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 16410－××××《家用燃气灶具》

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报批稿)

标 准 修 订 起 草 组



1

GB 16410－××××《家用燃气灶具》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和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适应市场和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促进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家用燃气灶具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并符合国家低碳、节能、环保的产业政策要求，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市场监督检查和贸易提

供技术依据。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计划（计划号：20110496-Q-424）的要求，由中国标准化

协会与中国五金制品协会负责组织修订 GB 16410－2007《家用燃气灶具》国家标准。

（一） 标准修订准备

鉴于该标准涉及到产品生产、安全、安装等领域，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综合性强，涉及面

广，为了使标准修订工作更为完善、正确。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

五金制品协会，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在广东中山举办了 GB 16410《家用燃气灶具》强制性国家标准研讨

会。燃气灶具行业骨干企业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和灶具零部件生产企业等 42 家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

议。本次研讨会回顾了 GB16410-2007 版标准的执行情况，确定了标准的修订原则、制定了标准修订的进

度计划。

标准的修订原则：

1、安全原则：将使用的安全性、保护人身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

2、节能环保原则：有利于向低能耗、低污染、高环保的方向发展。

3、适合国情、超前性原则：适合我国国情的需求，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靠齐，为新技术的发展留出

空间。

4、协调性原则：科学、合理、协调，便于设计、生产、检测、安装及服务的实施，兼顾与相关标准

的协调性。

标准框架：

1、以 GB 16410-2007 版标准框架作为基本框架

2、将集成灶产品纳入标准范围，完善对集成灶的要求。

3、根据试验数据确定热效率值，并与能效标准制定组沟通，使标准更协调，产品更节能。

4、 对主要材料和部件增加要求，使主要部件在可靠性、安全性方面得到保障。

5、适合国情要求，对国外引用标准不进行限定，从可靠性、安全性角度出发，引用相关条款，同时

兼顾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上诉原则和框架的确立，为 GB 16410-2007 家用燃气灶具标准修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基

础。

会上成立了标准修订起草组，负责标准修订计划、研究起草标准；确定了标准修订的内容和时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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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确立了修订大纲。

（二） 标准修订过程

1、标准修订起草组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于 2013 年 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召开了 GB 16410-2007《家用

燃气灶具》国家标准修订起草组第一次会议，共 19 人参加。

会议解读了根据预备会议精神起草的标准修订初稿，进行了讨论，会议确定：

（1）将家用户外燃气烤炉产品纳入标准范围；

（2）规范嵌入式灶开孔尺寸；

（3）分工开展热效率和烟气等指标的实验验证工作，以确定对试验用具、试验条件、试验环境需

进一步细化明确，以保证结果的精确性，降低人为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4）灶具的毛刺部分的试验部位与试验方法确定。

（5）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安全相关的要求的确定。

根据 WTO/TBT 技术法规的要求，防止欺骗，保护人身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

度，本标准确定为条款强制性国家标准。

2、标准修订起草组第二次工作组会议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 日，《家用燃气灶具》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共 22 个标

准起草单位 33 人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听取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后一系列实验验证结果的分析报告，讨论了根据验证结果修订的标

准文本，会议一致认为验证工作还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热效率实验方法有待进一步确认细化，会议确

定：

（1）确定了热效率试验用锅的尺寸、规格、颜色和材料，搅拌器，锅体采用硬质氧化工艺，锅体全

黑色。

（2）热效率验证试验，由苏泊尔公司在 4 月15 日前按照本标准要求提供260 mm、28 0mm、300 mm

和320 mm 四个规格22套锅，锅体采用硬质氧化，黑体无光锅，进一步做热效率验证试验。要求在4 月底

前，由起草组的22 个单位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试验方法在有和无测试角的条件下完成热效率试

验，同时做烟气试验。

（3）“集成灶烟道防火安全装置”试验方法再做验证，提出简单、操作性强的方法。

3、标准修订起草组第三次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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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在杭州组织召开了 GB 16410-

2007《家用燃气灶具》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共 23 个标准起草单位 35 人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听取了第二次工作会议后一系列实验验证结果的分析报告，讨论了根据验证结果修订的标

