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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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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CAQP015-2020、T/ESP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的规定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关村现代能源环境服务产业联盟、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中认华南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院、中国质

量认证中心，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市东晶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尔洗碗机有限公司、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中山格兰仕日

用电器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阿诗丹顿燃具有限公司、广东赛普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虎门分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华南实验室、安徽中认倍佳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中认英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柯勇、王攀、方培潘、徐益、仇灿华、贺晓帆、彭霏、杨林、王豪杰、胡绪虎、江

燕、徐慧、何军、刘旭、李翔、蔡延涛、钟新华、熊忱忱、黄柏林、李健、李永广、雷志斌、金晨红、

管金鑫、马欢、刘杰、陈树东、蒋应龙、谢军、李柏毅、陈颖周、林文彬。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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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洗碗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动洗碗机（以下简称洗碗机）“领跑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定义、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适用热水和/或冷水的洗碗机产品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相关

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方案时可参考使用，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4214.3-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洗碗机的特殊要求 

GB 4343.1-2018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25-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碗机的特殊要求 

GB/T 5169.16-201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6部分：试验火焰 50W水平与垂直火焰试验方

法 

GB/T 5169.17-201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7部分：试验火焰 500W火焰试验方法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290-2016 家用电动洗碗机 性能测试方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38383-2019 洗碗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QB/T 5133-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洗碗机的抗菌、除菌功能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QB/T 5428-2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节水型洗碗机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1、GB 4706.25、GB 4343.1、GB 17625.1、GB/T 20290、GB 38383、GB/T 4214.3、QB/T 5133、

QB/T 5428、GB/T 5169.17和GB/T 5169.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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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保管性能 storage performance 

器具保证餐具在洗涤结束后存放72 h以内，保持对餐具的干燥、机器内部的气味等产生影响的能力。 

3.2  

保管指数 storage index (SI) 

评价洗碗机保管能力的数学表达式。 

3.3  

气味指数 smell scall index (Ss) 

评价洗碗机除异味能力的数学表达式。 

3.4  

餐具干燥指数 tableware drying index (Dt) 

从餐具的角度，评价洗碗机干燥能力的数学表达式。 

3.5  

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燥指数 dishwasher internal components drying index (Dp) 

从内部件的角度，评价洗碗机干燥能力的数学表达式。 

3.6  

冷凝水 condensate 

水汽由于温度差而在餐具或内部件表面形成的水。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基本要求 

4.1.1 洗碗机“领跑者”标准应满足明示执行标准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4.1.2 生产企业近三年，无较大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4.1.3 企业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1.4 企业可根据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 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

和能源管理体系，同时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4.1.5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 

4.2 评价指标分类 

4.2.1 洗碗机“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4.2.2 基础指标包括安全性能、电磁兼容、清洁指数。 

4.2.3 核心指标包括能效指数、干燥指数、水效指数、强电电控盒燃烧分级、印刷电路板阻燃级别和除

菌率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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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核心指标分为先进水平、平均水平和基准水平共三个等级，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5

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4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3星级水平。 

4.2.5 创新性指标包括抗菌率、保管功能、漂洗率和噪声相关指标，划分成平均水平和先进水平两个等

级，其中先进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的5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4星级水平；鼓励根

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增加与产品性能和消费者关注的相关创新性指标；鼓励根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增加

与产品性能和消费者关注的相关创新性指标。 

4.3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洗碗机“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 1。 

 

表1  洗碗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

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要求 
判断依据/方

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基础

指标 

安全性能 
GB 4706.1 

GB 4706.25 
符合标准要求 

GB 4706.1 

GB 4706.25 

电磁兼容 
GB 4343.1 

GB 17625.1 
符合标准要求 

GB 4343.1 

GB 17625.1 

清洁指数 GB 38383 ≥1.12 
GB 38383 

第4.1条 

2 

核心

指标 

 

