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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饵》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仿生饵》团体标准的制定是根据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文件《关于中国

文体用品行业团体标准(仿生饵)立项的通知》（中文体协字【2018】第 090 号）

而启动的，由《仿生饵》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起草。起草工作在主管和技术

归口单位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的领导、组织和指导下进行工作，标准起草期为

2019年 3月至 2019 年 12月。 

2、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仿生饵是一种以塑料或金属为原料制作的钓鱼用的鱼饵，区别于传统的饲

料饵。仿生饵是利用仿生学原理模拟小鱼在水中游泳受伤时挣扎的样子，来吸引

食肉鱼攻击以达到中鱼的目的。使用仿生饵钓鱼的钓法被称为路亚钓法。路亚钓

法最早起源于欧洲，后相继传入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目前我国也

逐渐步入路亚钓法潮流中。因为仿生饵具有仿真度高、使用方便、安全环保等特

点，深受广大钓鱼爱好者的青睐。我国仿生饵生产企业主集中在山东、安徽、江

苏、广东等地，全国仿生饵生产厂家超过 1000 家，直接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 

仿生饵使用范围广泛，市场需求量大，发展前景广阔。主要包括海水用仿

生饵和淡水用仿生饵，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仿生饵种类繁多，但缺乏统一的标准规

范，导致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企业声誉以及竞争力，阻碍了行业健康

发展。仿生饵产品目前没有相应国家标准，也未检索到相应的国际标准，为引导

仿生饵行业发展，急需制定仿生饵产品标准以规范市场。 

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钓具行业这方面的空白。 

3、主要参加单位 

 威海良晨塑料有限公司，威海海元渔具有限公司，安徽福斯特渔具有限公

司，威海中恒渔具有限公司，威海十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广东永煌休闲用品有

限公司，深圳市瑞琪渔具有限公司。 

4、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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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草阶段 

2019 年 1 月，项目下达后在仿生鱼饵行业内发起标准起草成员征集工作，

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9 年 4 月 23 日，文体协会仿生饵团体标准启动工作会在威海召开，副理

事长胡红江、钓具专委会秘书长田宝全、标准法规高级主任郝鹏、威海市工信发

展中心副局长毕明秋、科长姜明辉等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胡红江副

理事长主持。会议决定成立饵团体标准起草小组，威海良晨塑料用品有限公司为

组长单位，威海海员渔具有限公司为副组长单位。威海中恒渔具有限公司、威海

十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市瑞琪渔具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领导和标准人员参

加了会议。 

威海良晨塑料有限公司副经理王柏超对标准草案作了说明，参会的各企业代

表积极发言讨论，以与国际标准要求看齐为原则，增加了项目要求，提出了更加

合理的试验方法，使标准草案内容得到完善。 

会上研究确定了标准制定的总体工作安排。在会上讨论了标准基本框架。郝

鹏主任对标准的后续流程、时间节点以及经费筹集管理作了说明。 

随后进行了调研工作，了解了目前我国此类产品生产企业的分布情况和技术

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同时，还收集了国内相关标准及多家企业的技术标准、

采购技术要求等资料，在参考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共同起草了标准基本框架。 

2019 年 9 月 3 日-5 日，召开第二次标准起草讨论会议，会上通过专家咨询

等，讨论了标准中的主要技术指标，并研讨了标准文本，形成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19 年 11 月，向同行业、用户、科研院所等机构进行意见征求。共发送征

求意见稿 10 份，截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收到回复的单位数：X 个 ，收到征求

意见稿后，回复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X 个；没有回复的单位数：X 个。 

起草组对编制说明、标准文本和征求意见汇总情况进行详细讨论，形成标准

送审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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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并着重以下方面： 

（1）实用性：根据仿生鱼饵市场目前没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实际情况，考虑

市场需求和产品特点，制定本标准。 

（2）适用性：本标准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可有效

引导、提高产品质量，促进我国仿生鱼饵产业优化升级和良性健康发展。 

（3）协调性：本次制定的《仿生饵》团体标准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强

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2、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充分考虑到了仿生饵产品的特性、当前新工艺新技术以及行业生产实

