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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附录犇犇、附录犈犈、附录犉犉为推荐性外，其余均为强制性条款。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７９８８—２００４《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本标准的正文部分为食具消毒柜的安全要求，附录ＡＡ、附录ＢＢ、附录ＣＣ为食具消毒柜的卫生要

求。附录ＤＤ、附录ＥＥ为物理性能及测试方法，附录ＦＦ为食具消毒柜的命名方法。

本标准的安全要求应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配

合使用；卫生要求应与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配合使用。

本标准与ＧＢ１７９８８—２００４的主要差异如下：

１）　对整个标准的编写结构进行了调整；

２）　增加了“消毒柜最少应有一个室的消毒效果达到星级要求”的要求；

３）　增加必须的标志和说明的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Ａ、附录ＢＢ、附录ＣＣ的试验方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０２年版《消毒技术

规范》。

本标准的附录ＡＡ、附录ＢＢ和附录Ｃ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ＤＤ、附录ＥＥ、附录ＦＦ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广东康宝电器有限公司、樱花卫厨（中国）有限公司、浙江德

意厨具有限公司、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美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

具有限公司、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广东医疗器械质量检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德军、赖梓源、黄秀莲、蔡星明、廖金柱、高利见、黄国庆、李茂平、黄上武、

陈松军、余少言、邓哲。

本标准于２０００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４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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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几年来，我国食具消毒柜无论在品种、数量、质量方面都得到迅猛发展，人们对消毒柜的质量要求

越来越高。

ＧＢ１７９８８—２００４《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国家标准发布已三年多，现已不能完全满足食具消

毒柜生产、发展的需要，为了促进该产品质量的提高，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给相关企业、质量检验、

技术监督和质量认证部门提供科学、可靠的质量技术依据，亟需修订食具消毒柜标准。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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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本标准适用于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２５０Ｖ、其他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４８０Ｖ家用和类似用途

以电能作为主要能源的电热方式、臭氧方式、紫外线辐射（只能作为辅助）方式以及上述这几种消毒方式

相互组合的食具消毒柜（以下简称消毒柜）。

注：单独紫外线辐射消毒方式无法满足本标准中提及的消毒效果要求，不适用于单种方式的食具消毒。

本标准不适用于以下消毒柜：

———仅靠紫外线辐射方式消毒的消毒柜；

———不以食具消毒为主要用途的其他消毒柜，如毛巾消毒柜等；

———用于医疗用途的消毒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５４３３　日用玻璃透过率测定方法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２　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１．９

代替：

正常工作　狀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消毒柜不打开门且空载的工作。

３．５．８

代替：

组合型食具消毒柜　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狀犵狋犪犫犾犲狑犪狉犲犮犪犫犻狀犲狋

由不同型式的消毒室组合而成的食具消毒柜。

增加：

３．１０１

食具消毒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狀犵狅犳狋犪犫犾犲狑犪狉犲

杀灭或清除清洗过的自然食具上残留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的处理。

３．１０２

食具消毒柜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狀犵狋犪犫犾犲狑犪狉犲犮犪犫犻狀犲狋

有适当的容积和装备，用物理、化学或两者结合的原理来消毒食具的器具。它具有放置食具的一个

或多个间室。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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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３

电热食具消毒柜（室）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犺犲犪狋犻狀犵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狀犵狋犪犫犾犲狑犪狉犲犮犪犫犻狀犲狋

以电热方式或电热方式为主的食具消毒柜（室）。

３．１０４

臭氧食具消毒柜（室）　狅狕狅狀犲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狀犵狋犪犫犾犲狑犪狉犲犮犪犫犻狀犲狋

以臭氧方式或以臭氧方式为主的食具消毒柜（室）。

３．１０５

组合型食具消毒柜　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狀犵狋犪犫犾犲狑犪狉犲犮犪犫犻狀犲狋

由不同消毒方式的消毒室组合而成的食具消毒柜。

３．１０６

额定承载量　犱狔狀犪犿犻犮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制造厂规定的食具消毒质量或体积。

３．１０７

空载　狀狅犾狅犪犱狔狀犪犿犻犮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消毒柜内不放置食具的状态。

