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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阐述检测标准化技术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作用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检测标准化技术的现 状 和 问 题 O
认为我国检测标准化技术滞后 , 仪器制造水平落后 O 建议尽快加强我国的检测标准化的技术性基础研究开发

和推广工作 , 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仪器工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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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and put forWard Ways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of measurement standardiz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chemical analysis, measurement standard, standardization technology,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中国加入 WTO 的几年来 ,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

全 球 化 进 程 加 快, 市 场 越 来 越 开 放, 关 税 越 来 越 降

低, 同时进口配额 ~ 许可证制度 ~ 外汇管制等非关税

措 施 越 来 越 受 到 约 束 和 限 制, 以 技 术 标 准 ~ 技 术 法

规 ~ 认证制度 ~ 检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措

施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O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质

是通过提高技术门槛, 增加进口难度, 最终达到一定

程度上限制进口, 保护本国经济的目的 O 技术性贸易

措施现已经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障碍, 已经取代反

倾销, 成为我国出口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 O 为

此, 本文阐述检测标准化技术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

作用, 介绍我国在检测标准化技术的滞后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 并提出加强标准化技术性研究的建议 O

1 检测标准化技术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作

用

TBT(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贸易技术壁垒

协定) 措施由于其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内涵上的合理

性, 不仅隐蔽地回避了分配不合理 ~ 歧视性分歧, 而

且各种技术标准极为复杂 O 事实上目前许多国家都

是把一些不合理的条款隐蔽在合理的协议中, 以保

护本国的企业, 使出口国难以应付和适应 O 化学分析

领域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已经成为西方技术发达

国家最有效的和最方便的贸易武器 O 我国每年受技

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出口额已超过 25% , 约为 45O
~ 5OO 亿美元[1]O 我国出口产品被国外化学分析领

