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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贵金属饰品 术语》（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本标准研制基于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订计划

项目的技术成果。2019 年 1 月，深圳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申请

立项研制《珐琅贵金属饰品 术语》团体标准，获中国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主持《珐琅贵金属饰品 术语》

团体标准的研制工作。2019 年，深圳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与自

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深圳珠宝研究所联合组成项目组，开

展本项目研制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珐琅贵金属饰品 术语》团体标准小组搜集大量与珐琅、

贵金属饰品、珐琅材料、珐琅工艺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

际标准，查找了标准中珐琅的相关内容。 

（2）项目组多次对北京工美集团、老凤祥、周大生、六福珠宝、

钻石小鸟等珐琅贵金属生产及销售企业进行调研，了解各个企业对珐

琅贵金属饰品术语的理解。 

团体标准起草现已经实行两个阶段： 

标准名称 《珐琅贵金属饰品 术语》 

任务来源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任务 

起草单位 
深圳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深圳

珠宝研究所 



第一， 讨论阶段 

——2019 年 03 月底完成讨论稿； 

——2019 年 03 月底，在深圳召开两次《珐琅贵金属饰品 术语》

讨论会，根据讨论会意见汇总，形成征求意见稿。 

第二， 征求意见阶段： 

    ——2019 年 4 月初，将征求意见稿发送至全国商贸、科研、院校、

工厂等领域专家处进行审阅。 

——2019 年 04 月～2019 年 05 月，收集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资

料。 

 

2. 制定本标准的意义和必要性 

（1）珐琅贵金属饰品作为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的融合产物，有

着广阔的前景，但鱼龙混杂的现状已经对市场空间造成了压缩。目前

珠宝行业中，珐琅贵金属饰品没有相应的标准进行行业规范，且珐琅

贵金属饰品的定义混乱，制定《珐琅贵金属饰品》及《珐琅贵金属饰

品 术语》团体标准为珐琅贵金属饰品提供规范性指导，保障产品质

量，提高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度，维护公平竞争；并对相关产品升级

换代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激发珐琅贵金属饰品的市场潜力，对市场

需求形成良性引导。 

（2）本团体标准尽可能从珐琅贵金属饰品术语的实际应用出发，

规定了珐琅贵金属饰品的通用术语、材料术语、工艺术语等，目的在

统一珐琅生产、流通、市场等环节的各类术语，形成一致的表达方式，

并为团体标准化提供技术支撑。 



（3）本团体标准的检验方法尽可能参照了已采标的国家、行业

团体标准中通用的方法，以体现团体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确保检

验方法的可靠性。 

（4）在本团体标准研制的全程中，不仅有检测机构参加，还有

用户、生产部门、科研等机构共同参加讨论研究，确保研制出的团体

标准具有权威性、科研性和适用性。 

 

3. 团体标准制订原则 

以公正性、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为基本原则，结合珐琅贵金

属饰品产业的实际状况编制。 

 

4. 制定团体标准的主要依据和水平 

（1）本标准研制基于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订

计划项目。 

（2）本标准《珐琅贵金属饰品 术语》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的制

定主要依据项目组的研究成果，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编写，并参照了

QB/T 2062 《贵金属饰品》、GB/T 17684 《贵金属及其合金 术语》、

QB/T 1689 《贵金属饰品 术语》等进行。 

 

5.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制定的。《珐琅贵金属饰品 术

语》作为珐琅贵金属饰品的团体标准，珐琅贵金属饰品术语相关标准



的空白。 

6.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7.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获批发布实施后，由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协同中国珠宝玉石

首饰行业协会负责向珐琅贵金属饰品生产、销售的相关企业及从业人

员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推广，包括组织学术交流会、标准学习班等，

并利用宣传媒体和网络进行宣传。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建议本标准实施一段时间后，针对实际市场上运用中出现的问题

适时对本标准进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