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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通讯

1    申请和受理

1.1  认证机关：财团法人，日本合板检查会（JPIC）。

1.2  认证申请书

企业联系认证机关日本合板检查会（JPIC），并申领

《认证范围申请书》、《认证范围明细书》和《单板层积材

认证明细》三种表单，并按规定要求填写。

《认证范围申请书》中要求填写企业名称、地址及责

任人，认证工作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认证产品的种

类及区分，公司年生产总量及工厂所处的交通地理位

置。其中"认证产品区分"一栏填写"胶水种类+JAS（日

本农林标准）等级+产品名称"，"工厂所处的交通地理

位置"一栏填写“以当地国际机场为基点的方向及距

离”。

《认证范围明细书》中"认证范围明细"一栏要求填

写"胶水种类+JAS等级+产品名称"；表1.生产及品质

管理设备，表2.品质管理组织及实施方法，表3.品质管

理负责人的资格及人数，表4.格付组织及实施方法中

“适·否”栏中填写"适"。在"检查机关名"一栏填写

“（财）日本合板检查会”；表5.格付担当者资格及人数

中资格的有无：选择"无"。

《单板层积材认定明细》中"认证区分"一栏要求填

写"胶水种类+产品名称"，"类别"一栏填写"胶水类

型"，"甲醛释放量等级"一栏填写"JAS等级"。

1.3  企业组建的JAS认证小组人员及人数要求

等级负责人：（日文指格付担当者）应与生产、业务

等部门无关之人，要求能够对产品等级判定有一定的行

为能力，以防不合格JAS产品以JAS产品形式出厂。可

由品质管理人员担当，要求至少1人。

品质管理担当者：可为生产厂长，要求至少1人。

品质管理责任者：要求与生产、业务等部门无关人

员至少1人。

JAS产品的检验人员姓名：（日文为技术选别者），由

成品检验之员工担任，要求至少3人。

等级负责人、品质管理担当者、品质管理责任者均

应提供简历。

1.4  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

1）公司组织机构图及品质管理组织图。

2）公司位置地图及工厂平面图、车间平面图。

3）用于单板层积材生产的品质管理要素，如：名称、

数量、型号、规格、量程、生产厂家等。

4）生产流程图、生产各工段的操作标准及检验标准、

品质管理基准一览表。

5）品质记录，包括各种原材料检验单、生产过程品

质监测记录、成品检验记录及成品物理化学特性检测报

告(对非结构材指产品甲醛释放量及浸渍剥离及含水率实

验报告；对结构材除产品甲醛释放量及浸渍剥离和含水

率实验报告外，还应包括有弹性模量、静曲强度等项的

检验报告）。

1.5  企业应将1.2~1.4项的所有申请材料报送日本合板检

查会（JPIC）。

1.6 申请JAS认证的企业必须具备独立生产此产品的能

力，并具有连续稳定生产合格产品的必备条件（指生产

设备）和质量保证能力（指检测设备）。

1.7  增项和升级申请

企业在办理其它产品类型的JAS产品认证或将原

JAS产品等级升级时，皆需要重新提交申请材料。

2     企业生产条件审查

2.1  审查组织由日本合板检查会（JPIC）派出的审查人

员构成。

2.2  现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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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再义，刘玉波

（长春荣福木业有限公司，吉林 长春 130052）

前言：为满足对日出口企业申请JAS认证的需要，本文以单板

层积材（LVL）为例，介绍JAS认证的申请、受理、审查及发

证后的监督管理等具体要求，供业内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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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日本合板检查会（JPIC）受理申请后，组织对申请

