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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质量分级 淋浴房》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关于下达<健康家居 健康

数据采集及分析通用要求>等21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计划的

通知》，计划编号2023038，项目名称“消费品质量分级 淋浴房”

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卓标厨卫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等，计划应完成时间2024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项目牵头单位九牧厨卫有限公司、厦门卓标厨卫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立即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着手制定该项标准编制的

工作计划。标准起草工作组展开相关市场调研，充分了解淋浴房目前

的技术水平和国内外市场发展需求。2024年3月初，标准起草工作组

在收集了相关单位的技术资料，并结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相关国

家标准的要求后，拟定了标准框架及相关技术内容，形成《消费品质

量分级 淋浴房》团体标准（草案）。

2024年5月30日标准起草组在采用线上方式组织召开了《消费品

质量分级 淋浴房》团体标准启动暨第一次工作组研讨会，来自全国

淋浴房相关企业及检测机构的近二十位专家代表对《消费品质量分级

淋浴房》团体标准的草案进行了研讨，就标准框架和分级指标初步达

成了统一意见，提出了十一条修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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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阶段

暂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制定原则

1）标准的制定与国家政策法规相一致。

2）标准格式、结构和内容严格按 GB/T 1.1—2020 的规定起草。

3）依据GB/T 44164—2024《消费品质量分级通则》（以下简称

《通则》）的编写要求，遵循“适用性、可循性、科学性、引领性”

的原则，确定本标准主要框架和部分内容。

4）根据《通则》的基本指导意见，在广泛收集、对比国内外淋

浴房产品质量和性能的基础上，依据与产品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

技术指标、标准等文献，考虑到我国淋浴房制造的现状，并结合近几

年来淋浴房行业标准实施情况，在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标

准进行撰写。国内与淋浴房相关的标准有QB/T 2584—2023《淋浴房》、

T/CBCSA 6—2019《淋浴房》、T/CNHA 1022—2019《淋浴房》、EN

14428:2015《淋浴隔断功能要求与试验方法》、EN 15200:2007《卫

浴器具 多功能淋浴房》。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以上相关标准，在

保持相关技术要求协调一致性的基础上进行指标水平划分。

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共分为八章，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分类、基本要求、质量指标分级要求及评价方法、符号和标识。标准

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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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房指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即为最高级指标，该级别指标按照《通则》要求应能体现目

前质量指标的最高水平；二级指标，介于一级指标与三级指标中间；

三级指标，该级别指标按照《通则》要求应至少满足国家标准或行业

标准的最低要求，标准中以现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的指标要求为

依据取值。

2) 基本要求

淋浴房应符合的国家、行业现行相关标准规定，即“淋浴房应符

合QB/T 2584—2023规定的要求”。

3) 质量指标分级要求

该份淋浴房产品分级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从产品的使用寿命、人

体健康安全和使用舒适性的角度进行选取。淋浴房分级指标包括渗漏

量、耐久性能、表面耐腐蚀性能、排水性能、房体结构强度、密封胶

条耐老化性、开关门噪音、玻璃易洁性能。其中耐久性能、表面耐腐

蚀性能、密封胶条耐老化性是产品使用寿命相关指标；渗漏量、排水

性能、开关门噪音、玻璃易洁性能是产品使用舒适性相关指标；房体

结构强度则是产品使用安全相关指标。部分指标来源于行业标准QB/T

2584—2023《淋浴房》的要求。

a.渗漏量

淋浴房的主要功能是将淋浴时的水限制在特定区域内。如果渗漏

量过大，水就会渗出淋浴房，导致浴室地面潮湿，增加滑倒的风险，

同时也破坏了淋浴房的基本使用功能。所以，渗漏量是考验淋浴房产

品挡水性能的核心指标，渗漏量越低，说明淋浴房的挡水性能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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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喷淋实验后，挡水区域外渗漏量的三级指标要求与QB/T 2584—