域技术壁垒拒之门外屡屡发生, 促使我国在分析仪

器和分析方法的研发投入不断加大 O 在最让人民关

注的农产品准入 ~ 食品准入 ~ 药品准入等方面, 在医

疗卫生的生化检验方面, 化学检测标准化衡量着所

有化学分析测量结果的准确程度, 规范着整个测量

行为 O 无论是国际环境的大背景还是广西局部的小

环境, 都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检测标准技术

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 拥有自己的检测标准才能有

效地对国外的技术壁垒进行反制 O



2 我国检测标准化技术的现状和问题

2. 1 我国检测标准化技术现状

近两年来 ~ 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垄断优势 ~ 不断制

定新的技术法规 ~ 不断提高技术标准 ~ 制定出新的标

准方法 ~ 作为技术壁垒堵在我们的国门 O 例如 ~ 2005
年 2 月英国拉响 苏丹红 1 号 ' 食品安全警报 ~ 国家

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于 2005 年 3 月 30 日批准发

布<食品中苏丹红染料的检测方法  高效液相色

谱法>国家标准 ~ 该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O 2005 年

6 月 5 日英国食品标准局再次拉响 孔雀石绿 ' 食品

安全警报 ~ 中国很多相应的检测机构虽然有检测设

备 ~ 检测标准 ~ 却因为缺乏试剂 ~ 标样等必需品而暂

时无法进行检测 O 从 2006 年 5 月 29 日起 ~ 日本将正

式实施<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 ~ 对

食品 ~ 农产品中所有农业化学品残留物都作了明确

规定 O日本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市场 ~ 这一制度

将对我国向日本出口的食用蔬菜 ~ 水海产品 ~ 禽肉 ~
畜肉等优势农产品产生重大影响 O 欧盟委员会发布

欧 委 会 第 2005/31/EC 号 指 令 ~ 对 第 84/500/EEC
号指令<关于与食品接触的瓷器制品的性能标准与

合格声明>进行了修订 O 从 2007 年 5 月 20 日起 ~ 不
符合该指令要求的瓷器制品将禁止生产和进口 O 欧

盟的新指令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贸易措施 ~ 随着人

们对陶瓷产品中铅 ~镉元素的危害认识更加深入 ~ 严
格控制陶瓷产品中铅 ~ 镉元素的限量是发展的必然

趋势 O我国是世界上陶瓷生产大国 ~ 陶瓷产量已连续

8 年位居世界第一 O 欧盟已成为我国陶瓷出口的第

一大市场 O欧盟委员会重新制定检测标准 ~ 用意很明

显 ~ 从标准上看 ~ 新指令对仪器分析方法检出的铅和

镉的限量标准由原来的分别为 4. 0mg/L~ 0. 3mg/L
修订为 0. 2mg/L~ 0. 02mg/L~ 从而提高此类产品进

入欧盟市场的门槛(表 1D O 对我国陶瓷产品出口及

广西的陶瓷产业 ~ 将带来严峻挑战 O
表 1 与食品接触瓷器的铅和镉溶出量允许极限 e

标准 Pb(mg/LD Cd(mg/LD

目前我国的陶瓷标准 GB/T12651-
2003

0. 5 0. 25

原 欧 盟 陶 瓷 标 准 84/500/EEC EN
1338-1 EN 1338-24 0. 3

欧 盟 即 将 实 施 的 陶 瓷 标 准 2005/
31/EC

0. 2 0. 02

e 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版的 <出口商品技

术指南> O

按照表 1 中欧洲新的标准 ~ 从技术角度来分析 ~
欧盟新的限量标准明显严于我国的检测标准 ~ 而且 ~

国产仪器石墨炉的检测技术水平尚无法与欧美产品

抗衡 O 首先 ~ 将给我国陶瓷产品的出口带来巨大冲

击 O其次 ~ 欧盟修改限量标准 ~ 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
波及美国和亚洲市场 O最后 ~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

是对我国检验工作提出挑战 O 由于原来的限量标准

较高 ~ 所以对仪器性能和技术指标的要求也较低 ~ 对
实验室分析人员的技术要求不高 ~ 运行成本较低 O从
目前广西的情况来看 ~ 陶瓷企业大多数都拥有自己

的检测实验室 ~ 但检验环境和操作水平均有待改进 ~
主要的检测仪器就是配备了国产火焰原子化法检测

器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但是所有的仪器都没有

配备石墨炉 O在火焰原子化检测器的分析条件下 ~ 由
于仪器的检出限的指标太低 ~ 所有我们在分析过程

中的无法检出新标准下的铅 ~镉含量浓度 ~ 但这并不

等于被测样品的含量不超标 O 现在的限量标准从原

来的 ppm 级提高到 ppb 级 ~ 使得实验室工作必须提

高一个档次 ~ 比如原来仅需要火焰法就可以做到的

检 测 ~ 必 须 改 为 石 墨 炉 检 测 ~ 这 将 大 大 提 高 检 测 成

本 ~ 降低检测速度 O
2. 2 存在问题

2. 2. 1 国家标准滞后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 ~ 二流的企业卖专利 ~ 这是现

代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O 技术链条的下游企业只能

处在金字塔的底层去生产和销售 O多年来 ~ 一直是国

外设置了技术壁垒 ~ 国内才开始着手建立相关标准 O
我国的标准水平偏低 ~ 甚至缺乏标准 ~ 检测方法比较

简单 ~ 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比例太低 ~ 不能满足产品更

新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O我国的一些标准覆盖面不够 ~
特别是生产标准 ~ 检测标准 ~ 认证标准不完备 ~ 缺乏

规范 O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5 年 6 月经过一年

半时间清理 ~ 现行有效的 21575 项国家标准中 ~ 确定

有效标准仅占 44. 2% ~ 继续使用急需修订和废止的

国家标准达到了 55. 8% O 目前 ~ 我国国家标准中对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率为 43. 5% ~ 其中

