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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3年 4 月 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下达《关于印发 2023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由中国文教体

育用品协会提出的《钓具第 1部分：钓鱼钩》（计划编号 2023-0280T-QB）

获得批准立项。计划完成时间 2024 年 10 月，计划下达起草单位：鄱

阳县黑金刚钓具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科纳实业有限公司等。 

2、制定背景 

我国最早的钓鱼文物是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骨制鱼钩，距

今已有六千多年，进入商周时期，钓鱼文化有更大的发展，出土了青

铜鱼钩和竹制钓竿，钓鱼也逐步成了一种表达理想和人生哲学的方式，

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就是一个著名的典故。到了明清时期，钓

鱼已经成了一种普及的娱乐活动，不仅文人雅士喜爱，也有许多平民

百姓参与，钓鱼的目的也不再是单纯为了获得鱼，而更多的是为了享

受钓鱼的过程和乐趣。 

近代钓鱼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备受推崇的休闲体育运动，不仅体

现了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对放松身心的追求，还为钓鱼爱好者提供

了一个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平台。规范的比赛规则和完美的组织机

构使得钓鱼运动更具严谨性和公正性，为这项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到如今，钓鱼已不是一种简单的捕鱼行为，而是一种富有

技术含量和文化内涵的休闲体育运动。 

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钓鱼人越来越多，钓鱼钩需求量越来越大，



北京中联博纳对钓鱼钩市场深度研究发现全球年销售额达到 96 元人

民币。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促进了钓鱼钩行业工艺创新及产

品质量的提升，我国很多制造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过渔具

行业数辈人不断努力，鱼钩从纯手工制作，发展到了机械化自动化生

产，产品质量得到了有效稳定的提高。随着近几年行业的进步，很多

企业的产品标准已超过了现有标准的参数指标，且市场对鱼钩有更多

细节要求，比如安全、品质、环保、新工艺等都需要列入到新标准当

中去。 

本次修订是在 QB/T 2927.1-2007《钓具第 1 部份：钓鱼钩》相

关指标的基础上，依据钓鱼钩质量检测所得指标的内容，以及结合消

费者在钓鱼时的实际需求进行编制修订，主要调整了外观、规格尺寸、

镀层与基体结合、涂层安全要求、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其次对试验

方法做了更具体、细致的描述。新的行业标准提升了钓鱼钩的品质，

使消费者在钓鱼时，更有体验感。 

3、主要工作过程 

3.1 起草阶段 

2023 年 4 月钓鱼钩行业标准修订立项后，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

会钓具专委会组织企业和专家组建起草编制小组，起草小组收集、分

析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资料，借鉴钓鱼钩生产过程中的研究成果，多次

召开专题研讨会，力求及时、准确地完成行业标准的修订。 

2023 年 12 月 26 日，由全国文具运动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

织专家和起草单位在线上召开钓鱼钩行业标准启动会，由江西铭高实



业有限公司主笔，鄱阳县黑金刚钓具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钓鱼人钓

具有限公司、宁波海伯集团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福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连球工贸有限公司、北京中认检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会议确定了标准修订的基本内容，进

一步规划了后续任务和时间安排，形成草案稿。 

2024 年 4 月 9 日，由全国文具运动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的行业标准《钓具 第 1 部分：钓鱼钩》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江西铭

高实业有限公司、鄱阳县黑金刚钓具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钓鱼人钓

具有限公司、宁波海伯集团有限公司、禧玛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良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安徽福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宏飞

钓具有限公司、北京中认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会，对钓鱼钩的标准进行讨论交流，本次会议

基本厘清并确定了标准里涉及的全部内容和检测方法，并开始试验验

证工作。 

3.2 征求意见阶段 

起草组于 2024 年 6月完成征求意见稿，于 6 月 25 日在全国文具

运动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官网上进行公开征求意见，标准起草组同

时向同行业、用户、科研院所等机构进行意见征求。截至 2024 年 7

月 25日共收到回复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为 个，共收到意见 条。 

3.3 审查阶段 

3.4 报批阶段 

4、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铭高实业有限公司、鄱阳县黑金刚钓具有

限责任公司、成都市钓鱼人钓具有限公司、宁波海伯集团有限公司、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福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

连球工贸有限公司、威海良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禧玛诺（上海）贸

易有限公司、北京中认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宏飞钓具有限公

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江西铭高实业有限公司负责标准草案，编制说明等资料的拟定；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组织启动会、技术研讨会、征求意见、标准评

审会等工作；参与起草单位对标准草案编制说明的审议，提出意见和

建议，相关技术指标协助验证；专家组负责对标准送审材料进行评审，

参与前期技术研讨过程的技术把控。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标准化文件编制

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意消

费者的需求和标准的可操作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界定了钓鱼钩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产品分类、要求、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钓鱼钩本体，不包括鱼钩本体经二次加工形成的产