2023《淋浴房》行标要求保持一致，为25mL；而淋浴房要求完全做到

滴水不漏较为困难，将一级要求渗漏量为5mL，也与T/CNHA 1039—

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先进水平要求保持一致；

二级要求介于一级和三级之间，定为15mL，与T/CNHA 1039—2021《“领

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平均水平要求保持一致。

b.耐久性能

耐久性是淋浴房产品的核心指标之一，关乎到产品的使用年限。

耐久性好的淋浴房在整个使用周期里都能给消费者持续提供稳定的

功能，如始终保持良好的密封性能、稳定的结构和顺畅的门开关体验

等。要求淋浴房在进行完耐久性能测试后，房门应启闭灵活、无卡滞、

不应出现影响使用的性能退化现象。同时手动启/闭力应不大于18 N，

磁吸开启力应不大于45 N。耐久性能的三级要求与QB/T 2584—2023

《淋浴房》行标要求保持一致，定为25 000次开关寿命，以一家五口、

每人每日进出两次淋浴房为例，其对应使用年限为7年；二级要求定

为40 000次，对应使用年限为11年，也与T/CNHA 1039—2021《“领

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平均水平要求保持一致；一级要求为

50 000次，对应使用年限为14年，也与T/CNHA 1039—2021《“领跑

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先进水平要求保持一致，为国际领先水

平。

c.表面耐腐蚀性能

本标准将淋浴房的表面处理工艺分为涂、镀层和阳极氧化膜及无

涂、镀层的金属件两类，与QB/T 5419—2019《厨卫五金涂、镀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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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保持协调一致。采用不同的盐雾试验对表面处理工艺的耐腐

蚀性能进行评价。对于安装后可见涂、镀层和阳极氧化膜表面，三级

要求经过24 h乙酸盐雾试验，不得低于9级要求，与QB/T 5419—2019

《厨卫五金涂、镀层技术要求》的D级要求以及QB/T 2584—2023《淋

浴房》行标要求保持一致；一级要求经过72h乙酸盐雾试验，不得低

于10级要求，与T/CNHA 1039—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

房》先进水平要求保持一致，略高于QB/T 5419—2019《厨卫五金涂、

镀层技术要求》的A级要求；二级要求经过48h乙酸盐雾试验，不得低

于10级要求，介于一级和三级之间作为区分，略高于QB/T 5419—2019

《厨卫五金涂、镀层技术要求》的B级要求。对于无涂、镀层的可见

表面则根据现有产品标准，三级要求经过36 h乙酸盐雾试验，不得低

于9级要求，与QB/T 2584—2023《淋浴房》行标要求一致，也与QB/T

5419—2019《厨卫五金涂、镀层技术要求》的C级要求保持一致；二

级要求72 h乙酸盐雾试验，不得低于10级要求，略高于QB/T 5419—

2019《厨卫五金涂、镀层技术要求》的B级要求，也与T/CNHA 1039

—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平均水平要求保持一致；

一级要求96 h乙酸盐雾试验，不得低于10级要求，与T/CNHA 1039—

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先进水平要求保持一致，

为国际领先水平。

d.排水性能

排水性能针对的是带底盆的淋浴房产品，良好的排水性能可以迅

速排走淋浴时产生的积水，防止水在淋浴房内积聚，从而保持地面干

燥，减少滑倒的风险，同时也能避免因积水滋生细菌和霉菌，保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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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间的清洁卫生。考虑到滞留水一般为非规则形状，将其调整为“单