际和市场需求情况，对产品的一般要求、外观、长度和质量、拉抗性能、耐腐蚀

性、安全要求等进行了规定，这对于保证产品质量，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有重

要意义。 

本标准对仿生鱼饵涂层中所含的苯、甲苯等有害物质进行了规定，并对塑料

软饵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按 GB/T 22048《玩具及儿童用品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

增塑剂的测定》测定。具体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仿生饵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型号标记、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模拟鱼类食用生物的金属仿生饵、塑料硬仿生饵、塑料软仿生

饵。 

（2）术语和定义 

仿生饵是以对人体和环境无害的材料制成的模拟动物形态的鱼饵。为便于理

解，本标准以 QB/T 5048-2017《钓具分类和术语》中仿生鱼饵为基础，对塑料仿

生饵和金属仿生饵进行了定义。 

（3）产品分类 

——按饵体使用的材料分为金属仿生饵和塑料仿生饵。 

——塑料仿生饵可分为塑料软仿生饵和塑料硬仿生饵。 

——塑料硬仿生饵可分为空心仿生饵和实心仿生饵。 

（4）类别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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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标记方法如下： 

  

       —        —        —   — 

 

主要材料的元素符号 

长度，毫米（mm） 

质量，克（g） 

游水深度代号 

产品序列代号 

（5）产品要求及试验方法 

a. 一般要求 

产品配件数量应准确，无装错现象。装配后所有活动件应移动灵活、摆动自

如。钓鱼钩的钩尖不应钩住饵体。形状应接近被模拟生物形体特征，外形流畅。 

采用目视和用手感的方式检测。 

b. 外观 

1、金属饵要求如下： 

a）可触及的金属边缘，包括孔和槽，不应有毛刺、斜薄边，锐角飞边； 

b）表面应光滑美观，色泽匀称，无明显合模线、凹纹、裂纹、缺损等缺陷； 

c）漆膜应均匀、牢固，无流漆、堆漆、掉漆和污痕现象。 

2、塑料饵要求如下： 

a）表面应光滑美观，色泽光亮匀称，无明显锐角飞边、毛刺、裂纹、缺损

等缺陷； 

b）注塑成型饵体不应有缩水、流纹、不完整现象； 

c）喷漆应均匀，颜色、色度、花纹应清晰，不应有飞油、流油、挂滴现象； 

外观特性在正常光照下，通过目测检验。 

c．铒体长度、质量偏差 

长度和质量偏差过大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从而影响消费者的使用体验。饵

体长度偏差应不超过±1％；饵体质量偏差应不超过±3％。 

对于尺寸偏差，用分度值为 0. 1mm 的长度量具测定。对于质量偏差，用分

度值为 0.1g 的电子秤称量饵体的质量。 

d. 塑料软饵硬度 

本标准增加了塑料软仿生饵的硬度分类，按邵氏硬度分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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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本行业中从未对塑料软饵硬度做要求，致使生产企业只是根据样品手

感配料，或按照以往的经验配料，没有量化指标。本团体标准在硬度指标上进行

了规范，并采用现行的 GB/T 2411-2008 《塑料和硬橡胶 使用硬度计测定压痕

硬度（邵氏硬度）》进行检测。该指标的确立可引导软饵产品生产、稳定质量，

从而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供有力保障。 

塑料软饵硬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硬度等级 超软 软 硬 超硬 

邵氏A 0～15 ＞15～25 ＞25～35 ＞35 

e. 塑料硬饵密封性 

硬塑料空芯仿生饵不应漏水。 

以往的检测采用密闭加压的检测方法，一般加压 0.5 MPa，保持 2 min 后取

出，观察是否有水进入空芯部位。该方法最大的缺点是，受试产品一但漏水就会

报废，不能回收再利用。 

本标准采用煮水法试验，将水加热到 70℃，将产品放入水中保持 2 min，观

察是否有气泡出现。当温度升高时，饵体内部的空气受热膨胀，压力增加，如果

饵体密封性不好、有裂缝存在，此时会有气泡出现。此方法最大的亮点是漏气的

产品可通过再补胶后使用，不会造成产品报废，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f. 拉抗强度 

