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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制定，是CNAS根据通信检测

领域的特性而对CNAS-CL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所作的进一步

说明，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    

本文件与CNAS-CL01:2018同时使用。    

    在结构编排上，本文件章、节的条款号和条款名称均采用CNAS-CL01:2018中章、

节条款号和名称，对CNAS-CL01:2018 应用说明的具体内容在对应条款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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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在通信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CNAS对通信检测领域实验室的认可活动。通信检测领域包括各类

通信设备、器件和系统的性能、功能和协议检测项目。 

2 引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4 通用要求  

5 结构要求  

6 资源要求 

6.2 人员  

6.2.3 实验室应确保其人员满足以下要求：  

a) 检测人员应具有相应的通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充分了解所从事检测项

目的技术要求，经过必要的专业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实验室通信检测

人员中具有相关领域 3年以上工作经历的比例不低于 50%。 

    b) 关键技术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掌握检测设备/系统的检测原理及性能； 

    ——了解被测样品的基本工作原理； 

    ——熟悉检测标准，掌握检测方法和流程； 

    ——具有数据处理和评估的能力； 

——具有作出符合性声明时应用判定规则的能力。 

    注：关键技术人员包括进行检测结果复核和检测方法开发、修改、验证、确认的

人员以及签发报告的人员等。 

6.3 设施和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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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根据实验室申请的检测项目/参数，实验室应具备满足相应要求的设施，包括

但不限于电波暗室（OTA暗室）、屏蔽室、电波混响室、开阔场等。 

实验室应对可能影响检测结果有效性的环境条件进行定期监测、控制和记录。必

要时应采取措施，以防止因环境条件原因对检测结果有效性造成不利影响，这些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具备可靠的接地措施并予以维护，必要时应提供每个检测设备的保护地。 

    b) 检测项目和/或所用的检测设备对电源特性有特殊要求，例如电压额定值、频

率额定值、电压稳定度、频率稳定度、总谐波失真等，应配备满足此类要求的电源设

施，并予以监控和维护。 

    c) 检测项目和/或所用的检测设备对静电敏感，应安装适当的防静电工作台面、

防静电地板、接地设施以及其他防静电用品并予以监控和维护。 

    d) 检测项目和/或所用的检测设备对环境敏感或有特殊要求，例如温度、湿度、

大气压力、洁净度等，应有满足此类要求的环境设施或相应措施，并予以监控和维护。 

e) 检测项目在开阔场进行时，应考虑地形、建筑物、树木等因素的影响，并予

以监控和维护。 

6.4 设备  

6.4.1 实验室应配备正确开展检测活动所需的辅助检测设备。辅助检测设备的技术参

数应满足检测方法要求或相关标准规定。实验室应保留供应商提供的符合性证明或实

验室自行验证的记录。当辅助检测设备需与检测设备连接或者组装后使用时，应评估

其连接或组装方式对最终检测结果的影响。必要时，应在每次连接或组装后确认其符

合性，并保存记录。 

    注：辅助检测设备不输出检测数据，包括但不限于预放、线缆、滤波器、切换单

元、电源等。 

6.4.4 当设备/系统投入使用或重新投入使用（包括软件升级）前，实验室应验证其

符合规定要求，并保存相关记录。 

    a) 实验室应对检测设备和辅助检测设备的测量范围、测量准确度和/或测量不确

定度、功能选件等进行验证。 

    b) 实验室应对所使用的自动化检测系统进行验证，验证方式可采用以下方式之

一：  

    ——经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技术组织、认证机构验证； 

    ——与经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技术组织或认证机构验证的同类检测系统进行比

对； 

    ——与手动检测方式进行比对。 

c) 实验室应对自动化检测系统的检测软件版本进行确认。 

6.4.7 对需要校准的设备，实验室应建立校准方案。方案中应包括该设备需要校准的

参数、各参数校准范围和/或频点、各参数最大允差或不确定度、校准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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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在制定校准方案时，应参考检测方法对设备的要求、实际使用需求和风险、

历次校准结果的趋势、期间核查结果等因素。 

6.4.13实验室对自动化检测系统的验证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系统的识别，包括硬件、软件和固件版本；  

    b) 制造商名称、型号、序列号或其他唯一性标识；  

    c) 验证结果，适用时应包括检测方法、配置参数、原始数据、比对结果等。 

7 过程要求  

7.2 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  

7.2.1 方法的选择和验证  

7.2.1.3 如果实验室需对某一方法同时保留两个及以上的有效版本或者保留已被替

代的版本时，实验室应有文件化的程序进行有效控制以防止误用。同时，应确保其资

源符合相应版本方法的要求。 

7.2.1.5 实验室在引入检测方法之前，应对其能否正确地运用该方法进行验证。验证

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方法的版本信息； 

    ——人员的培训和考核，人员能力/资格的确认/授权； 

    ——设施和环境条件； 

    ——设备配置； 

    ——作业指导书（适用时）；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报告（适用时）； 

    ——检测经历记录； 

    ——质量控制活动记录； 

    ——其他资源。 

7.5 技术记录  

7.5.1 实验室应确保每一项实验室活动的技术记录包含结果、报告和足够的信息，并

确保能在尽可能接近原条件的情况下能够重复检测活动。实验室应重点关注并记录： 

    a) 样品信息，包括样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编号、照片，必要时需包括

软硬件版本和配置状态信息。 

    b) 检测数据信息，包括原始检测数据、数据处理过程和为得到最终结果记录的

所有过程信息。 

    c) 检测设备/系统信息（含使用客户的设备），包括设备/系统名称、型号、厂家

（适用时）、编号、校准信息，必要时需包括设备/系统的配置状态信息。 

    d) 检测场所或设施信息，如实验室多个场所、客户的设施、实验室固定设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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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场所、临时或移动设施等，必要时需明确具体检测项目的场所信息。  

    当技术记录包含多种载体形式时，如同时有照片、波形图、纸质数据、电子化数

据等时，实验室应有措施对各类记录进行等同管理并存档。 

7.6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7.6.3 实验室应对定量类检测项目评定测量不确定度。如果所使用的方法中有不确定

度符合性要求时，实验室应确认其评定的不确定度满足要求。 

7.8 报告结果 

7.8.2 （检测、校准或抽样）报告的通用要求 

7.8.2.1 除非实验室有有效的理由，每份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检测设备/系统名称、型号、校准状态、软硬件版本信息； 

    ——辅助检测设备名称、型号、校准状态、软硬件版本信息；   

——被测样品的配置、工作状态、软硬件版本信息（必要时）； 

    ——配合被测样品工作且影响样品工作状态的设备信息（适用时）； 

    ——检测连接图（适用时）； 

    ——限值及性能判据（适用时）； 

    ——检测数据；  

——被测样品照片（适用时）。 

8 管理体系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