块滞留水长×宽的面积”。三级指标定为底盆底部的最大单块滞留水

长×宽的面积不大于100 cm
2
，与QB/T 2584—2023《淋浴房》行标要

求保持一致；一级指标定为不大于25 cm
2
，与T/CNHA 1039—2021《“领

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先进水平要求保持一致；二级指标介

于一级指标与三级指标之间，定为不大于50 cm
2
，与T/CNHA 1039—

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平均水平要求保持一致。

e.房体结构强度

本标准将淋浴房的房体结构分为整体/蒸汽/多功能淋浴房及简

易淋浴房两类，与QB/T 2584—2023《淋浴房》保持协调一致。对于

整体/蒸汽/多功能淋浴房，采用不同的冲击落差高度对房体抗冲击性

能进行评价。淋浴房产品安装后，由外往内冲击，技术要求和试验方

法直接采用QB/T 2584—2023《淋浴房》行业标准规定的整体/蒸汽/

多功能淋浴房房体抗冲击试验方法。三级要求冲击落差高度为134mm，

与QB/T 2584-2023《淋浴房》行标要求保持一致；二级要求冲击落差

高度为190mm，与T/CNHA 1039—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

浴房》平均水平要求保持一致；一级要求冲击落差高度为250mm，与

T/CNHA 1039—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先进水平要

求保持一致。对于简易淋浴房，采用不同的冲击次数对不同房型尺寸

的房体抗冲击性能进行评价。淋浴房产品安装后，分别对挡水屏和移

动门内侧的几何中心，进行冲击试验，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直接采用

QB/T 2584—2023《淋浴房》行业标准规定的简易淋浴房房体抗冲击

试验方法，挡水屏和移动门冲击试验用能量如表1所示。三级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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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冲击试验，与QB/T 2584—2023《淋浴房》行标要求保持一致；二

级要求提高冲击次数为3次，要求其具备更强的抗冲击能力，能够承

受多次冲击而不出现损坏；一级提高冲击次数为5次，能够满足这一

要求的产品在抗冲击性能方面表现出色。经过市场调研及试验验证

（见表7），市面上部分产品已经能够达到一级、二级要求，认为该

分级要求在具有现实可行性。

表 1

尺寸 冲击体落差（mm）

玻璃宽度≤600mm 129

600mm＜玻璃宽度≤700mm 192

700mm＜玻璃宽度≤800mm 255

玻璃宽度≥800mm 276

f.密封胶条耐老化性

密封胶条耐老化性决定了淋浴房的密封性能。耐老化性良好的密

封胶条能够在长时间使用后，依然保持其弹性和密封性能，有效防止

水渗漏和外界灰尘、水汽等进入淋浴房。而老化的密封胶条则会逐渐

失去弹性，出现硬化、脆裂等现象，导致密封性能下降，影响淋浴房

的使用效果和舒适度。密封胶条采用不同的循环测试时长对耐老化性

能进行评价，试验方法直接采用QB/T 2584—2023《淋浴房》行业标

准规定的耐老化试验方法。对于密封胶条，要求符合三级要求的密封

胶条在进行 48h 耐老化试验后，应无变黄、变硬及脆裂等不良现象，

与QB/T 2584—2023《淋浴房》行标要求一致；二级要求在试验时长

上提高至96h，也与T/CNHA 1039—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

浴房》平均水平要求保持一致；一级要求在试验时长上提高至19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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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T/CNHA 1039—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先进水

