产品溯源码，不得以通过“无抗”认证误导消费者认为所有产品均为“无抗”产品。 

c）获证产品标签、说明书及广告宣传等材料上可以印制无抗产品认证标志，并可以按照比例放大或者缩

小，但不得变形、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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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获证产品的认证申请人应当暂停使用认证标志；认证证书注销、撤销后，认证委

托人应当向 KCB交回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认证标志。 

e）对于无法收回的证书和标志，KCB应及时在相关媒体和网站上公布注销或撤销认证证书的决定，声明

证书及标志作废。 

10. 认证收费 

无抗产品认证费用根据 KCB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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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KCB 无抗产品认证证书基本格式 

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认证委托人名称： 

地址： 

生产（加工）企业名称： 

地址： 

无抗产品认证的类别：生产/加工 

认证依据： 

认证模式： 

认证范围： 

 

以上产品及其生产（加工）过程符合无抗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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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B印章)                 (KCB无抗产品标识)   
认证机构名称： 
认证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序

号 

基地/加工厂

名称 

基地/加工厂 

地址 

基地/加工厂

面积 

(公顷) 

产品名称 产品描述 生产规模 
产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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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无抗产品销售证 
编号（TC#）：  

认证证书编号：  

认证类别：  

认证委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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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号：  

交易日期：  

售出单位：  

此证书仅对购买单位和获得凯新认证（北京）有限公司无抗产品认证的产品交易有效。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认证机构印章)  

 

 
认证机构名称： 
认证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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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无抗产品认证目录 

类别 产品范围 产品名称 

畜禽 

牛 肉牛；奶牛；乳肉兼用牛；牛乳 

猪 猪 

羊 绵羊；山羊；羊乳 

鸡 鸡；鸡蛋 

水产（含捕

捞） 

海水鱼 
鲱；鲑；鳗鲡；海鳗；鳕；军曹鱼；鲷；鲉；鲈；鲆；鲽；鳎；鳟；

鲀；鲳；文昌鱼；大黄鱼；小黄鱼等 

淡水鱼 

青鱼；草鱼；鲢；鳙；鲤；鳜；鲟；鲫；鲌；黄鳝；鳊；罗非鱼；鲂；

鲴；乌鳢；鳡；鲮；鮠；鲇（鲶鱼）；鲻（梭鱼）；餐条鱼；狗鱼；

雅罗鱼；池沼公鱼；团头鲂（武昌鱼）；黄颡鱼；泥鳅；河鳟（亚东

鱼）；银鱼；丁鱥；梭鲈；河鲈；江鳕；东方欧鳊；银鲫；白鱼等 

虾类 虾 

蟹类 蟹 

无脊椎动物 
牡蛎；鲍；螺；蛤类；蚶；河蚬；蛏；西施舌；蛤蜊；河蚌；水母；

海参；卤虫；单环刺螠；海胆；扇贝等 

两栖和爬行

类动物 
鳖；乌龟；大鲵 

屠宰加工产

品 
鲜（冻）肉 热鲜肉；冷鲜（冷却）肉；冷冻肉；食用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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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无抗产品认证溯源码编码规则 
 

为保证无抗产品认证标志的基本防伪与追溯，防止假冒认证标志和获证产品的发生，

机构可向获证组织发放无抗产品认证溯源码，每枚无抗产品认证溯源码的编码应唯一，其

编码由认证机构代码、年份代码、溯源码发放随机码组成。  

示例：  

X   X   X  

 

溯源码发放随机码  

年份代码  

认证机构代码  

一、认证机构代码（4 位）  

认证机构代码由认证机构批准号的三位阿拉伯数字批准流水号和批准号前+0 形成。如

KCB 批准号为 CNCA-R-2002-069，则认证机构代码为 0069。  

二、年份代码（2 位）  

采用年份的最后 2 位数字，如 2025 年为 25。  

三、溯源码发放随机码（12 位）  

该代码是认证机构发放溯源码数量的 12 位阿拉伯数字随机号码。数字产生的随机规

则采用由“数字魔方数码防伪技术”的核心算法生成，该算法充分保证了溯源码的唯一性、

安全性、无法破译、无法大批量复制生产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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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件更改记录 

更改页 更改状态 更改内容 更改人 日期 

8、10、12、17 有效 修订无抗产品检测方法内容、增加无抗溯源码内容 王芳 2025-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