鱼饵拉抗强度，是指鱼饵整体（包括接线器与饵体，鱼挂钩与饵体连接）在

一定外力作用下不发生脱落、损坏，保持功能的一个主要技术指标，鱼饵的拉钩

强度应与饵体连接的鱼钩的拉抗强度相符。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鱼饵不断裂、不

发生大的变形是满足钓鱼功能的一个重要特性要求。对于咬力大、体重大的鱼类，

鱼饵的拉抗强度尤为重要。 

为方便生产企业测试拉抗强度，本标准设计了如下简易方法测试。固定住饵

体挂钩一端接线器（有多个挂钩的，以每个挂钩连接点作为一端），一端连接测

力计，拉动测力计并观察示数拉伸至所要求范围后保持测试时间不少于 2min。

有多个挂钩的，每个挂钩均应进行测试，每个挂钩测试不少于 2 次。 

g. 耐腐蚀性及测试 

由于鱼饵在水下使用，饵体表面和鱼钩在水下易受到腐蚀，所以饵体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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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和鱼钩对时腐蚀都应满足一定的要求。 

鉴于钓鱼钩已有 QB/T 2927.1-2007 行业标准，该标准规定了鱼钩的耐腐蚀性

要求，即应达到 QB/T 3832-2009 中规定的 6 级。鱼钩是仿生鱼饵的一个部件，

为此，饵体涂层本身的耐腐蚀能力也应达到 QB/T 3832-2009 中规定的 6 级要求。

因此将涂层和鱼饵外露金属部件的耐腐蚀性一并要求。 

饵体有金属镀层和油漆涂层，其中金属镀层和鱼钩等外露金属部件耐腐蚀性

按 QB/T 3826 规定进行测定，油漆涂层时腐蚀性根据 GB/T 1771 的规定进行测试，

结果根据 QB/T 3832-2009 第 5 章的规定进行腐蚀等级评价。淡水和海水的腐蚀

性不同，海水的腐蚀性高于淡水。所以按QB/T 3826的盐雾试验的测试时间不同。 

h. 涂层附着力 

饵体涂层主要有油漆涂层和电镀层，由于鱼饵需浸入水中并经鱼的咬磨，如

果涂层附着力不够则涂层容易脱落，所以应对涂层的附着力有一定的要求。 

金属镀层附着力按 QB/T 3821-1999 的规定进行测试。油漆涂层附着力根据

GB/T 9286-1998 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涂层附着力应不低于 GB/T 9286-1998 中表 1 规定的第 2 级（最高等级为 0

级）。第 2 级要求是：在切口交叉处和/或沿切口边缘有涂层脱落，受影响的交叉

切割面积明显大于 5％但不能明显大于 15％。 

对于油漆涂层，涂层中苯、甲苯的含量应不大于 0.2％。 

苯、甲苯的含量按 GB/T 23990 的规定进行测定。 

h. 可迁移元素 

鱼饵中的油漆涂层含有可迁移元素。鱼饵直接与水体接触，如果所含的可迁

移元素超标就会对水体造成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本标准按照 GB 

6675.4-2014《玩具安全 第 4 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对仿生饵中金属的可迁移

元素规定了限量值，GB 6675.4-2014 也同时规定了可迁移元素的检测方法。按

GB 6675.4 第 7 章指出待测样品的材料质量低于 10mg 的试样无需测试。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 

合格。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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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目前仿生饵生产企业主集中在山东、安徽、广东、江苏等地，全国仿生饵生

产厂家超过 1000 家，直接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仿生饵市场需求量大，发展前

景广阔。 

由于各企业没有相对统一的生产标准使得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企业为了

减少生产成本、简化生产程序、使用不合格原料生产，严重影响了行业发展和中

国企业的形象。现与本标准最为接近的是 2015 年发布的水产行业标准 SC/T 

5061-2015《人工钓饵》，人工钓饵只要包括精饲料、动物性饵料和配合饵料等，

与本案提出的《仿生饵》有本质区别。制定仿生饵团体标准可以规范和指导企业

产品生产，促进我国仿生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为促进行业发展，急需出台相关

团体标准或行业标准，以便更好规范生产和产品质量。 

六、标准先进性程度及国际、国内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目前没有采

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标准属于文体用品标准体系中的“钓具”中类，“鱼饵”小类的产品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文体协会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的批准发布后 3 个月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