平要求保持一致。

g.开关门噪音

开关门噪音主要是为了满足用户在家庭环境中希望在使用淋浴

房时能够享受安静的体验需求，如果开关门噪音过大，会给使用者带

来烦躁感，特别是在清晨或者深夜使用时。一级噪声噪音小于50dB，

根据1类住宅室内噪音的分贝标准定为白天不能超过55分贝，夜间不

超过45分贝，取其中间值，这样的低噪音水平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给

使用者带来烦躁感；二级噪声应在50dB到60dB之间，在一级与三级要

求之间，处于这一区间的噪音水平相对稍高一些，但仍然在可接受的

范围内；三级噪声应在60dB到70dB之间，参考部分小型家电、卫浴设

备的噪声运行噪音在该范围内，认为这是相对合理的三级噪声范围。

通过对市场上现有淋浴房产品的开关门噪声进行试验收集和分析（见

表9），认为该分级要求在具有现实可行性。

h.玻璃易洁性能

玻璃易洁性能主要是针对目前消费者的使用痛点，在淋浴房在使

用过程中，玻璃表面容易沾染水渍、污渍等，如果玻璃不易清洁，会

给消费者带来诸多不便，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滋生细菌。当玻璃水

接触角较大时，表明玻璃表面对水的亲和力较小，水在玻璃表面不易

铺展和附着，从而使玻璃更容易清洁。所以，本标准采用玻璃表面水

接触角评价玻璃易洁性能。但由于现阶段玻璃易洁性能在现行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中未做要求，企业的采用情况存在差异，考虑到现阶段

的实际情况对三级要求不做规定，希望在标准推出后让企业有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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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适应玻璃易洁性能这一指标。将二级指标的玻璃表面水接触角定

为不小于80°，也作为玻璃易洁性能指标的准入门槛，与T/CNHA 1039

—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平均水平要求保持一致；

将一级指标的玻璃表面水接触角定为不小于90°，与T/CNHA 1039—

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先进水平要求保持一致。

部分评价指标的指标要求与现行行标要求的比对见表 2。

表 2

分级指标
指标分级

QB/T 2584—202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渗漏量 ≤5 mL
5 mL＜渗漏量

≤15 mL

15 mL＜渗漏量

≤25 mL
≤25 mL

耐久性能 50 000次 40 000次 25 000次 25 000 次

表面处

理性能

涂(镀)层/阳极
氧化膜

72h AASS试验
后，外观评级

10级

48h AASS试验
后，外观评级

10级

24h AASS试验
后，外观评级9

级

24h AASS 试验后，

外观评级 9级

无涂(镀)层的
金属件

96h AASS试验
后，外观评级

10级

72h AASS试验
后，外观评级

10级

36h AASS试验
后，外观评级9

级

36h AASS 试验后，

外观评级 9级

排水性

能

带底盆的淋浴
房

底盆底部的最

大单块滞留水

长×宽的面积

不大于25 cm2

底盆底部的最

大单块滞留水

长×宽的面积

不大于50 cm2

底盆底部的最

大单块滞留水

长×宽的面积

不大于100 cm2

底盆底部的滞留

水单块的最大面

积不大于 100 cm2

房体抗

冲击强

度

整体/蒸汽/多
功能淋浴房

高度差 250

mm；砂袋重量

15 kg；冲击 5

次

高度差 190

mm；砂袋重量

15 kg；冲击 5

次

高度差 134

mm；砂袋重量

15 kg；冲击 5

次

高度差 134 mm；

砂袋重量 15 kg；

冲击 5次

简
易
淋
浴
房

D≤600mm
高度 129mm，冲

击 5次

高度 129mm，冲

击 3次

高度 129mm，冲

击 1次

高度 129mm，冲击

1次

D≤700mm
高度 192mm，冲

击 5次

高度 192mm，冲

击 3次

高度 192mm，冲

击 1次

高度 192mm，冲击

1次

D≤800mm
高度 255mm，冲

击 5次

高度 255mm，冲

击 3次

高度 255mm，冲

击 1次

高度 255mm，冲击

1次

D＞800mm
高度 276mm，冲

击 5次

高度 276mm，冲

击 3次

高度 276mm，冲

击 1次

高度 276mm，冲击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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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胶条耐老化性
循环测试16次

(共192 h)

循环测试8次

(共96 h)

循环测试4次

(共48 h)

循环测试4次

(共 48 h)

3 分组判定规则

按照《通则》的要求，应从最近的型式检验周期内生产的同一批

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每批抽取1套检验。产品应按批进行分级判定。

应对第5章和第6章规定的相应产品分级指标进行全项目检验。基本要

求的所有项目应全部合格，再以分级指标中所达到的最低等级判定该

批产品的质量等级。

4 分级标识

按照《通则》的要求，质量分级可以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一

级的分级符号为 AAAAA，二级的分级符号为 AAAA，三级的分级符号为

AAA。分级标识应在产品外包装上明示，同时标识的信息应符合 GB/T

44164—2024 的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标准工作组采用市场问卷调研+产品测试验证的形式，对各项

