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具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达的 2019年第三批团体标准计划的通知

（中轻联综合[2019]189号）《食具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团体标准（计

划号：2019013）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等。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项目计划下达后，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保健和类似器具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随即征集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

前期立项阶段的标准预研，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起草了《食具消毒柜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标准草案。

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保健和类似器具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于

2020年 8月在线上组织召开了标准制定启动会。组织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并对食具消毒柜消毒能效的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和检验规则进行了讨论，确定了该标准的基本框架和工作方案。并根据会上的安

排，会后由工作组成员提供消毒能效的数据。

2020年 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工作组会议，对能效测试方法进行了细化，

以保证各实验室数据的重复性和准确性；根据使用说明规定的承载量，按 QB/T

5199-2017 附录 A的规定选择餐具；消毒柜实测容积参照 QB/T 5199-2017进行，

对于异形消毒柜容积测试方法由老板电器提供具体测试方案后，工作组在讨论确

定；能效等级划分按照消毒星级划分，关机功率、待机功率及能效等级划分由工

作组反馈数据后再确定具体数值。

2021年 7月 28日在顺德召开了第三次工作组会议，消毒柜关机功率限值定

为 0.5W；确定消毒柜待机功率限值，非网络待机模式≤1.0W，网络待机模式≤

2.0W，不做分级要求；能效等级不再进行消毒效果测试，企业提供消毒效果证

明材料；增加 3次标称消毒工作周期耗电量相对偏差应小于 5%的要求；增加能

效标志相关要求；会后各企业反馈数据后再进行等级划分。

2021年 11月 23日以线上会议的形式组织召开了第四次工作组会议，明确



本文件不含消毒间室大于 200L的消毒柜；关于测试样机的放置规定为按使用说

明，未规定的按最小距离靠墙放置；删除第 7章检验规则；明确食具消毒柜的分

类方式分为电热（高温），其他（电热方式除外）和组合，组合又细分为电热（中

低温）为主，其他为辅和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按照间室结构分为单

消毒间室，多消毒间室（两个间室及以上），消毒间室与保洁烘干间室组合；以

此分类为基础，根据企业反馈数据，最终确定个不同类型消毒柜的能效限定值。

会后整理标准文本形成“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 2021年 12月，工作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发至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及行业有关单位，通过邮件、网站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审定阶段：

报批阶段：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文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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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在编制标准过程中，起草工作组充分考虑到产品的特性，并结合市场推广、

监督和消费者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考虑了标准中涉及的各项技术指标应满足的

实际要求，力求针对性突出，所定的技术规范内容尽量合理。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涉及的内容均为目前食具消毒柜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所

认同和接受。

2、主要内容

该标准针对食具消毒柜能效提出了关机功率、待机功率、能效等级、能效限

定值、节能评价值和相应的试验方法，并以此作为标准的适用范围；并主要强调

了与能效密切相关的“关机功率”、“待机功率”、“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等

指标。

本标准的具体内容包括：

1）术语和定义

提出了“消毒能效”、“消毒能效限定值”、“节能评价值”、“待机功率”、“关

机功率”、“非网络待机模式”、“网络待机模式”等术语和定义。



2）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不同食具消毒柜的消毒方式不同，而消毒方式对能效的影响较大，因此划定

能效等级及能效限定值的前提是消毒柜的分类要清晰。按照目前市场上主流产品

的消毒方式，划分为电热（高温），其他（电热方式除外）和组合三类，其中组

合式根据工作原理又细分为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和其他为主，电热（中

低温）为辅。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是指消毒间室的消毒方式为其他，

如臭氧，其加热元器件在其他消毒方式结束工作后才启动。其他为主，电热（中

低温）为辅：消毒间室依靠加热元器件在消毒时间内保持较高温度，且其他消毒

方式与加热元件同时工作。

另外根据消毒柜间室类型，划分为单消毒间室、多消毒间室（两个间室及以

上）和消毒间室与保洁烘干间室组合。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涉及的主要试验（或验证）数据如下：