企业审查。

2.2.2 JIPC 确定审查日期及审核计划，并提前通知企业，

企业再安排审查人员的具体行程。

2.2.3现场审查时间一般为1~3天，审查一般分二次进行。

2.2.3.1第一次审查为指导性审查，主要是培训企业认证

小组成员，并至生产场地检测主要生产设备、成品外观

和尺寸及成品的物理化学特性（此项在实验室进行），最

后讲解审查的结果并提出需要改进之处，若企业一方对

认证有疑问可及时向JPIC人员请教。

2.2.3.2第二次审查为复审。

2.2.4日本合板检查会的现场审查内容全部按企业所提供

的申请材料进行，如现场仍有实际情况与提交资料不符

之处需向审查组做出合理解释。

2.2.5对于审查不合格之企业JPIC将给予第三次复审机

会。

3     产品抽样与检验

3.1   日本合板检查会（JPIC）审查组每次来厂审查之前，

将提前通知企业，并通告企业准备符合其要求的样品及

其数量。

3.2   抽样及检验方式按JAS（Japan Agriculture Standard）

要求进行。

3.3   检验项目：主要设备性能、成品外观及尺寸、成品

物理化学特性。

3.4   企业按日本合板检查会要求准备样品并邮寄。

3.5   对于检测不合格之企业，可以重新申请审查。

4     审定与发证

4.1   证书填写及发放由JPIC负责。

4.2   在复审现场审查合格后，JPIC将再次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

4.3   经审定，符合发送条件，由JPIC发放相应申请等级

证书，并将申请材料一式三份，一份留JPIC，另两份返

还企业存档。

4.4   经审定，不符合发证条件时，申请材料概不退回。

5     发证后的监督管理

5.1   日本合板检查会将按产品的生产量对企业进行复审，

间隔时间为半年或一年一次。如在复审过程中发现不合

格的，将取消其JAS资格。

5.2   企业每月向审查组提交《JAS月报》。

5.3  日本合板检验会（JPIC）将在销售市场监督抽查该

企业JAS产品，对有不合格产品或其它类型产品以JAS

产品形式流入市场的违规行为，JAS将依照有关日本农

林产品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取消其JAS证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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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进口原木虫害渐增
进几年来，我国进口原木数量以每年平均20%左右的幅度递增。据海关统计数字表明，截至今年8月份，我国进口原

木已达1740万m3。伴随进口木材数量增多，其携带的各类虫害的事件也日渐增多。这些现象在我国进口原木的一些主要

港口如张家港、太仓、湛江、上海、青岛、海南以及满洲里、绥芬河等陆路口岸都时有发生。

在我国每年进口2000多万m3的原木中，其中俄罗斯所产北洋材约占大半以上。然而当进口单位对北洋材的材质与价

格表示首肯的同时，也不禁对其近来不断增加的携带虫害的问题感到不满和担忧。这不仅是在北洋材进口的主要陆路口岸

绥芬河和满洲里，国内几乎所有俄罗斯原木进口落脚的口岸，都不同程度地发现其携带落叶松小蠹以及天牛类活体害虫和

其它有害生物。尽管有些索赔成功，但仍造成了危害和损失。

从海南进口口岸传出的消息更是令人吃惊，该省每年都要进口10多万m3的原木，竟然发现有70%以上批次的进口原

木携带有国家明令禁止进境植物二类危险性害虫大家白蚁。海南口岸进口的原木大多带有树皮及泥土，其内经常有危险性

害虫。且进口国涉及近40个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也因此近年来共截获林木害虫250余种，其中有170种为检疫性害虫，危

险性很大。据悉，海南检验检疫局主办《海水浸泡处理原木杀虫效果研究》近期取得了成果鉴定，这对原木检验检疫除害

处理、有效防止海外有害生物入侵将起到积极作用。

从以上截获害虫的分布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原木，往往集中携带有一、两种常见害虫。例如大家白蚁多集中

在东南亚及澳洲进口原木，而北洋材常发现有蠹科害虫及松材线虫等，象虫科等害虫则在非洲及南美材多有发现。

我国森林资源十分匮乏，特别是人造板等工业生产用途方面的原木更是奇缺，只能依靠进口原木来补充。对于进口原

木携带各类虫害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国家林业局最近发布虫害公告，公布了松材线虫、红脂大小蠹等19种林业检疫性有

害生物的传入，这对于加强对我国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以及旅游资源的保护都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但仅此还远远不够，最

为重要的是，我国国内担任有进口原木业务的海运及陆路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务必提高警惕并不断加强业务识别能力，将进

口原木所携各类害虫拒之国门之外。与此同时，国内进口原木的有关外贸部门及企业亦应加强这方面的认识，积极配合检

验检疫部门实施对进口原木的严查，千万不可为一己和一时之利，放松或纵容携带有虫害生物的原木进入国门。

                                                                                                                                                                                              （板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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