３．１０８

满载　犳狌犾犾犾狅犪犱

消毒柜内按说明书规定均匀摆放额定承载量的状态。制造厂声称按此状态放置食具，可达到本标

准要求的消毒效果。

３．１０９

工作周期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狆犲狉犻狅犱

消毒柜从开始工作至控制装置切断最后一个产生消毒物质电器部件（如加热管、臭氧发生器或紫外

线管等）的电源时所需的时间。

３．１１０

消毒时间　狋犻犿犲狅犳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狀犵

消毒柜（室）内中心点温度或臭氧浓度达到规定的消毒温度或浓度值时开始计时，直至控装置切断

电源时停止工作，柜内消毒温度或臭氧浓度下降到规定值以下时终止计时，这段时间为消毒时间。

３．１１１

消毒级数　犮犾犪狊狊狅犳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狀犵

对消毒柜（室）的不同消毒效果的一种等级划分（详见ＡＡ．１）。

４　一般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５　试验的一般条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５．１０１　测量臭氧泄漏量、臭氧排放量时应在温度２３℃±２℃，相对湿度为５０％±１０％密闭房间内进

行，若对测量结果有疑问时，则环境温度保持在２３℃±２℃，相对湿度保持在５０％±５％。

５．１０２　除特别注明外，臭氧消毒柜、紫外线消毒柜、组合型消毒柜按联合型器具进行试验。一个样品进

行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试验（本标准第１８章除外），另一个样品进行本标准的第１８章、第２０章规定试验，

本标准第２２～２６章和第２８章，３２．１０２规定的试验可以在另外单独样品上进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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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分类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６．１　该条用下述内容代替：

消毒柜应该是Ⅰ类、Ⅱ类、Ⅲ类器具中的一种。

通过视检和有关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７　标志和说明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７．１０１　消毒柜正面位置应有消毒级数的星级符号“”的标志。

７．１０２　温升超过６０Ｋ的电热消毒柜的柜门上应标有：“高温，小心烫伤！”的标志或警告。

７．１０３　应有：“把食具上的水倒净后才能放进柜内”；“在消毒柜工作结束２０ｍｉｎ（臭氧、紫外线消毒柜

１０ｍｉｎ）后才能把门打开，以免烫伤或臭氧泄漏”的警告。

７．１０４　消毒柜如果不借助工具能拆开某个盖子后，可直接看到紫外线管发出的光线，则在这个盖子上

应标有警示：打开盖子时应注意紫外线辐射。若紫外线光管损坏必须更换相同功率和波长的紫外线

光管。

７．１０５　说明书内容应包括：

ａ）　各个消毒室达到的消毒级数（星级“”）的说明，所适用的消毒食具的范围。未达到消毒级数

的应明确其其他用途（如只适宜用作保洁室等）。

ｂ）　消毒柜（室）的每层搁架（抽屉）能够放置食具的承载量和额定容积及偏差范围。

ｃ）　温升超过６０Ｋ的电热消毒柜的柜门，应有注意高温、小心烫伤的警告；不适合用于塑料等不耐

高温材料食具的消毒柜（室），应在说明书中注明。

ｄ）　放进消毒柜（室）内的食具应有下面相同意义的说明：食具上的水倒净后才能放入；禁止把洗

碗毛巾等其他非食具放入消毒柜内。

ｅ）　在消毒柜工作结束２０ｍｉｎ（臭氧、紫外线消毒柜１０ｍｉｎ）后才能打开柜门，以免臭氧泄漏或烫

伤的警告。

ｆ）　具有臭氧消毒功能的消毒柜应有如下警告：关好门后，才能使消毒柜工作，否则会有臭氧泄漏。

ｇ）　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臭氧泄露，应马上停止使用，通知专业人员进行维修。

ｈ）　具有紫外线消毒的柜（室），应注明紫外线光管的功率，紫外线光的主波长。

ｉ）　具有紫外线消毒功能的消毒柜应有如下警告：关好门后，才能使消毒柜工作，否则会有紫外线

辐射。

有紫外线消毒功能的消毒柜应注明：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可以不经过任何透光物体（如玻璃等）直

接看到紫外线光管发出的光线时，应马上停止使用，并通知专业人员进行维修。

８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用不明显的力施加在图１０１中所示的长试验针上，通过在Ⅰ类或Ⅱ类食具消毒柜放置食具间室中

的孔，应不能触及带电部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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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１０１　长试验针

９　电动器具的启动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不适合用。

１０　输入功率和电流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带电热元件的消毒柜按电热器具的规定进行试验，其他消毒柜按电动器具的规定进行试验。