分级指标项目展开验证。

具体验证情况如下：

1.渗漏量

按照 QB/T 2584—2023 中 6.4.4.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结

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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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分级要求

满足一级指标 满足二级指标 满足三级指标 低于三级

渗漏量≤5 mL
5 mL＜渗漏量

≤15 mL

15 mL＜渗漏

量≤25 mL
渗漏量＞25mL

试验结果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2 48% 6 24% 4 16% 3 12%

共收集了25款样品的试验数据，其中12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

48%;6款达到二级指标，占比24%；4款达到三级指标，占比16%；3款

达不到分级要求，占比12%。

2.耐久性能

按照 QB/T 2584—2023 中 6.4.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淋

浴房门应启闭灵活、无卡滞，不应出现影响使用的性能退化现象。手

动启/闭力应不大于 18 N，磁吸开启力应不大于 45 N。试验结果见表

4：

表 4

分级要求

满足一级指标 满足二级指标 满足三级指标 低于三级

50000 次≤寿

命

40000 次≤寿

命＜50000 次

25000 次≤寿

命＜40000 次

完成25000次

试验后无法达

到要求

试验结果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4 13.5% 1 1.0% 85 81.7% 4 3.8%

共收集了104款样品的试验数据，其中14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

13.5%;1款达到二级指标，占比1.0%；85款达到三级指标，占比81.7%；

4款达不到分级要求，占比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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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面耐腐蚀性能

按照 QB/T 2584—2023 中 6.4.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按 GB/T

6461-2021 判断。试验结果见表 5：

表 5

涂镀层、阳极

氧化膜

分级要求

满足一级指标 满足二级指标 满足三级指标 低于三级

AASS 72h

10级

AASS 48h

10级

AASS 24h

9级

未达到AASS

24h 9级

试验结果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4 10.3% 4 10.3% 28 71.8% 3 7.7%

无涂镀层

分级要求

AASS 96h，

10级

AASS 72h，

10级

AASS 36h，

9级

未达到AASS

36h 9级

试验结果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3.6% 2 7.1% 22 78.6% 3 10.3%

共收集了 67款样品的试验数据，其中 39款带有涂镀层、阳极氧

化膜，28款为无涂镀层。带有涂镀层、阳极氧化膜的样品中，其中 4

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 10.3%;4 款达到二级指标，占比 10.3%；28 款

达到三级指标，占比 71.8%；3 款达不到分级要求，占比 7.7%。无涂

镀层的样品中，其中 1 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 3.6%;2 款达到二级指

标，占比 7.1%；22 款达到三级指标，占比 78.6%；3款达不到分级要

求，占比 10.3%。

4.排水性能

排水性能是针对带底盆的淋浴房，由于现在企业大部分都是生产

简易淋浴房，基本没有涉及带底盆的整体淋浴房，目前无法获得验证

数据。故参考检测机构中心收集到的依据 QB/T 2585《喷水按摩浴缸》

的浴缸排水性能数据进行分级，共收集了 35 款样品的试验数据，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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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见表 6。