准文本，会议确定：

（1）试验方法及苏泊尔生产的试验锅是可行的。下一步需对锅的生产工艺、温度计孔、搅拌器等方

面进行改进。试验用锅尺寸确定为：200 mm、220 mm、240 mm、260 mm、300 mm、320 mm、340 mm。

（2） 燃气灶具的热效率数值确定为：台式灶≥58%，嵌入式灶≥55%，集成灶的热效率值为开机状

态≥53%。

（3） 嵌入式灶宜采用的开孔公称尺寸内容单列放入资料性附录。但在正文的第8 章的标志、包装

中增加开孔尺寸的信息。

（4）关于具备定时功能的灶具的安全保护措施，可在产品上增加警示标识。是否增加“防干烧”安

全保护装置，再论证。

（5）关于灶具电源软线连接方式，会后请相关单位提交书面意见，经研究后再确定。

（6）细化温升试验方法。

4、标准修订起草组工作组长第四次工作组会议

《家用燃气灶具》国家标准修订第四次起草组工作会议于2013 年8 月1 日至2 日在沈阳召开。共21

个标准起草单位32人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听取了第三次工作会议后补充实验验证结果的分析报告，对标准文本本次修订的每一条款

进行了逐条讨论，确定了正确的表述内容，对遗留的主要问题形成修改意见：

（1）关于是否增加“定时异常安全保护装置”内容。讨论决定将该内容作为技术问题继续探讨，此

次暂不纳入本标准修订范畴；

（2）关于“灶具电源软线连接方式”，经讨论后决定灶具电源软线不限制连接方式。即 X 和 Y 连

接型式都可以。

5、标准征求意见

2013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4 年 1 月 10 日，中国标准化协会和中国五金制品协会联合发文公开征求

GB16410 《家用燃气灶具》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并在两个单位的网站上发布了征求意见的通知。期间共

向 48 家单位 126 人发送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另外浙江省燃气具行业协会、广东省燃气具协会、顺德

燃气具商会等行业协会向其所属的会员单位约 80 家单位也发送了征求意见通知。征求意见截至到 2014

年 1 月 10 日，2014 年 1 月 10 日之后，又陆续收到了部分意见反馈。这期间共收到 27 家单位反馈意见共

计 98 条。在 98 条反馈意见中，涉及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反馈意见为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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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及结构要求 36 条，试验方法 28 条，检验规则、标志及附录 14 条。在搜集的反馈意见中，编辑性意

见占 15%；性能及结构要求意见占 36%，主要体现在集成灶噪声、集成灶热效率、清洁时手触及部位、风

门结构等；试验方法意见占 28%，主要体现在集成灶的噪声和热效率测试方法、干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的

试验条件及计算公式、其他非金属面板耐重力冲击试验方法、毛刺试验方法等。通过对反馈意见进行整

理和研究，采纳了 42 条（其中编辑性修改意见 15 条全部采纳），未采纳 54 条，部分采纳 2 条。详细见

征求意见汇总报告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6、标准修订起草组工作组长第六次工作组会议

针对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汇总，标准起草工作组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工作组会

议，对标准征求意见的处理情况进行了通报和说明，对采纳的意见和标准内容的修改进行了讨论，完善

了标准内容的修订。

主要采纳意见如下：

（1）“5.3.9.4”条款中将风门分为两种，“可调节风门”和“不可调节风门”，并对结构做出相

应要求。

（2）“表18”的“6.8.2.9”中增加“GB/T 16411-2008 标准中8.2.8的测试及计算方法”；

（3）“表5”中“5.2.10.1”的“使用性能”中对“集成灶”分别规定了开启和不开启吸排油烟装

置的条件下的热效率指标，同时对“表23”的“6.14.1”条款中关于集成灶热效率的试验方法进行明确

及细化。

主要不采纳意见如下：

（1）变更适用范围，将单个燃烧器额定热负荷≤5.23 kW 的燃气灶变更为≤5.8kW，或者变更成≤5

kW，或者≤5.3 kW。

——经研究：本标准的所有标准条文的确立都是在此基础上（单个燃烧器额定热负荷≤5.23 kW），

若调整适用范围，则整个标准条文都要调整，不太现实，故不采纳。

（2）5.3.1.7 在使用和清扫时,手有可能触及的部位应光滑，不得有锐边、尖角和毛刺。建议：

“底壳裸露的固定螺钉”是否也应包括在列项中？

——经研究：该检测项的前提条件已经限定为在使用和清扫时，一般使用和清扫不会涉及底壳，故

未采纳。

（3）6.5 灶具试验状态中“灶”改为“灶具”。

——灶具和灶在本标准中是不同的术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b)与g)只对灶有要求，而不是对