１１　发热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１．７　该条用下述内容代替：

消毒柜空载连续工作二个工作周期，在第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如果消毒柜不能马上开始下一个工

作周期，可以打开柜门，待控制装置复位后立即按照正常工作状态开始下一个工作周期。

１１．８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ａ）　用直径７５ｍｍ的圆柱形，一端是半球形的探棒（长度不作规定）可触及到的透光材料，温升不

得超过６０Ｋ。正常使用中握持的手柄除外。

ｂ）　玻璃等易碎材料不应破裂。塑料食具不应软化、变形、变色或散发出刺激性气味。

１２　空章

１３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１４　瞬态过电压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１５　耐潮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第１５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５．２　该条中“将器具的液体容器……注入容器”用下述内容代替：

器具放在水平位置，断开电源，用一个图１０２所示滴水箱放置在消毒室承放食具的最上层的搁架

上，滴水箱（长度和宽度均比消毒室的平面尺寸约小５０ｍｍ）放入消毒室中，以每１００ｃｍ２ 表面用

１００ｍＬ的约含１％氯化钠（ＮａＣｌ）的水溶液在１ｍｉｎ内均匀地倾注在消毒室内的下表面上。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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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消毒柜内超过１个间室，则逐个轮流进行试验。

单位为毫米

图１０２　滴水箱

１６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１７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１８　耐久性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１８．１０１　消毒柜在１．１倍额定电压下工作１００个空载工作周期，每个工作周期之间应使消毒柜冷却到

接近室温。可采用强迫冷却方法。试验结束后，消毒柜不应有危及安全的损坏，并能正常工作，消毒效

果应符合本标准附录ＡＡ的要求。

１８．１０２　臭氧、紫外线消毒柜的门系统，包括铰链、门开关、门缝压条和其他有关部件，必须能经受正常

使用中的磨损。

通过１００００次的开门试验来检验臭氧、紫外线消毒柜的门系统是否合格。１次开门是把门关上再

打开。

将门打开到最大行程，门上的搁架内应按厂方说明放上规定质量的食具，开门的速率应不大于

６次／ｍｉｎ，试验时消毒柜以额定电压供电，但消毒柜不工作。完成开门试验后，任何机械或电气方面的

部件都不应有影响安全的失效，臭氧泄漏量不应超过本标准３２．１０１的要求。

对有多个门的器具，在不对消毒柜造成额外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同时对多个门进行试验。

１９　非正常工作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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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该条增加下列内容：

ａ）　紫外线消毒柜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２中１２．５的要求，试验时室温应在１５℃～２５℃之间，