等同 ~ 等效采用的标准仅 有 24% ~ 对 现 有 国 际 标 准

的转化率只有 34. 4% [2]O
2. 2. 2 仪器制造水平落后

在化学分析领域 ~ 目前仪器市场上的紫外分光

光度计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气相色谱仪 ~ 液相色

谱仪中的高端产品全部被国外企业所垄断 ~ 而气质

联用仪 ~液质联用仪 ~电感耦合发射光谱仪等先进的

仪器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 O 欧美发达国家所设置

的技术壁垒 ~ 一方面旨在保护本国产业 ~ 另一方面 ~
通过设置壁垒可以控制被设限国购买先进的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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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进而迫使被设限国无法掌握产业核心技术 丧
失产业标准话语权 目前中国技术空心化的现象十

分 严重 而所谓 中国制造 ' 实际上是 中国组装 '  
我国制造业在精密分析仪器领域中科技水平跟世界

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国内仪器生产企业主要忙于应

付市场需求 无力顾及研发 国内大学内对精密仪器

的研究过于理论化而没有进行实用性开发研究 分

析标准是建立在仪器的基础上的 标准的滞后 导致

我们的检测机构和生产厂商被国外的标准技术法规

牵着鼻子走 我们国内的仪器生产厂商为了生存 不
得不参照国外企业所制定的标准来生产 核心技术

只能依赖国外进口 尽管提倡国货 但是显而易见的

实力与技术差距 造成使用国产仪器设备进行检测

无法满足国外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3 加强标准化技术性研究的建议

分析仪器的技术水平和标准的制定密不可分 
分析仪器是测试标准技术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国外

的仪器厂商是根据分析方法来研发仪器 然后在由

仪器的性能来制定分析标准 分析方法和仪器水平

是与检测分析技术标准相关的两个最实际方面 要

改变我国目前标准落后的被动局面 我们要从根本

上做起 
3- 1 加强标准化的技术性基础研究开发和推广工

作

开展科学研究 增强技术实力 这是加强标准化

的技术性基础研究开发的核心 首先 要在全国范围

内对标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给予足够的政策扶持和

资金投入 提高检测人员技术水平 鼓励和推动检验

检测机构参与国际认证或互认活动 尽快与国际接

轨 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上分析标准的动态 其次 

是要充分发挥大型分析仪器协作网的作用 实际上 
在许多检测机构中也不乏价格昂贵大型分析仪器 
但大多数都是应用于按照标准来开展检测工作 在

标准技术的研究方面使用率不高 应该由分析测试

协会和大型分析仪器协作网进行协调 充分利用起

来 用于标准方法的研究 除此之外还必须切实发挥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和引导作用 改变企业的

生产意识 强制推行标准化生产 增强企业抗风险能

力 只有采取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才能扭转这

种标准滞后的现象 
3- 2 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仪器工业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

心技术 制定新的产业标准 这是检测标准化技术性

研究的基础 也是我国民族仪器工业摆脱低价竞争 
跨越欧美技术壁垒的唯一途径 鼓励和提倡使用国

产检测仪器 应该让国产仪器在检验机构中占据一

席之地 在各个环节上扶持和发展民族仪器工业 在
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管理方面 政府应该对科研项

目的立项和审批加强监管 处杜绝科技立项中的学

术腐败 把有限的经费落到实 
总之 在科技高速进步的今天 大力发展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分析测试标准技术任重道远 追赶和

超越国外的先进水平是对我们分析测试行业人员新

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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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世界上首个无污染铁矿石高钛量测定法问世

我国大型钢铁企业攀钢钢研院检测中心的科技人员通过反复探索 成功地研究出世界上首个无污染铁

矿石高钛量测定方法 该方法采用一个简便的装置取代了原来复杂的氮气保护装置 并采取措施增加了新方

法的稳定性;同时还创新性地用一种无污染的物质标定硫酸铁铵标准溶液 避免了传统方法使用汞盐对环境

造成的危害 科技人员用该方法开展一系列试验确定了钛量测定的最佳条件 简化了分析流程 缩短了分析

时间 我国的该项研究成果为国标方法的修订成功奠定了基础 使我国钛铁矿产品的成分分析和仲裁判定有

了一个统一的更为科学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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