1、关机功率

关机功率共有数据 78组，限值小于等于 0.5W的数据占比 50%。

2、待机功率

待机功率根据产品特性又分为非网络待机功率和网络待机功率，非网络待机

功率共有数据 71组，限值小于等于 1.0W的数据占比 76.06%。网络待机功率共

有数据 13组，限值小于等于 2.0W的数据占比 69.23%。

3、消毒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1 整体数据情况

起草工作组共收集数据161组，单消毒间室47组，多消毒间室59组，消毒间

室与保洁烘干间室组合54组，无效数据1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能效限定值和能

效等级的划分。数据整体情况见表1。

表 1 能效验证数据整体体况

企业名称 总数据量 单消毒间室 多消毒间室 消毒+保洁烘干 无效数据

A 38 11 4 23 /

B 21 9 12 0 /



C 21 9 4 8 /

D 15 2 10 2 1

E 13 0 11 2 /

F 12 3 6 3 /

J 9 1 8 0 /

H 8 0 0 8 /

I 8 8 0 0 /

J 7 3 0 4 /

K 5 1 0 4 /

L 4 0 4 0 /

总计 161 47 59 54 1

3.2 能效限定值确定原则

本次能效限定值依据Ⅰ级能效占比10%，二级能效占比50%，三级能效占比

30%，不合格占比10%的原则来进行划分。但是由于数据量的差异和数据离散程

度的不同，不能完全保证按照上述百分比进行，只能确保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尽

可能满足上述划分比例。

3.3 单消毒间室

（1）电热（高温）

消毒方式为电热（高温）的单消毒间室，一星级目前没有数据，在此版本中

对此类型的消毒柜不作要求。二星级共13组数据，Ⅰ级能效限值定为E≤5.0，占

比7.69%，二级能效限定值为5.0＜E≤7.5，占比46.15%，三级能效限定值为7.5＜

E≤9.3，占比30.77%，不合格占比15.38%。详细情况见表2和图1。

表2 电热（高温）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器具类

型

是否独

立运行

消毒

方式
消毒星级 数据量

能效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单消毒 独立 电热 一星级 0 / / /



间室 （高

温）
二星级 13 E≤5.0 5.0＜E≤7.5 7.5＜E≤9.3

图1 电热（高温）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2）其他（电热方式除外）

消毒方式为其他（电热方式除外）的单消毒间室，一星级只有2组数据，二

星级只有1组，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毒柜不作要求。

（3）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

消毒方式为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的单消毒间室，一星级

目前只有4组数据，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毒柜不作要求。二星级共27组数据，

Ⅰ级能效限值定为E≤2.2，占比14.81%，二级能效限定值为2.2＜E≤3.2，占比

44.44%，三级能效限定值为3.2＜E≤4.5，占比22.22%，不合格占比18.52%。详细

情况见表3和图2。

表3 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器具类

型

是否

独立

运行

消毒方式
消毒星

级

数据

量

能效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单消毒

间室
独立

组合

（其他为主+
电热（中低

温）为辅）

一星级 4 / / /

二星级 27 E≤2.2 2.2＜E≤3.2 3.2＜E≤4.5



图 2 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4）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

消毒方式为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的单消毒间室，一星级

目前没有数据，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毒柜不作要求。二星级共27组数据，Ⅰ

级能效限值定为E≤3.6，占比11.11%，二级能效限定值为3.6＜E≤4.9，占比55.56%，

三级能效限定值为4.9＜E≤7.0，占比22.22%，不合格占比11.11%。详细情况见表

4和图3。

表4 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器具类

型

是否

独立

运行

消毒方式
消毒星

级

数据

量

能效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单消毒

间室
独立

组合

（电热（中低

温）为主+其
他为辅）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27 E≤3.6 3.6＜E≤4.9 4.9＜E≤7.0



图3 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4 多消毒间室

多消毒间室分为不同间室独立运行和非独立运行两种情况。

（1）电热（高温）

消毒方式为电热（高温）独立运行的多消毒间室一星级和非独立运行的多消

毒间室目前没有数据，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毒柜不作要求。独立运行的二星

级共26组数据，Ⅰ级能效限值定为E≤5.5，占比7.69%，二级能效限定值为5.5＜

E≤8.5，占比46.15%，三级能效限定值为8.5＜E≤10.1，占比26.92%，不合格占比

19.23%。详细情况见表5和图4。

表 5 电热（高温）独立运行的多消毒间室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器具类型

是否

独立

运行

消毒方式 消毒星级 数据量

能效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多消毒间室

独立

电热（高

温）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26 E≤5.5 5.5＜E≤8.5 8.5＜E≤10.1

非独

立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0 / / /



图 4 电热（高温）独立运行的多消毒间室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2）其他（电热方式除外）

消毒方式为其他（电热方式除外）独立运行和非独立运行的多消毒间室目前

只有2组数据，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毒柜不作要求。

（3）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

消毒方式为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独立运行的多消毒间室

一星级和非独立运行的多消毒间室目前数据量比较少，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

毒柜不作要求。独立运行的二星级共26组数据，Ⅰ级能效限值定为E≤3.0，占比

3.85%，二级能效限定值为3.0＜E≤4.7，占比46.15%，三级能效限定值为4.7＜E≤5.2，

占比30.77%，不合格占比19.23%。详细情况见表6和图5。

表6 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的多消毒间室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器具类型

是否

独立

运行

消毒方式
消毒星

级
数据量

能效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多消毒间室

独立 组合

（其他为主+
电热（中低

温）为辅）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26 E≤3.0 3.0＜E≤4.7 4.7＜E≤5.2

非独

立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5 / / /



图 5 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的多消毒间室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4）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