消毒柜按本标准第１１章要求放置。

ｂ）　对在说明书中注明“不适用于塑料等不耐高温材料食具消毒柜（室），应把聚乙烯碗、聚乙烯杯

和聚乙烯汤匙各一个放在消毒柜（室）中最不利的位置上，柜中不放其他食具，然后按本标准

第１１章的规定进行试验，但在测试角的底板上铺上一层软的纸，试验中有烟或气味时，打开柜

门，火焰不得引燃软纸和消毒柜的其他部件。

如果消毒柜内超过１个室，则依次轮流进行试验。

注１０１：通常用来包装精致的艺术品的一种薄、软、轻又韧性强的包装纸，其单位质量在１２ｇ／ｍ
２ 和８０ｇ／ｍ

２

之间。

注１０２：此试验所用的食具制造材料为不加入阻燃材料，密度为０．９６０±０．００５ｇ／ｃｍ
３ 的聚乙烯。

ｃ）　对在说明书中没用注明“不适用于塑料等不耐高湿材料食具消毒柜（室），应把聚乙烯碗、聚乙

烯杯和聚乙烯汤匙各一个放在消毒柜（室）中最不利的位置上，柜中不放其他食具，然后按本标

准１９．４的规定进行试验，但在测试角的底板上铺上一层软的纸，试验中有烟或气味时，打开柜

门，火焰不得引燃软纸和消毒柜的其他部件。

如果消毒柜内超过１个室，则依次轮流进行试验。

注１０１：通常用来包装精致的艺术品的一种薄、软、轻又韧性强的包装纸，其单位质量在１２ｇ／ｍ
２ 和８０ｇ／ｍ

２

之间。

注１０２：此试验所用的食具制造材料为不加入阻燃材料，密度为０．９６０±０．００５ｇ／ｃｍ
３ 的聚乙烯。

２０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０．１　增加：

ａ）　非固定安装的消毒柜应能经受下述试验：在倾斜平面进行１０°试验时，把门打开到最不利位置，

消毒柜的间（室）空载或满载按最不利状态进行，对于装有几个门的消毒柜，最多同时打开

２个门。

ｂ）　倾斜平面试验结束后，把消毒柜放在水平支架上，把门打开到最不利位置，消毒柜的间（室）空

载或满载按最不利状态进行，对于装有几个门的消毒柜，最多同时打开２个门，依次在离门铰

链最远地方加一个力，力的大小为：

———垂直铰链１５Ｎ。

———水平铰链３０Ｎ。

试验中消毒柜不得翻倒。

ｃ）　对带有抽屉的消毒柜，放在水平位置上，按产品说明书给出的标称承载量，使满载的抽屉或可

移动拉出搁物架置于最不利的位置。试验时消毒柜的其他间室或搁物架空载或满载，按最不

利状态进行，门打开约９０°，消毒柜不得翻倒。

ｄ）　食具消毒柜在单室容积为６０Ｌ～２００Ｌ时，食具消毒柜的门应能从内部打开，所需打开门的力

不应大于７０Ｎ，是否合格，通过下面试验来检查：

———门关闭后，用拉力计在离铰链最远的门把手上施加一个７０Ｎ的力，其方向垂直于门正

面，门应能打开。

食具消毒柜具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受此限：门上装有不小于１５ｃｍ×１０ｃｍ透明玻璃；或在进行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第２１章的冲击试验后破裂材料的消毒柜；或消毒柜的内部搁架不借助工具无法从柜

体完全移出，且在外门体显著位置具有含有“在使用时内部搁架必须完好，搁架不得移出柜体”内容的警

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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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机械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１．１　增加：

ａ）　臭氧消毒柜在冲击试验后，按本标准３２．１０１进行试验，臭氧泄漏量不允许超过０．２ｍｇ／ｍ
３。

ｂ）　紫外线消毒柜冲击试验后，不得直接从消毒柜外面看到紫外线管发出的光。

ｃ）　支承消毒柜的固定支架或类似装置和消毒柜的搁架、抽屉必须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是否合格，通过目视检查和下面试验来确定：

把消毒柜按产品说明书规定放置或安装好，放入１．５倍制造厂规定的质量的物体，把消毒柜的门、

抽屉置于最不利的位置，经４ｈ后，取出食具，支承消毒柜的固定支架或类似装置和消毒柜的搁架、抽屉

应无损坏及明显变形。臭氧消毒柜还要进行本标准３２．１０１试验，臭氧泄漏量不允许超过０．２ｍｇ／ｍ
３。

２２　结构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２２．１０１　臭氧消毒柜（室）、紫外线消毒柜（室）均应安装门开关。当消毒柜（室）门打开的最大缝隙达到

２ｃｍ时，臭氧发生装置、紫外线灯管立即停止工作。当把门重新关上时，才能使臭氧发生器、紫外线灯

管重新工作。臭氧浓度≥４０ｍｇ／ｍ
３、持续时间≥１０ｍｉｎ的臭氧消毒柜（室）、紫外线消毒柜（室）门应安

装有制动锁开关，使当消毒柜（室）完成消毒周期后，消毒柜（室）门才能打开。

２２．１０２　不借助工具，把紫外线消毒柜的可拆卸部件全部拆去，从外面必须经过光透过率符合表１规定

材料，才能看到紫外线光管发出的光。

通过目视检查来确定是否合格。

在有怀疑的情况下，应按ＧＢ／Ｔ５４３３测定材料的光透过率是否符合表１规定。

表１　光透过率

波长／ｎｍ 最大透光率／％

２５０＜λ

２５０＜λ≤３２０

３２０＜λ≤４００

４００＜λ≤５５０

０．０１

０．１

１

５

　　注１：普通的日用玻璃和钢化玻璃通常认为是符合要求。

２２．１０３　臭氧、紫外线消毒柜的门应借助工具才能拆卸。

是否合格，通过手动试验来确定。

２３　内部布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使用橡胶（硅橡胶除外）或其他可能受到臭氧、紫外线影响的材料作护套或绝缘的导线不应用作臭