表 6

指标水平分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要求

底盆底部的最大

单块滞留水长×

宽的面积不大于

25 cm2

底盆底部的最大

单块滞留水长×

宽的面积不大于

50 cm2

底盆底部的最大

单块滞留水长×

宽的面积不大于

100 cm2

参考数据
共35款浴缸产品

小于30 cm2：3款；30～50 cm2：30款；50～100 cm2：2款

5.房体抗冲击强度

按照 QB/T 2584—2023 中 6.5.3.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

淋浴房应无变形、无破损、无裂纹，门应能正常开启。

①整体淋浴房、蒸汽淋浴房、多功能淋浴房：

由于现在企业大部分都是生产简易淋浴房，基本没有涉及带底盆

的整体淋浴房，目前未收集到验证数据。分级指标要求与领跑者保持

一致。

②简易淋浴房

QB/T 2584—2023中要求简易淋浴房的房体冲击体应采用符合

GB/T 22631—2008中3.3规定的冲击体（质量为50kg）进行冲击试验。

QB/T 2584—2023中对于不同玻璃宽度的房体根据不同的冲击能量要

求提出了不同的冲击体落差，尺寸最大的淋浴房测试冲击体落差为

276mm，尺寸最小淋浴房的落差为129mm，相差近一倍。

据前期调研，若效仿整体/蒸汽/多功能淋浴房分级指标的制定、

以高度差作为指标水平分级展开试验，测试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无法

将冲击体提升至相应高度的情况，例如玻璃宽度为800mm以上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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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房体尺寸受限，无法提升到276mm以上的冲击高度。

以冲击次数作为指标水平分级展开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7：

表 7

分级要求

满足一级指标 满足二级指标 满足三级指标 低于三级

对挡水屏和移

动门进行 5次

冲击试验

对挡水屏和移

动门进行3次冲

击试验

对挡水屏和移

动门进行1次冲

击试验

对挡水屏和移

动门进行1次冲

击试验失效

试验结果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落差 129mm 3 15.8% 2 10.5% 14 73.7% 0 /

落差 192mm 1 50% 0 / 1 50% 0 /

落差 255mm 6 20.7% 1 3.4% 20 69.0% 2 6.9%

落差 276mm 2 16.7% 0 / 7 58.3% 3 25%

共收集了62款样品的试验数据，其中19款样品为D
b≤600mm的房

型，2款样品为600mm＜D
b≤700mm的房型，29款样品为700mm＜D

b≤800mm

的房型，12款样品为800mm＜D
b
的房型。

其中，D
b≤600mm的样品均能够达到三级标准，试验时采用129mm

的冲击落差，其中3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15.8%;2款达到二级指标，

占比10.5%；14款达到三级指标，占比73.7%。有3款样品进行极限测

试，样品A在进行第30次冲击时，胶松脱，失效；样品B在完成第10

次冲击，无异常；样品C在进行第6次冲击时，下方挡水夹断裂，上拉

杆轻微弧变。

600mm＜D
b≤700mm的样品均能够达到三级标准，试验时采用192mm

的冲击落差，其中1款能达到三级指标，另外一款样品则进行极限测

试，在进行第6次冲击时固定块脱落，判定其能达到一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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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mm＜D
b≤800mm的样品中，试验时采用255mm的冲击落差，其中

6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20.7%;1款达到二级指标，占比3.4%；20款达

到三级指标，占比69.0%；2款达不到分级要求，占比6.9%。有1款样

品进行极限测试，在进行第25次冲击时，缓冲器异常，失效。

800mm＜D
b
的样品中，试验时采用276mm的冲击落差，其中2款达

到一级指标，占比16.7%;7款达到三级指标，占比58.3%；3款达不到

分级要求，占比25%。有2款样品进行极限测试，样品A在进行第21次

冲击时，胶条松脱，失效；样品B在进行第10次冲击时，型材变形。

6.密封胶条耐老化性

按照 QB/T 2584—2023 中 6.4.1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

密封胶条应无变黄、变硬及脆裂等不良现象。试验结果见表 8：

表 8

分级要求

满足一级指标 满足二级指标 满足三级指标 低于三级

循环测试16次

(共192 h)

循环测试8次

(共96 h)

循环测试4次

(共48 h)

48h 后无法达到

要求

试验结果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2 5.9% 1 2.9% 26 76.5% 5 14.7%

共收集了34款样品的试验数据，其中2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

5.9%;1款达到二级指标，占比2.9%；26款达到三级指标，占比76.5%；

5款达不到分级要求，占比14.7%。

7.开关门噪音

按照附录 A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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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分级要求