灶具的要求。

（4）建议燃气室外烤炉不纳入本标准。

——本标准中对燃气灶具的定义为含有燃气燃烧器的烹调器具的总称。烤炉为使用燃气的烹调器

具，符合本标准中燃气灶具的定义，理应纳入本标准。而且，现行还无可执行的烤炉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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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成灶企业建议直接用集成灶运行噪声≤65dB(A)（声压级）理由：集成灶不具备按照声功率

级进行检测，建议取消该条款。

——取消对集成灶噪声要求的条款肯定不现实，不可能对集成灶的噪声没有要求。测试方法按照引

用GB/T 4214.1-2000 标准中7.1.1规定的落地式器具的试验方法，并直接引用GB/T 4214.1-2000 中 8.5

的计算方法换算成声功率级。

7、审查会

在本次国标修订过程中，标准编写组表现出了极高的负责和认真精神，从对国家负责、对行业负责

和消费者负责的态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分析、试验工作，在参照了有关的国外先进标

准、国家标准基础上，走访、请教有关专家的意见，征询有关生产企业及检测机构的意见，在多次反复

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提出了标准送审稿。

针对送审稿，2014 年 8 月 28 日，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和中国标准化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家用燃气

灶具》国家标准审查会，来自行业内外的 13 名专家参加了审查会，同济大学的杨庆泉教授担任专家组组

织并主持审查。根据审查会专家意见，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根据 GB/T 1.1 的要求对部分细节进行了规范，对标准条文中的字句进行斟酌，争取表述更易

于理解与符合逻辑。

（2）术语和定义部分，对燃气烤箱、实测折算热负荷、界限气等术语进行修改完善，增加烤盘的定

义。

（3）原标准中的两处非强制性条款涉及安全，改为强制性条款。表 6 的 5.2.11.1.1 中“——对正

常使用中可能用叉子或类似尖锐物品能偶然触及的，长试验销应不能触及带电部件”改为强制性内容；

将 5.3.7.14 改为强制性条款，并将内容改为“集成灶的结构应避免燃气泄漏积存引起爆炸”。

（4）增加了干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的计算方法。

（5）在 6.15.2 交流电源异常试验中增加瞬间跌落试验方法。

（6）第 8 章中增加一条，集中列出安装使用说明书应包括的内容。

（7）附录 A 增加了 NOX的计算公式。

（8）删除了原“规范性附录 C 集成灶油脂分离度的试验方法”，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C 要求与试验

方法对照表”，列出了性能要求与试验方法对照关系，便于标准查阅，删除第 5 章要求中各处的“试验

方法见**”。

通过审查，专家组认为该标准参考和借鉴了相关国际先进标准，并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主要技术指

标和要求达到了国际水平。因此，修订后的《家用燃气灶具》强制性国家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

过投票，全体专家一致通过了对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

8、形成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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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会后，起草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并进一步与杨庆泉教授沟通对标准进行完

善。通过对送审稿的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报批稿。

二、标准主要修订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与GB 16410-2007 《家用燃气灶具》相比，主要修订如下：

1、 范围

将原标准《家用燃气灶具》的范围重新进行了界定，新增了户外燃气烤炉，同时将GB 16410-2007

《家用燃气灶具》第1号修改单中增加的集成灶纳入本次修订版本范围。

2、 引用标准

带年代号引用的标准，引用了最新版本，根据标准内容，增加了部分引用标准。

增加了：

GB/T 4214.1-2000 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

GB 4706.2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吸油烟机的特殊要求

GB 4706.2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便携式电磁灶的特殊要求

GB 4804 搪瓷食具容器卫生标准

GB 96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不锈钢制品

GB 11678 食品容器内壁聚四氟乙烯涂料卫生标准

GB/T 17713-2011 吸油烟机

GB 17988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CJ/T 132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自动燃气阀

CJ/T 157-2002 家用燃气灶具用涂层钢化玻璃面板

CJ/T 305-2009 家用燃气灶具陶瓷面板

CJ/T 346 家用燃具自动截止阀

CJ/T 393 家用燃气器具旋塞阀总成

CJ/T 421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电子控制器

3、 术语和定义

针对本标准的修订内容增加了相关的专用术语和名词解释，包括引入的新的术语和定义。

修改增补如下：

（1） 燃气灶具，增加了集成灶和燃气烤炉，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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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成灶，新纳入标准，增加相关定义，见3.9。