氧、紫外线消毒柜（室）的内部布线。

２４　元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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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电流软线和外部软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第２５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５．７　增加：

臭氧、紫外线消毒柜（室）不应使用橡胶（硅橡胶除外）或其他可能受到臭氧、紫外线影响的材料作护

套或绝缘的电源软线。

２６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２７　接地措施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２８　螺钉和连接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２９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３０　耐热和耐燃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３１　防锈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内容适用。

３２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第３２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３２．１０１　臭氧泄漏量试验

臭氧或紫外线消毒柜以额定电压供电，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按本标准３２．１０２进行试验，在工作

周期内和工作结束１０ｍｉｎ内，在距柜表面２０ｃｍ处，要求每２ｍｉｎ记录一次数据，在此时段内记录的数

据的平均臭氧浓度不应超过０．２ｍｇ／ｍ
３。

３２．１０２　臭氧泄漏量的测试方法

在一个密闭的房间内进行试验，房间的尺寸为：２．５ｍ×３．５ｍ×３．０ｍ（长×宽×高），墙壁表面覆

盖聚氯乙烯板，臭氧、紫外线消毒柜按照说明书在房间中央放置或安装好，在桌面上使用的臭氧、紫外线

消毒柜放置在离地板７５０ｍｍ高度的房间中央进行试验，用紫外线法测量臭氧浓度。

房间环境保持在温度２３℃±２℃和相对湿度５０％±１０％的范围内，试验开始前，首先测量原来空

气中的初始臭氧浓度，以便将试验中测得的最大浓度减去原来空气中的初始臭氧浓度得到臭氧泄漏量。

注１：在参比状况（２５℃、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下，１ｐｐｍ＝１．９６３ｍｇ／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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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附录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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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附　录　犃犃

（规范性附录）

消毒效果要求

犃犃．１　消毒效果要求

犃犃．１．１　消毒效果等级划分

消毒柜（室）消毒效果划分为二个等级，一星级和二星级，二个等级的消毒效果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犃犃．１　消毒效果等级

消毒对象 评价规定 星级“” 星级“”

大肠杆菌 杀灭对数值各点≥３．００ ＋ ＋

脊髓灰质炎病毒
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滴度（ＴＣＩＤ５０）≥１０

５，

灭活对数值≥４．００
－ ＋

　　注：“＋”表示应进行试验，“－”表示不适用。

犃犃．１．２　消毒效果等级划分的标志

消毒柜的正面位置应标有消毒柜消毒等级，用以提示不同的消毒效果。消毒柜最少应有一个室的

消毒效果达到星级要求。一星级消毒柜（室）用消毒星级“”标示；二星级消毒柜（室）用消毒星级

“”标示。“”标志可按下图比例缩放，但使用时标志高度不得小于３．５ｍｍ，见图 ＡＡ．１所示。

达不到消毒柜消毒等级的消毒室不得使用“消毒星级”标志，并注明该室的使用功能。

单位为毫米

图犃犃．１　消毒星级标志

犃犃．２　消毒效果的检验

消毒柜（室）的消毒效果通过附录ＢＢ《食具消毒柜的大肠杆菌消毒效果的试验方法》和附录ＣＣ《脊

髓灰质病毒灭活试验方法》的试验来确定。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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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犅

（规范性附录）

食具消毒柜的大肠杆菌消毒效果的试验方法

犅犅．１　大肠杆菌杀灭试验

犅犅．１．１　按《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版中２．１．１．２所示方法制备大肠杆菌菌片（载体为玻璃片）。

犅犅．１．２　在食具消毒柜满载的情况下，将干燥大肠杆菌菌片置无菌平皿内，每平皿放２片，勿重叠。在

食具消毒柜每层的内、外两个点各放一含菌片的平皿（大型碗柜可在内、中、外各放一平皿），打开平

皿盖。

犅犅．１．３　关闭柜门，开启电源，按食具消毒柜原设计程序进行消毒。消毒完毕，按说明书规定的时间打

开柜门取出平皿。将菌片移入含５ｍＬＰＢＳ试管内，按《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版中２．１．１．３所示方法进

行活菌培养计数。

犅犅．１．４　在上述消毒试验时，将未消毒菌片，放置室温下，当消毒组试验完毕后，取该菌片进行活菌培

养计数，作为阳性对照。另将同批培养基与ＰＢＳ等培养，作为阴性对照。

犅犅．１．５　试验重复３次，基平均杀灭率应按《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版中２．１．１．７的规定进行计算和