品。 

本文件不适用于儿童使用的钓鱼钩。 

本文件是对 QB/T 2927.1-2007《钓具 第 1 部分：钓鱼钩》的修

订，与 QB/T 2927.1-2007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

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1）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   

2） 增加了“产品分类”一章   

3） 增加了“外观”2 条要求    

4） 增加了“规格尺寸”2 条要求 

5） 增加了“镀层与基体结合” 

6） 增加了“涂层安全要求” 

7） 增加了“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3、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标准已无法满足大家对钓鱼钩的质

量及环保的要求。本标准的实施促进了生产钓鱼钩的企业提升产品品

质、提高用户认可度。为规范鱼钩生产企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提供了相关的标准。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北京中认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对钓鱼钩的物理指标和化学指标部分的试验验证工作于 2024 年

6 月完成。验证方法中确认了征求意见稿中所有的试验方法的可操作

及合理性。 



1、综述报告 

钓鱼钩标准已有十几年没有更新，本文件的修订，一是给我国消

费者有更高质量的产品可以消费，二是为钓鱼钩的生产和检测提供了

明确的依据，为统一和规范钓鱼钩的性能要求和检验测试方法奠定了

坚实基础，为钓鱼钩的质量改善提供了技术支持。 

该文件对提高钓鱼钩产品的质量、规范企业生产、促进钓鱼休闲

运动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标准化文件先进性主要方面 

与 QB/T 2927.1-2007 钓鱼钩行业标准对比，该标准文件先进性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本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的调整，更符合消费者

了解选择产品的需求。 

2）本文件“要求”分为外观、规格尺寸、强度、镀层与基体结

合。表面耐腐蚀性能、涂层安全要求、可迁移无素最大限量，能更直

观体现钓鱼钩的总要求。 

3）本文件所有的“试验方法”的补充，调整升级，让试验方法

更具体，更明确，更能形成统一的操作模式。 

4）本文件“要求”和“试验方法”顺序的调整更具科学性。 

5）本文件对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内容做了调整，新增了评判规

则，更具完整性。 

6）本文件对以下项目的指标进行了提升 

——提高了钓鱼钩的“圈头闭合”要求 



——提高了钓鱼钩的“规格尺寸”要求 

——提高了钓鱼钩的“强度”要求 

——提高了钓鱼钩的“镀层及耐腐蚀”要求 

——提高了“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要求 

 

表 1钓鱼钩物理项目的实物检测对比分析表 

检测样品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检测项目 

圈头闭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规

格

尺

寸 

鱼钩的丝径 1.48mm 1.58mm 0.62mm 
不适用 

（三锚钩） 
0.82mm 

钩尖倒刺切口

深 
0.12mm 0.10mm 

不适用 

(无倒刺) 

不适用 

（三锚钩） 

不适用 

(无倒刺) 

倒刺张开角度 45° 45° 
不适用 

(无倒刺) 

不适用 

（三锚钩） 

不适用 

(无倒刺) 

倒刺长度 1.52mm 1.50mm 
不适用 

(无倒刺) 

不适用 

（三锚钩） 

不适用 

(无倒刺) 

倒刺切口深占

丝径的百分比 

不符合 

（8.1%） 

不符合 

（6.3%） 

不适用 

(无倒刺) 

不适用 

（三锚钩） 

不适用 

(无倒刺) 

倒刺长度占丝

径的百分比 

符合 

（103%） 

符合 

（95%） 

不适用 

(无倒刺) 

不适用 

（三锚钩） 

不适用 

(无倒刺) 

圈头钩圈中心

与轴的中心应

在一条直线上 

符合 符合 符合 
不适用 

（三锚钩） 
符合 

平头钩柄宽度

应大于鱼钩丝

径的 2 倍 

不适用 

（圆头钩） 
符合 符合 

不适用 

（三锚钩） 
符合 

平头钩柄长度

应为鱼钩丝径

的 2-3 倍 

不适用 

（圆头钩） 
符合 符合 

不适用 

（三锚钩） 
符合 

平头折弯角度

为 20°±5。 

不适用 

（圆头钩） 

符合 

(20°) 

符合 

(20°) 

不适用 

（三锚钩） 

符合 

(20°) 

2 mm以下丝径钩

身打扁幅度最

大处厚度宜为

不符合 

（打扁幅度最

大处厚度为

不符合 

（打扁幅度最大

处厚度为 1.32mm，

符合 

（打扁幅度最

大处厚度为

不适用 

（三锚钩） 

不符合 

（打扁幅度最大

处厚度为



 