（3） 燃气烤炉，新纳入标准，增加相关定义，见3.10。

（4） 基准状态，与GB/T 16411 《家用燃气用具通用试验方法》的术语与定义保持一致，温度为

15℃为基准状态，温度为0℃为标准状态，见3.11。

（5） 烤网，属于新增烤炉的相关术语，见3.24。

（6） 转动烤叉，属于新增烤炉的相关术语，见3.25。

（7） 滴油盘，属于新增烤炉的相关术语，见3.26。

（8） 边板，属于新增烤炉的相关术语，见3.27。

（9） 烤盘，属于新增烤炉的相关术语，见3.28。

4、 产品分类

在原标准内容基础上，增加了 4.2.1燃气烤炉类型代号编制方法，同时将 GB 16410-2007《家用燃气

灶具》第 1号修改单中集成灶的标志方法纳入本次修订版本。

5、要求

（1）性能部分

1 5.2.2 明确了两眼和两眼以上（含电灶眼）的燃气灶、气电两用灶和集成灶应有一个燃气主火，

以避免在实际执行标准过程中产生歧义。

2 技术进步促进了行业灶具热效率指标的整体提升。经大量试验数据的分析，结果证明提高热效率

指标要求是合适的。5.2.10.1 提高了灶具热效率的要求：嵌入式灶由≥50%提高到≥55%、台式灶

由≥55%提高到≥58%。详细试验数据见附件 1。

3 增加了集成灶的性能要求：由于此次修订将集成灶纳入本标准，因此相应的增加了集成灶的相关

性能要求。参考 GB/T 17713《吸油烟机》的噪声要求，增加了集成灶单独运行吸排油烟装置噪声

要求见 5.2.3.7；参考 CJ/T 386《集成灶》的相应要求，增加集成灶烟道防火安全装置要求，见

5.2.8.4，；增加了集成灶灶眼热效率要求见 5.2.10.1，根据试验数据证明，多家集成灶产品在无

风状态能达到最大热效率为 62.8%， 最小热效率为 58.4%，在有风状态下集成灶最大热效率为

55.7%，多家集成灶产品的有风状态热效率均大于 54%，仅有一家最小为 52%，根据相关的试验

数据，确定了集成灶在有风和无风状态的热效率值分别为 55%和 53%；增加了与集成灶相组合的

其他电器单元的要求见 5.2.11.1.8，分别要求符合 GB 4706的规定，如吸排油烟装置安全要求应符

合 GB 4706.28的规定，电烤箱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4706.22的规定；增加了集成灶吸排油烟装置

要求，吸排油烟装置要求参照 GB/T 17713 《吸油烟机》的相关要求，见 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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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了燃气烤炉的性能要求：由于此次修订将燃气烤炉纳入本标准，因此相应的增加了燃气烤炉

的相关性能要求。参考广东省地方标准《DB 44/T 940-2011 户外燃气烤炉》，增加了储气罐压

力上升最大值要求，见 5.2.5；增加了燃气烤炉的抗风、抗雨性能要求，见 5.2.10.5。

5 由于上一版本标准只对直流电源异常时进行了规定，无针对交流电源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本

次修订增加了使用交流电源灶具的突然断电的电气性能要求，使用交流电源的灶具，应当满足当

电源突然断电是，灶具处于安全保护状态或正常使用状态，见 5.2.11.2。

6 对 5.2.12 耐用性能进行了增加和修订：由于标准范围增加了集成灶和燃气烤炉，所以此次修订

参照 CJ/T 421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电子控制器》、CJ/T 386-2012 《集成灶》及广东省地方标

准户外燃气考炉，相应的增加了电子控制器、风机、燃气烤炉整机的耐用性能要求，同时参照

CJ/T 393《家用燃气器具旋塞阀总成》提高了燃气旋塞阀耐用要求，参照 QB/T 1240 对烤箱门耐

久次数规定，提出烤箱门的耐用性能要求，满足使用可靠性的保证。

（2）结构部分

1 为了能更好的进行判定，对使用和清扫时，手有可能触及的部位应光滑，对相应的部位进行了

明确规定，见 5.3.1.7。

2 增加了烤箱灶的结构要求，由于标准上一版本未对烤箱灶提出要求，根据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