表达。

犅犅．１．６　在３次试验中，每次阳性对照回收菌数均达５×１０
５ｃｆｕ／片～５×１０

６ｃｆｕ／片，阴性对照无菌生

长，阳性和阴性对照组结果若不符合上述要求，试验作废，重新进行。

注：ｃｆｕ：ｃｏｌｏｎｙｆｏｒｍｉｎｅｕｎｉｔ，菌落形成单位，将稀释后的一定量的菌液通过浇注或涂布的方法，让其内的微生物单细

胞一一分散在琼脂平板上，待培养后，每一活细胞就形成一个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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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犆

（规范性附录）

食具消毒柜脊髓灰质炎病毒灭活试验方法

犆犆．１　材料

ａ）　脊髓灰质炎病毒Ｉ型（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１，ＰＶ１）疫苗株；

ｂ）　脊髓灰质炎病毒悬液制备按《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版中２．１．１．１０．３所示方法制备脊髓灰质炎

病毒悬液，若无特殊要求，用玻璃片为载体。

犆犆．２　灭活试验

犆犆．２．１　在食具消毒柜满载的情况下，将干燥的染有脊髓灰质炎病毒的载体置无菌平皿内，每平皿放

２片，勿重叠。在食具消毒柜每层的内、外两个点各放一个含染有脊髓灰质炎病毒载体的平皿（大型柜

可在内、中、外各放一平皿），并打开平皿盖。

犆犆．２．２　关闭柜门，开启电源，按说明书中要求进行消毒。消毒完毕，按说明书规定的时间，打开柜门，

取出平皿。将载体移入含１ｍＬ细胞维持液的试管中。振荡洗涤后，取样按《消毒技术规范》中

２．１．１．１０．４所示方法检测残留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滴度。

犆犆．２．３　阳性对照，将未消毒的染有脊髓灰质炎病毒的载体２片，放置于消毒碗柜外室温下。待试验

组消毒完毕后，立即将载体移入含１ｍＬ细胞维持液的试管中。振打后，取样按《消毒技术规范》中

２．１．１．１０．４所示的方法检测残留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感染滴度。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感染滴度应

≥１０
５ＴＣＩＤ５０。　

犆犆．２．４　阴性对照，用不含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完全培养基作为阴性对照，以观察培养基无污染，细胞是

否生长良好。

犆犆．２．５　试验重复３次。

犆犆．２．６　根据各组的平均病毒感染滴度（ＴＣＩＤ５０），分别计算其对病毒的灭活指数，病毒的灭活指数应

达４个对数值。阳性和阴性对照组结果不符合上述要求，试验作废，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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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犇

（资料性附录）

食具消毒柜的物理、化学性能

犇犇．１　消毒柜的物理、化学性能

犇犇．１．１　电热型为主消毒柜（室）消毒温度和消毒时间，一星级消毒室内消毒温度应≥１００℃，消毒时

间应≥１５ｍｉｎ。二星级消毒柜内消毒温度应≥１２０℃，消毒时间应≥１５ｍｉｎ。是否合格，通过附录ＢＢ、

附录ＣＣ的试验来确定。

注：生产厂应根据具体的产品设计，确定温度（含其他辅助方式参数）、时间控制与消毒效果的对应关系，在出厂检

验时采用。

犇犇．１．２　臭氧为主消毒柜（室）的臭氧浓度和消毒时间，一星级臭氧消毒室内臭氧浓度应≥２０ｍｇ／ｍ
３，

消毒时间应≥３０ｍｉｎ；二星级臭氧消毒柜内臭氧浓度应≥４０ｍｇ／ｍ
３，消毒时间应≥６０ｍｉｎ。是否合格，

通过附录ＢＢ、附录ＣＣ的检验来确定。

注：生产厂应根据具体的产品设计，确定时间控制、臭氧浓度（含其他辅助方式参数）与消毒效果的对应关系，在出

厂检验时采用。

犇犇．１．３　电热、臭氧和紫外线组合型消毒柜，消毒温度、臭氧浓度和消毒时间与ＤＤ．１．１、ＤＤ．１．２相

同。是否合格，通过附录ＢＢ、附录ＣＣ的检验来确定。

犇犇．２　检验方法

犇犇．２．１　消毒温度、消毒时间检验：用误差≤２ｓ的计时仪表、误差≤１Ｋ的温度仪表，参考附录ＥＥ《食

具消毒柜的物理性能试验方法》ＥＥ．１．１，应满足要求。

犇犇．２．２　臭氧浓度、消毒时间检验：用误差≤２ｓ的计时仪表，臭氧浓度测试仪，参考附录 ＥＥ的

ＥＥ．１．２，应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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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犈