满足一级指标 满足二级指标 满足三级指标 不合格

噪音≤50dB
50 dB＜噪音

≤60dB

60 dB＜噪音

≤70dB
70dB＜噪音

试验结果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52 77.6% 15 22.4% 0 / 0 /

共收集了67款样品的试验数据，均能够达到三级标准，其中52

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77.6%;15款达到二级指标，占比22.4%。

8.玻璃易洁性能

按照附录 B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10：

表 10

分级情况

满足一级指标 满足二级指标 满足三级指标 不合格

玻璃表面水接

触角应不小于

90°

玻璃表面水接触

角应不小于

80°

- -

试验结果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5 71.4% 2 28.6% 0 / 0 /

共收集了7款样品的试验数据，其中5款达到一级指标，占比

71.4%;2款达到二级指标，占比28.6%。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建立《消费品质量分级 淋浴房》团体标准意义重大，对淋浴房

产品的核心质量特性与消费者关心的指标进行研究，并进行分级，给

消费者提供决策依据，引导其合理消费，这有助于塑造“优质优价”

的行业氛围。随着标准的实施，市场上淋浴房产品的质量将更加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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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范化，也能够引领市场资源向生产高质量淋浴房的企业流动，

有助于保护企业质量创新和质量提升的积极性，促进行业高质量发

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与淋浴房现行行业标准QB/T 2584—2023《淋浴房》、团体标准

T/CNHA 1039—2021《“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国外标准

EN 14428:2015《淋浴隔断功能要求与试验方法》、EN 15200:2007

《卫浴器具 多功能淋浴房》的指标方面对比见附件1。

耐久性能、表面处理性能均高于国外标准要求，开关门噪音为填

补空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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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消费品质量分级 淋浴房》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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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消费品质量分级 淋浴房》
现行行标 QB/T 2584-2023

《淋浴房》

T/CNHA 1039-2021《“领跑

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
EN 14428/EN 15200

渗透量

一级：≤5 mL
二级：≤15 mL
三级：≤25 mL

≤25 mL
一级：≤5 mL
二级：≤15 mL
三级：≤25 mL

淋浴房挡水区外有几滴小水

珠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淋浴房

准备安装在潮湿环境中（不要

求防水性）水可以暂时流过挡

水区外部，只要挡水区的水能

排干

表

面

耐

腐

蚀

性

能

涂（镀）

层、阳极

氧化膜

一级：AASS,72h，10级
二级：AASS,48h，10级
三级：AASS,24h，9级

AASS,24h，9级
一级：AASS,72h，10级
二级：AASS,48h，10级
三级：AASS,24h，9级 进行 200h NSS试验后，腐蚀

区域应≤0.1%，任一腐蚀点尺

寸应不超过 0.3 mm
无涂

（镀）层

的金属

件

一级：AASS,96h，10级
二级：AASS,72h，10级
三级：AASS,36h，9级

AASS,36h，9级
一级：AASS,96h，10级
二级：AASS,72h，10级
三级：AASS,36h，9级

耐久性能

一级：完成 50000次试验

二级：完成 40000次试验

三级：完成 25000次试验

其他要求同行标

完成 25 000次循环后淋浴房

门应启闭灵活、无卡滞、不应

出现影响使用的性能退化现

象。同时手动启/闭力应不大

于 18 N，磁吸开启力应不大

于 45 N

一级：完成 50000次试验

二级：完成 40000次试验

三级：完成 30000次试验

完成 20 000次试验后不应出

现任何功能退化

排水性能

一级：底盆底部的最大单块滞

留水长×宽的面积不大于 25
cm2

二级：底盆底部的最大单块滞

留水长×宽的面积不大于 50

底盆底部的最大单块滞留水

长×宽的面积不大于 100 cm2

一级：底盆底部的最大单块滞

留水长×宽的面积不大于 25
cm2

二级：底盆底部的最大单块滞

留水长×宽的面积不大于 50

所有水应从底部排空，除非表

面张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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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消费品质量分级 淋浴房》
现行行标 QB/T 2584-2023