本次修订对烤箱灶进行了最基本的要求，见 5.3.6。规定烤箱灶的结构必须分别符合烤箱和灶的

结构要求；烤箱和灶同时使用时不得影响各自的使用性能；烤箱和灶的燃气管路应采用金属管连

接；烤箱和灶应各自独立控制。

3 根据标准范围调整，参考 CJ/386 标准，增加了 5.3.7 集成灶结构，5.3.10 集成灶的结构尺寸；

参照广东省地方标准 DB 44/T 940-2011《户外燃气烤炉》增加了相关的烤网、边板、转动烤

叉、燃气烤炉储气罐室、燃气烤炉脚轮、烟气排出口、滴油盘的要求，见 5.3.9。

4 为了适应各种灶具电源软线的连接方式，修改了 5.3.8.27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不限制电源软

线的连接方式，即 X 型连接与 Y型连接均可。同时，参照 GB 4706.1-2008 增加 5.3.8.27.14 X

型连接的相关要求。

5 由于《GB 30720-2014 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发布实施，为了得到稳定的测

试结果，必然有越来越多的灶具采用无风门或固定风门的设计。 此次修订对灶具新结构加以

规范和引导，避免争议。将 5.3.9.4 空气调节器（风门）分为可调节风门与不可调节风门两种

结构要求。

6 过去对嵌入式灶具的嵌装开孔尺寸没有统一，各个企业自行生产，造成灶具的嵌装开孔大小不

一，导致用户无法置换。为了解决此问题，此次修订增加了 5.3.10.1 嵌入式灶具嵌装开孔尺

寸，根据市面上常用的嵌装开孔尺寸统一规定了一些灶具的嵌装开孔尺寸，并对应增加资料性

附录 B。

（3）材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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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便于标准的可操作性，将 5.4.1.3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部件和有可能接触的部件的材料要求

进行了细化，直接引用了 GB 968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不锈钢制品》、GB 4804《搪瓷食具容器

卫生标准》和 GB 11678《食品容器内壁聚四氟乙烯涂料卫生标准》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2 根据标准范围调整，参照 CJ/T 386-2012 《集成灶》，增加了 5.4.18 集成灶的相关材料要求。

6、 试验方法

（1）将 6.1.2 试验室条件试验灶具周围 1m 处空气流动速度≤0.3 m/s 进行了修订，修订为“试验灶

具周围 1m 处空气水平流动速度≤0.1 m/s”。因为试验显示在灶具 1 m 处不同风速（0.1-

0.3m/s）均对热效率测试结果产生影响，只有当在灶具 1 m 处风速为 0.05 m/s 时，灶具燃烧

器处风速为 0 m/s，此状态下（无风状态）的热效率测试结果不受影响。要实现试验时始终保

持这一状态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灶具 1 m 处风速为 0.1 m/s。

（2） 6.3 试验用主要仪器仪表，根据试验内容进行了增加，增加了风速仪、色彩测色计、利边测

试仪和试验用锅。

（3） 6.5 灶具试验状态对风门调节进行了重新表述，参照EN30标准的规定，增加了灶与墙壁等遮

挡物距离应大于150 mm的规定。

（4） 6.8.1 燃烧工况试验条件，根据实际试验要求，增加了集成灶试验时的切换要求。

（5） 6.8.2 燃烧工况试验方法表18增加了集成灶运行噪声试验方法，参照GB/T 4214.1-2000《声

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1部分 通用要求》标准的试验方法及计算方法

规定了噪声试验。依据GB/T 16411-2008，增加了干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的计算方法。

（6） 参照EN30的试验用锅要求，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对试验用锅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详细见表

19，包括锅内径、锅底厚、锅壁厚、底角半径、底面积、锅及锅盖质量、加热水量、锅表面

处理要求。

（7） 参照GB/T 16411-2008中的计算方法增加了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的计算方法。

（8） 6.9 温升试验，细化了温升测试方法，参考EN30标准对测试方法进行了修订；同时，增加了

集成灶的温升测试方法。

（9） 6.11 耐重力冲击试验，增加了燃气烤炉盖耐重力冲击试验，同时钢化玻璃和陶瓷面板耐重

力冲击试验的分别引用了CJ/T 157-2002《家用燃气灶具用涂层钢化玻璃面板》及CJ/T 305-

2009《家用燃气灶具陶瓷面板》标准的试验方法，考虑到飞溅不能伤人以及模拟灶具的实际

操作情况，参考GB 17840《防弹玻璃》，细化了其他非金属面板的测试及判定方法。

（10） 6.12 安全装置试验，参照CJ/T 386-2012《集成灶》，增加了集成灶烟道防火安全装置要

求。

（11） 6.14 使用性能试验中，关于热效率试验，为了进一步提高试验结果的一致性和公平性，我

们参考了 EN30 标准和几年来的实践，对试验前的热平衡性、搅动频率、记录时间都作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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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本次修订给出了具体的方法与时间要求，尽可能地消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将“关掉燃