（资料性附录）

食具消毒柜的物理性能试验方法

犈犈．１　电热食具消毒柜消毒温度与保持时间的试验

犈犈．１．１　消毒温度的试验

试验在满载状态下进行。柜内各层架按说明书规定的放置方法均匀放入洗净的食具，测量温度传

感器置于消毒柜规定测试点上。测试点的分布以层架为基础，柜内只有一个层架的，测试点在层架的中

央中间位置。５０Ｌ以下在柜的中央中间位置设一个点。１００Ｌ以内的设三个测试点，分别为最上层架

后壁与两侧的中间位置；柜的中央层架中央位置；最下层架门与两侧的中间位置。大于１００Ｌ的设五个

测试点，除上述三个测试点外，在最上层架与中央层架的门与两侧中间设一个点；在中央层架与最下层

架的后壁与两侧的中间设一个点。测量温度传感器的放置离柜壁和门３０ｍｍ，并不与其他物体接触。

电热食具消毒柜在额定电压下工作，通电至限制温度器动作为第一次，然后打开柜门，冷却至电源

重新能接通，测５次；取第３、４、５次测试点的最低温度值，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测试点的分布如

图ＥＥ．１、图ＥＥ．２所示。

图犈犈．１　１００犔以内测试点的分布

４１

犌犅１７９８８—２００８



图犈犈．２　大于１００犔测试点的分布

犈犈．１．２　消毒时间的试验

按ＥＥ．１．１操作。当消毒柜内中心点温度达到规定消毒温度时开始计时，直至限制温度器动作后，

工作指示灯熄灭，柜内中心点温度低于规定消毒温度时终止计时，其时间为消毒时间，应符合产品说明

书的规定。

犈犈．２　臭氧食具消毒柜臭氧浓度与消毒时间的试验

试验在满载状态下进行。臭氧食具消毒柜或臭氧消毒室在额定电压下工作，用臭氧浓度测试仪测

量柜内中心部分的臭氧浓度，当柜内中心部位臭氧浓度达到２０ｍｇ／ｍ
３ 或４０ｍｇ／ｍ

３ 时开始计时，直到

臭氧发生器停止工作，柜内臭氧浓度低于２０ｍｇ／ｍ
３ 或４０ｍｇ／ｍ

３ 时终止计时，其时间为消毒时间。应

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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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犉

（资料性附录）

食具消毒柜的命名方法

犉犉．１　规格

以柜腔总容积（含放在柜腔内的发热元件和搁架所占空间）表示，单位为Ｌ

犉犉．２　分类

犉犉．２．１　按消毒方式

分为：电热消毒柜（代号Ｒ）；臭氧消毒柜（代号Ｙ）；电热、臭氧、紫外线组合型消毒柜（代号Ｚ）。

犉犉．２．２　按安放方式

分为：台地嵌式（代号Ｔ）；挂壁式（代号Ｇ）和台地挂壁两用式（代号Ｌ）。

犉犉．２．３　按控制方式

分为：普通型（机电控制，代号Ｐ）和电脑型（程序控制，代号Ｄ）。

犉犉．３　型号命名

图ＦＦ．１给出型号命名。

　　其中变动代号按各企业设计序号，用１位、２位、３位数字或字母表示。

图犉犉．１　型号命名

示例：

序号 型　号 说　　明

１ ＺＴＰ７０Ａ７３ 　组合消毒方式，台式安放，普通型，容积为７０Ｌ，Ａ系列，改进号为７３

２ ＲＬＰ６０Ｃ８ 　电热消毒方式，台地壁挂两用式安放，普通型，容积为６０Ｌ，Ｃ系列，改进号为８

３ ＹＴＰ３００Ａ６Ｙ 　臭氧消毒方式，台式安放，普通型，容积为３００Ｌ，Ａ系列，改进号为６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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