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任务来源 

    《钓鱼投竿 路亚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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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投竿 路亚竿〉立项的通知》（中文体协字

【2022】014 号）而进行的，由《钓鱼投竿 路亚竿》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

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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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工作过程  

2022年5月，开始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严格按照团体标准工作组构成要求，

组建标准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和编制思路。工作组在工作过程中收集、分析

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资料，对比现有行业标准的差异点，对标各品牌产品，分析

各项目指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2022年6月20日，通过腾讯视频会议，召开《钓鱼投竿 路亚竿》团体标准启

动工作会议，来自行业协会、生产、科研和检测机构等相关方面的16名领导和专

家参与了会议，会议上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成员为：威海光威户外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威海良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威海利优比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宁波海伯

集团有限公司、扬州久杨渔具有限公司、广东赛肯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羚祐渔具有限公司、威海诺比渔具有限公司、沧州青与鲟至鳟渔具有限公司。 

标准工作组对标准初稿及先进性说明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切实明确了标准研

制的重点和提纲，强调标准研制的自主创新、安全环保和技术提升等方面，并且

突出了质量、技术的先进性，并对标准工作进行了分配。 

2022年12月，根据立项会讨论的内容，完成了标准的起草组内部讨论稿.203

年3月收集各公司及国外品牌的钓鱼竿样品进行试验验证，2023年5月完成验证。

根据试验结果，2023年6月完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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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月 日,在 召开了标准的送审会议，标准送审稿通过了审查。根据审

查专家的建议和起草组的讨论，对《钓鱼投竿 路亚竿》的送审稿进行了完善，

于2023年 月 日形成了《钓鱼投竿 路亚竿》团体标准报批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如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确定的依据等） 

1、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的编写要求进行编制。 

2）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适应市场及消费者的需求，满足生产发展水平，具有可操作性。 

3）科学性、先进性、统一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统一性和合理性的原则，合理制定标准的适用范围。

在技术指标方面宽严得当，既能适应实际生产，又能体现产品特性，体现技术进

步要求。 

2、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钓鱼竿投竿路亚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以玻璃纤维、碳纤维、玄武岩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成的钓鱼竿投竿路亚竿。 

四、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方面 

本标准的关键技术指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路亚钓法在国内的发展和兴起，与路亚钓法相关的产品品种逐渐涌

现，本标准界定了钓鱼竿投竿路亚竿的产品分类和分类标准。 

2、新材料的出现，玄武岩纤维开始应用到钓鱼竿产品中，本标扩大了钓鱼

竿行业标准包碳竿的范围，重新定义了钓鱼竿投竿路亚竿产品的包碳竿术语。 

3、对产品饵重、线重、极限净钓重、极限顶钓重、安全净钓重、安全顶钓

重、缠线点等性能参数进行了清晰的定义和规范，便于市场对钓鱼竿产品进行统

一标准的认知、比较和选择。 



 

4、对钓鱼竿



 

 

附件1：  

试验验证报告 
 

本标准的试验验证工作由北京中认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该中心获得了

CMA&CNAS 认可的钓鱼竿检测实验室。具备了 QB/T 1476-2004《钓鱼竿》和 QB/T 5047-2017

《钓具安全通用要求》、以及 GB 6675.4-2014《玩具安全 第 4 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的检

验资质。 

本标准中振动强度、漆膜耐腐蚀性、漆膜硬度、涂层附着力、金属镀层腐蚀性的要求与

QB/T 1476-2004 等同；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要求与 QB/T 5047-2017 等同；零部件涂层质

量、金属镀层质量、导眼焊接强度、轮座装配质量的要求与 QB/T 4726-2014 等同。本标准

提升了使用长度、弹性恢复率、碳纤维含量指标的技术要求，同时增加了自重和极限钓重的

要求。由于 QB/T 1476-2004、QB/T 4726-2014 和 QB/T 5047







 

01-S3 215 +0.3 符合 差应不大于

15mm 

5 符合 





 

03-S9  

弹性恢复率

应不小于

90％ 

98.5 符合 通过 符合 

03-S10 98.8 符合 通过 符合 

04-S11 98.9 符合 通过 符合 

04-S12 97.6 符合 通过 符合 

05-S13 98.1 符合 通过 符合 

05-S14 98.6 符合 通过 符合 

05-S15 97.6 符合 通过 符合 

05-S16 98.1 符合 通过 符合 

06-S17 97.4 符合 通过 符合 

06-S18 96.5 符合 通过 符合 

06-S19 97.9 符合 通过 符合 

06-S20 98.6 符合 通过 符合 

07-S21 97.6 符合 通过 符合 

07-S22 96.8 符合 通过 符合 

表 2-5（续） 

样品编号 
弹性恢复率，% 漆膜耐腐蚀性 

标准要求 测试结果 达标情况 标准要求 测试结果 达标情况 

07-S23  97.6 符合 

 

通过 符合 

07-S24 97.2 符合 通过 符合 

08-S25 98.7 符合 通过 符合 

08-S26 98.6 符合 通过 符合 

08-S27 98 符合 





 

05-S15 10 符合 -1.3 符合 

05-S16 10 符合 4.7 符合 

06-S17 10 符合 2.9 符合 

06-S18 10 符合 3.6 符合 

06-S19 10 符合 1.1 符合 

06-S20 10 符合 5.8 符合 

07-S21 10 符合 4.1 符合 

07-S22 10 符合 3.7 符合 

07-S23 10 符合 0.38 符合 

07-S24 10 符合 5.3 符合 

08-S25 10 符合 1.2 符合 

08-S26 10 符合 2.8 符合 

08-S27 10 符合 -0.3 符合 

08-S28 10 符合 6 符合 

2.8  碳纤维含量、极限净钓重 

测试结果与标准要求对比，见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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