气继续搅拌，所达到的最高温度作为最终温度”修订为“到水终温时，记录所有参数”，消

除了利用锅支架等余热拔高灶具热效率的可能性。另外对集成灶热效率试验分为开启集成灶

吸排油烟装置，风机在最高转速下工作和不开启风机两种状态。

（12） 6.14 使用性能试验中，参照广东省地方标准 DB 44/T 940-2011《户外燃气烤炉》，增加了

燃气烤炉抗风性能和抗淋雨性能试验；储气罐压力上升试验。

（13） 6.15 电气性能试验增加了集成灶组合其他电气单元的电气性能，并分别引用了相应的 GB

4706 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

（14） 因使用性能增加了交流电源异常的情况，相应的给出了了6.15.2交流电源异常试验。把交流

电源断开电路，试验灶具是否处于保护状态或正常使用状态。

（15） 增加了6.16.10风机耐用性能试验，参照GB/T 17713《吸油烟机》中的风机耐用性试验方

法；6.16.11燃气烤炉整机耐用性能试验，参照了广东省地方标准DB 44/T 940-2011《户外

燃气烤炉》的相关内容。

（16） 6.19 结构试验增加了烤网、边板、烤叉荷载试验，试验方法参照广东省地方标准DB 44/T

940-2011《户外燃气烤炉》的试验方法；毛刺试验方法参考了GB 6675-2003《国家玩具安全

技术规范》对锐利边缘的规定与测试方法。

7、 检验规则

（1）7.1.1 灶具出厂前应逐台检验的内容增加了警示标识。

（2）7.1.2 抽样检验中增加了抽样检验内容还应包含安全保护装置。

8、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1）8.1.1 铭牌标志增加了嵌装开孔尺寸的标注，集成灶还应增加其他组合器具相关标准铭牌明示

需标识的内容。

（2）8.1.2 除铭牌标志外，增加了其他安全警示标识。

（3）增加了8.1.3包装箱上的标志。

（4）对安装使用说明书应包括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与增加，单独在第8章中增加一条，集中列出安装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的内容。对Y型连接灶具进行了界定，同时由于不限制X型连接方式，也增加

了其他连接方式有特定要求的也应给以说明。增加了执行标准，以及集成灶气压组合器具相关

标准使用说明书明示需要说明的内容。

9、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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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GB/T 16411-2008，附录A增加了烟气中氮氧化物含量NOX的计算公式。

（2）为了便于灶具使用者对灶具的更换，有必要对灶具嵌装开孔尺寸加以引导，增加了资料性附

录B，嵌入式灶具开孔尺寸。

（3）增加了一个资料性附录C，给出了各项要求与试验方法对照关系，便于标准查阅，。

三、本标准修订中重要意见和处理

在标准修订过程中，针对5.2.10.1集成灶的热效率值的确定，部分集成灶企业坚持热效率值应与嵌

入式灶相同，即在不开启吸排油烟装置的情况下热效率值与嵌入式灶具一致。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集

成灶是采取与吸排油烟装置联动形式，即灶具开启时吸排油烟装置也开启，为了更接近使用状态，有必

要对集成灶开启吸排油烟装置的情况下也做热效率的规定。经过了大量试验验证证明，集成灶在开启风

机最高转速的情况下，热效率值是完全可以达到53%的。因此，经过编制组与集成灶企业的沟通，确定了

集成灶的热效率测试分为两种情况下，均需满足要求。即未开启吸排油烟装置的情况下，热效率≥55%，

开启吸排油烟机的情况下，热效率≥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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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灶具热效率试验数据汇总表

燃烧器类型 气源 热效率值(%)

燃烧器 1
20Y 58.3
12T 59.27

燃烧器 2
20Y 67.69
12T 65.65

燃烧器 3
20Y 60.62
12T 59.6

燃烧器 4
20Y 57.89
12T 59.2

燃烧器 5
20Y 59.49
12T 65.87

燃烧器 6
20Y 61.45
12T 64.18

燃烧器 7
20Y 57.75
12T 55.54

燃烧器 8
20Y 54.8
12T 5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