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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与卫生要求》

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及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按照 2008 年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全国玻璃仪

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接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标准制

修订任务，任务内容对原国家标准 GB 17762-1999《耐热玻

璃器具的安全与卫生要求》进行修订。本标准的任务编号

20081952-Q-607。由国家轻工业玻璃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负责主起草，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玻璃仪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2.工作简况

第一次修订简要过程：

标委会秘书处成立了以国家轻工业玻璃产品质量监督

检测中心为主起草单位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经过查阅

文献，标准数据验证等过程，修订了原有标准，经过征求意

见、送审等过程，标委会于 2010 年 12 月 01 日在四川召开

了标准审查会，参会委员在提出部分修改意见的基础上一致

通过了标准审查。起草组经过修改形成报批材料于 2011 年

初上报至主管部门。后经多部门审核，将提出的问题进行修

改，一直处于待批阶段。

2015 年，依据《关于开展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精简工作

的通知》（中轻联标准[2015]352 号）的要求，标委会秘书处

组织委员对现有标准重新梳理，提出的标准整合精简方案，

并经过上级单位审核批准，此项标准的结论是继续保留强制

性标准的性质，并对标准文本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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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订简要过程：

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精简结论，结合近些年行业发

展情况及相关标准的实施情况，标委会秘书处在原报批稿基

础上再次对《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与卫生要求》标准启动修

订工作，2020 年 1 月项目重新启动后，国家轻工业玻璃产品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对产品和行业内使用单位

进行调研，了解了目前我国此类产品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情

况和技术发展现状。组织标准起草工作组。同时还收集了国

内相关标准及多家企业的企业标准，在参考了大量资料的基

础上再次修订了标准文本。

2019 年 3 月，本标准确定由国家轻工业玻璃产品质量监

督检测中心主起草。确定主要成员有：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黑山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3、与相关产品及标准的对比分析

经过检索，目前国内外现有器具相关标准有：GB/T

35596-2017《硼硅酸盐玻璃吹制耐热器具》、GB/T 35598-2017

《硼硅酸盐玻璃压制耐热器具》、GB 4806.5-2016《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玻璃制品》。本标准是 GB/T 35596-2017《硼硅酸

盐玻璃吹制耐热器具》、GB/T 35598-2017《硼硅酸盐玻璃压

制耐热器具》产品标准的基础标准，与产品标准在基本要求

上保持一致。本标准在卫生指标上引用了 GB4806.5 指标和

检测方法，同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砷、锑迁移量卫生指标，

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本标准代替 GB 17762-1999《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与卫

生要求》。本标准与原标准 GB 17762-1999 的主要差异：

（1） 增加了镉的迁移量要求； 将有害元素析出量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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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镉迁移量和砷、锑迁移量；

目前，食品安全标准中的 GB 4806.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玻璃制品》，该标准中有对于铅、镉迁移量的提出了要求，

因此本标准做了修改，增加了镉迁移量要求，指标要求执行

GB4806.5 的要求。由于在 GB4806.5 中只有铅、镉迁移量，

没有对砷、锑迁移量进行规定。但是，玻璃材料在熔化过程

中需要使用复合澄清剂，而复合澄清剂中的主要成分三氧化

二砷和三氧化二锑。而三氧化二砷和三氧化二锑是有毒有害

的物质，对人体健康有较大的损害。为了保障人体的健康，

在《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与卫生要求》标准中增加了对砷迁

移量、锑迁移量的限度。

（2） 修改了有害元素析出量的试验条件。

原标准中实验样品处理条件是 121℃，在实验过程中，

4%乙酸在 121℃下，对设备的损害极大，经过大量实验验证，

在修订标准时将 121℃蒸煮 2h 改为 98℃蒸煮 2h，实验条件

的修改没有影响实验效果。

（3）将吹制耐热玻璃器具和压制耐热玻璃器的线热膨

胀系数范围分别要求；

目前各生产企业因为吹制耐热玻璃器具和压制耐热玻

璃器生产工艺的不同，线热膨胀系数是有差异的，因此对这

两种线热膨胀系数范围分别做了要求；

（4）取消了优等品和合格品的区分指标，统一了技术

要求；

根据市场对耐热玻璃器具质量的要求，优等品和合格品

的区分不利于消费者和生产企业的需求， 目前很少有有产

品在标准上进行等级划分，因此本标准取消了优等品和合格

品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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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耐热玻璃器具生产企业众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影响产品声誉。同时，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简化工序，

以次充好，给质量安全带来隐患，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通过修订《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与卫生要求》国家标准是提

升行业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及标准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

项重要举措。新修订的标准将在外观质量、理化性能、食品

安全、检验规则、包装、储运等方面进行详尽的规定，以规

范耐热玻璃器具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国际标准的门槛，对促

进行业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耐热玻璃器具主要适用于各类居家厨房器具，特别是微

波炉、烤箱、料理机、冰箱等。尤其是 2016 年新颁布的 GB

4806.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玻璃制品标准的实施，对食品

安全有了更严格的标准要求。本次标准修订按照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对卫生指标单独做了要求。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原则性：本标准严格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编写。

2.适用性：根据耐热玻璃器具市场需求和产品特点，修订

的标准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各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不仅可

以有效规范耐热玻璃器具企业产品质量，也可以更好地满足

政府监管部门对生产企业的有效监管。

3.先进性：目前没有相关国外标准，国内原标准为强制性

标准，现修订标准指标均采用行业内较高水平，具有先进性。

4.协调性：修订的耐热玻璃器具标准与国家现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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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二）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耐热玻璃器具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与卫生要求。

2） 产品分类

耐热玻璃器具按照加工工艺分为吹制耐热玻璃器具和压制

耐热玻璃器具。

3）要求

主要规定了耐热玻璃器具的理化性能、安全和卫生性能指

标。指标主要包括：耐水性能、耐酸性能、耐碱性能、内应

力、三氧化二硼含量、线热膨胀系数、耐热冲击温度、有害

元素浸出量。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程度

目前无相关对应国际标准

四、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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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硼硅酸盐玻璃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食品安全整体

要求的提升，修订的耐热玻璃器具标准部分条款不断的完善

提升，确保在同行业国际标准方面的适宜性、准确性、有效

性。随着硼硅酸盐玻璃压制耐热器具的普及，作为新一代厨

房器具的耐热玻璃器具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的需

求量以每年 10%左右的速度递增，随着耐热玻璃器具生产工

艺及制作技术的日臻完美，产品性价比的日益提升，将带来

耐热玻璃器具国际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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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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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仪器领域的标准体系框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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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报的《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与卫生要求》属于玻

璃仪器标准体系中的“ 硅酸盐制品 ”项下的“玻璃器具”，

该类属于基础类标准。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相关标准协调统一。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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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因为涉及盛装食品的器具安全与卫生要求，建议

本标准的性质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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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在本标准按正常程序批准发布实施后，全国玻璃仪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安排标准的宣贯和组织培训，使各相

关方正确使用该标准。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于 2008 年立项，因报批稿提交后未发布实施，

该标准项目重新启动。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0 年 5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