《淋浴房》

T/CNHA 1039-2021《“领跑

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
EN 14428/EN 15200

cm2

三级：底盆底部的最大单块滞

留水长×宽的面积不大于 100
cm2

cm2

三级：底盆底部的最大单块滞

留水长×宽的面积不大于 100
cm2

房体

抗冲

击强

度

整体/
蒸汽/
多功

能淋

浴房

砂袋重量 15 kg；冲击 5 次

一级：冲击落差 250 mm；

二级：冲击落差 190 mm；

三级：冲击落差 134 mm。

砂袋重量 15 kg；冲击 5 次

冲击落差 134 mm。

砂袋重量 15 kg；冲击 5 次

一级：冲击落差 250 mm；

二级：冲击落差 190 mm；

三级：冲击落差 134 mm

距对立墙板的距离≤600mm，

高度 13cm；

距对立墙板的距离≤700mm，

高度 19cm；

距对立墙板的距离≤800mm，

高度 25cm；

距对立墙板的距离＞800mm，

高度 28cm。

如果淋浴房尺寸不允许必要

的落差高度达到上面给出的

最大能量，则以最大落差高度

偏移角为 65°进行测试。

淋浴房应能承受对一大块冲

击区域施加的一股代表人体

冲击的能量（如肩部撞击、坠

落）而没有出现任何可能导致

使用者受伤的功能退化

简易

淋浴

房

采用符合 GB 22631-
2008 中 3.3 规定的冲击体

（50kg 锥形球袋）

一级：冲击 5 次

二级：冲击 3 次

三级：冲击 1 次

①玻璃宽度≤600mm 冲击

落差 129mm；

②600mm＜玻璃宽度

≤700mm 冲击落差

192mm；

③700mm＜玻璃宽度

≤800mm：冲击落差

255mm；

④玻璃宽度＞800mm：冲击

落差 276mm

采用符合 GB 22631-2008 中

3.3 规定的冲击体（50kg 锥形

球袋）

冲击 1 次。

①玻璃宽度≤600mm：冲击

落差 130mm；

②600mm＜玻璃宽度

≤700mm：冲击落差

190mm；

③700mm＜玻璃宽度

≤800mm：冲击落差

250mm；

④玻璃宽度＞800mm：冲击

落差 2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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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消费品质量分级 淋浴房》
现行行标 QB/T 2584-2023

《淋浴房》

T/CNHA 1039-2021《“领跑

者”标准评价要求 淋浴房》
EN 14428/EN 15200

密封胶条耐老

化性

干燥 8 h；凝露 4 h；
一级：循环测试 16次

(共 192 h)
二级：循环测试 8次

(共 96 h)
三级：循环测试 4次

(共 48 h)

GB/T 16422.3 表 4方法 A 循

环序号 1（干燥 8 h；凝露 4 h）

干燥 8 h，凝露 4 h；
一级：循环测试 16次(共 192

h)
二级：循环测试 8次

(共 96 h)
三级：循环测试 4次

(共 48 h)

\

玻璃易洁性能

一级：玻璃表面水接触角应不

小于 90°
二级：玻璃表面水接触角应不

小于 80°
三级：——

\

一级：玻璃表面水接触角应不

小于 90°
二级：玻璃表面水接触角应不

小于 80°
三级：——

使用按制造商安装和维护说

明书所推荐的清洁剂时，应不

造成淋浴房安全性或功能降

低

抗菌性能

一级：抗细菌率≥99％
二级：90％≤抗细菌率＜99％

三级：——
\

一级：抗细菌率≥99％
二级：90％≤抗细菌率＜99％

三级：——
\

开关门噪音

一级：≤50dB
二级：≤60dB
三级：≤70dB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