消毒方式为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独立运行的多消毒间室

一星级和非独立运行的多消毒间室目前没有数据，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毒柜

不作要求。独立运行的二星级共23组数据，Ⅰ级能效限值定为E≤3.9，占比13.04%，

二级能效限定值为3.9＜E≤5.0，占比56.52%，三级能效限定值为5.0＜E≤6.5，占

比17.39%，不合格占比13.04%。详细情况见表7和图6。

表7 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的多消毒间室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器具类型

是否

独立

运行

消毒方式
消毒星

级
数据量

能效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多消毒间室

独立
组合

（电热为主+
其他为辅）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26 E≤3.9 3.9＜E≤5.0 5.0＜E≤6.5

非独

立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0 / / /



图 6 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的多消毒间室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3.5 消毒与保洁烘干间室组合

消毒与保洁烘干间室组合分为不同间室独立运行和非独立运行两种情况。

（1）电热（高温）

消毒方式为电热（高温）独立运行的消毒与保洁烘干间室组合一星级和非独

立运行的目前没有数据，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毒柜不作要求。独立运行的二

星级共21组数据，Ⅰ级能效限值定为E≤5.5，占比9.52%，二级能效限定值为5.5

＜E≤7.2，占比42.86%，三级能效限定值为7.2＜E≤10.0，占比33.33%，不合格占

比14.29%。详细情况见表8和图7。

表 8 电热（高温）消毒+保洁烘干间室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器具类型

是否

独立

运行

消毒方式
消毒星

级

数据

量

能效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消毒+保洁

烘干

独立

电热（高温）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21 E≤5.5 5.5＜E≤7.2 7.2＜E≤10.0

非独

立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3 / / /



图 7 电热（高温）消毒+保洁烘干间室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2）其他（电热方式除外）

消毒方式为其他（电热方式除外）的消毒+保洁烘干消毒柜目前没有数据，

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毒柜不作要求。

（3）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

消毒方式为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独立运行的消毒与保洁

烘干间室组合一星级和非独立运行的目前数据量较少，在此版本中对此类型的消

毒柜不作要求。独立运行的二星级共27组数据，Ⅰ级能效限值定为E≤3.6，占比

11.11%，二级能效限定值为3.6＜E≤7.0，占比44.44%，三级能效限定值为7.0＜

E≤8.5，占比29.63%，不合格占比14.81%。详细情况见表9和图8。

表9 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的消毒+保洁烘干间室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器具类型

是否

独立

运行

消毒方式
消毒星

级
数据量

能效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消毒+保洁

烘干

独立 组合

（其他+电
热（中低

温）为辅）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27 E≤3.6 3.6＜E≤7.0 7.0＜E≤8.5

非独

立

一星级 0 / / /

二星级 3 / / /



图 8 组合（其他为主+电热（中低温）为辅）的消毒+保洁烘干间室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4）组合（电热（中低温）为主+其他为辅）

根据采用同种消毒方式的单消毒间室和多消毒间室限值推算得出。

四、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没有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以及近几年公共卫生事件的频发，消毒柜在公

共场所的使用数量逐渐增加，同时也越来越多的走进普通消费者家庭，消毒柜主

要通过电热、紫外线照射、臭氧等方式达到消毒的目的，采用了这些消毒方式必

然会导致更多的能耗，随着消毒柜的普及和日常使用频次的增多，消费者对消毒

柜降低能耗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同时国家正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各项能效

标准近几年相继推出，有效地减少了硫氧化物的排放，能够大大缓解温室效应、

光化学烟雾、酸雨等环境问题，对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作用重大。

因此，不管是从消费者使用还是环境保护的角度，制定消毒柜的能效标准都是当

务之急。

目前针对消毒柜的标准只涉及安全和性能两个方面，对于能效的要求尚未提

出，现有家用电器领域的能效标准主要集中在电冰箱、空调器、电饭锅等常规传

统家电，此次针对消毒柜提出能效要求，一方面从用能方面评价消毒柜，



使消毒柜的评价体系更加全面系统，另一方面也使家用电器领域的能效标准更加

丰富，能效概念及应用更加深入。

目前各国家用电器领域的能效标准中，都尚未包含消毒柜产品的能效评价，

此标准的制定，将首次将消毒柜纳入能效评价体系，在国际上属于领先地位。

在现行消毒柜安全和性能标准评价体系下，建立消毒柜的能效评价体系，可

以更加全面系统地评价消毒柜产品，解决了目前消毒柜能效标准缺失的局面，在

多方位的评价体系下，可以更好的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引导消费者理性选择，

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程度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内容无矛盾和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鉴于本标准仅涉及对食具消毒柜提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作为行

业标准，按照标准计划书的要求，以推荐性标准上报。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实施建议

标准自公布之日起至实施，建议需要 6个月的准备期和过渡期，标准批准发

布后应尽快组织宣贯，组织媒体进行宣传。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食具消毒柜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起草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