表 2 钓鱼钩化学指标的实物检测对比（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序号 

GB/T 6675.4-2014  钓鱼钩实测结果 

评价 备注 

元素 限值≤（mg/kg） 实物检测(mg/kg) 与标准对比(mg/kg) 

样品 1 

1 铅 Pb 90 N.D. -600 符合 
钓鱼钩标准中

要求铅的含量

丝径 12%±1% 1.26mm，占丝径

85.1%） 

占丝径 83.5%） 0.54mm，占丝径

87.1%） 

0.64mm，占丝径

78.0%） 

2 mm（含 2 mm）

丝径以上常规

打扁幅度最大

处厚度宜为丝

径 15%±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锚钩相邻钩

尖间角度为

12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符合 

(120°) 
不适用 

三锚钩的焊接

长度应超过钩

柄长高度的 1/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符合 不适用 

强度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镀层

及耐

腐蚀 

镀层与基体

结合 
不适用 不适用 符合 符合 符合 

表面耐腐蚀

性能 （72h） 
符合（10 级） 符合（10 级） 符合（9 级） 符合（10 级） 符合（8 级） 

对比

分析 

圈头闭合 所送 5 款样品， 圈头钩圈内均光滑，且圈头闭合无缝隙 

规格尺寸 
倒刺切口深占丝径的百分比，倒刺长度占丝径的百分比，2 mm 以下丝径钩身打扁幅度最大处

厚度不符合，其余项目均符合 

强度 符合标准要求 

镀层及耐腐

蚀 - 镀层与

基体结合 

所送 5 款样品， 其中 3 款产品表面是镀层处理。 根据标准中的测试方法， 测试后镀层均没

有起皮、没有脱落。 

镀层及耐腐

蚀 - 表面耐

腐蚀性能 

（72h） 

5 款样品均符合标准要求 



限值 

600mg/kg  

样品 2 

1 铅 Pb 90 N.D. -600 符合 

钓鱼钩标准中

要求铅的含量

限值 

600mg/kg  

样品 3 

1 铅 Pb 90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钓鱼钩标准中

要求铅的含量

限值 

600mg/kg  

样品 4 

1 铅 Pb 90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钓鱼钩标准中

要求铅的含量

限值 

600mg/kg  

样品 5 

1 铅 Pb 90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钓鱼钩标准中

要求铅的含量

限值 

600mg/kg  

结论 
2 款有涂层的样品，铅 Pb 含量均符合标准要求； 其余 3 款产品表面处理方式为电镀处理，依据标准，不适用此

项目。  

 

表3 钓鱼钩化学指标的实物检测对比（涂层安全要求） 

序号 

GB/T 23990-2009 钓鱼钩实测结果 

评价 

备注 

（仪器检出

限） 元素 
实物检测 

% 

与标准对比% 

(限值≤0.2%) 

样品 1 

1 苯 N.D. -0.2% 符合 检出限 0.002% 

2 甲苯 N.D. -0.2% 符合 检出限 0.002% 

样品 2 

1 苯 N.D. -0.2% 符合 检出限 0.002% 



2 甲苯 N.D. -0.2% 符合 检出限 0.002% 

样品 3 

1 苯 Pb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检出限 0.002% 

2 甲苯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检出限 0.002% 

样品 4 

1 苯 Pb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检出限 0.002% 

2 甲苯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检出限 0.002% 

样品 5 

1 苯 Pb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检出限 0.002% 

2 甲苯 镀层表面 / 不适用 检出限 0.002% 

结论 
2 款有涂层的样品，苯和甲苯含量均符合标准要求； 其余 3款产品表面处理方式为电镀处理，依据标准，不适用

此项目。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主要内容无涉及相关专利和知识产权。 

五、预期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文件目的是促进钓鱼钩生产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提高用户认可

度，也是让企业从追求速度向品质的转变，让企业深刻认识品质在未

来企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支撑。本标准的实施，必将使钓鱼钩行业产

品质量有大幅度提高，为钓鱼钩生产企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1、属于 18 文化体育用品标准体系“04 体育用品”中类，“21

钓具运动器材”小类。 

 

 

 

 

 

 

 

 

 

 

 

 

 

 

2、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是QB/T 2927.1-2007《钓具 第1部

分：钓鱼钩》，本文件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对项目指标进行了调整

及增加，对试验方法进行了更新和补充。该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3、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起草单位的意见基本一致，无重大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以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与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原标准 QB/T 2927.1-2007 废止。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1、归口单位变更 

2022 年 6 月 3 日，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轻工

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体系优化结果的公告》(2022 年第 10 号），全

国文具运动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本标准归口单位由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变更为全国文具运动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主笔单位变更 

计划申报主笔单位因企业自身原因，不再承担主笔单位职能，改

由计划申报第二起草单位承担，经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钓具专业委

员会研究，同意变更。 

 

以上变更已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已办理计划项目调整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