能效指数 GB 38383 ≤50 ≤56 ≤63 
GB 38383 

第4.1条 

干燥指数 GB 38383 ≥1.08 ≥1.08 ≥0.97 
GB 38383 

第4.1条 

水效指数 GB 38383 ≤45 ≤52 ≤62 
GB 38383 

第4.1条 

强电电控盒

燃烧分级
a
 

GB/T 5169.17 5VA 5VA 5VB 
GB/T 5169.17 

第8.4条 

印刷电路板

阻燃级别
a
 

GB/T 5169.16 V-0 V-0 V-1 
GB/T 5169.16 

第9.4条 

除菌率 QB/T 5133 ≥99.99% ≥99.95% ≥99.90% 
QB/T 5133 

第4.2条 

3 

创新

性指

标 

抗菌率 QB/T 513  ≥99.0% ≥99.0% / 
QB/T 5133 

第4.1条 

保管等级 见附录A 1级或2级 3级 / 见附录A 

漂洗率 QB/T 5428 ≥95.0% ≥92.0% / 
QB/T 5428 

第4.3条 

噪声

(dB(A)) 
GB/T4214.3 ≤46 ≤49 / GB/T4214.3 

a  支撑标准GB 4706.1-2005第19.11.1所述低功率电路和由安全特低电压供电且电压峰值不超过42.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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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不适用； 
   注：除菌率适用于具有除菌功能的洗碗机；抗菌率适用于具有抗菌功能的洗碗机；保管等级适用于具有

保管功能的洗碗机。 

5 评价方法 

相关技术指标的评价方法依据 4.3。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

见表 2。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洗碗机企业标准

排行榜。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可

以直接进入洗碗机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表2 指标评价要求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 

任意二项先进水平要

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平均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 

任意一项先进水平要

求，或两项平均水平要

求以上 

三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基准水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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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洗碗机保管功能的评价与分级 

A.1 技术要求 

具有保管功能的洗碗机，其各项评价指标应达到： 

a）气味指数应不小于 0.30； 

b）餐具干燥指数应不小于 0.80； 

c）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燥指数应不小于 0.50； 

d）保管指数应不小于 0.60。 

A.2 性能分级 

洗碗机保管功能分为 4 个等级，其中 1 级为最高等级。各等级实测洗碗机保管指数应符合表 A.1 规

定。 

表 A.1 保管性能分级表 

等级 保管指数 SI 

1级 ≥0.90 

2级 ≥0.80 

3级 ≥0.70 

4级 ≥0.60 

A.3 试验与评价 

A.3.1 试验 

试验条件、安装方法按 GB/T 20290 的相关规定进行。 

餐具的摆放按生产商使用说明进行。  

评价应由经过培训、有授权的评价人员进行。  

气味评价需不少于 3 位嗅觉健康的评价人员进行，取平均分。评价人员在实验前 5min 需能通过气

味分辨能力检测，完成后在无明显气味的环境下等待评价。单次评价所有评分人员应在 30s 内完成。  

注：评价人员气味分辨能力检测方法：采用无味、蒸汽压低的液态石蜡为溶剂，制作质量浓度为0.5%的醋酸、醋酸戊脂、薄

荷醇、丁香酚、3-甲基吲哚的嗅液，另配 1 瓶液态石蜡为空白对照，用宽 5mm-10mm,长 50mm-100mm 的试纸蘸取嗅液，在评价

人员鼻前约 10mm 处进行测评，要求评价人员能准确分辨出上述 6 种不同的气味（分别代表酸味、香蕉味、薄荷味、花

香味、臭味、无味）。  

A.3.2 评价 



T/EES 0015—2021 

T/CSTE 0236—2021   

 
 

6 

A.3.2.1 总则 

洗碗机运行标准测试程序，结束后静置 24h、48h、72h，依次评价：气味指数、餐具干燥指数及洗

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燥指数，其中气味指数只进行静置 48、72h 后的评价。  

A.3.2.2 气味指数 Sw评价 

A.3.2.2.1 评价方法 

将洗碗机门开至约为 100mm150mm，用鼻子在门正上方 100mm150mm 处进行气味评价，每位

测试员持续 3s5s。评分标准见表 A.2。 

表  A.2 气味指数 Sw评分标准 

气味状态 分数 

无异味 1 

有轻微异味，异味在2min内消失 0.5 

有明显异味，2min后仍有异味 0 

A.3.2.2.2 计算公式 

1

2
Sst Sst   ……………（1） 

1

2
Ss Sst   ……………（2） 

式中：  

Sst ——放置 48h、72h 的气味指数； 

Ssi——各测试员对机器的气味指数评价打分。  

A.3.2.3 餐具干燥指数Dt 评价 

A.3.2.3.1 餐具干燥测试评价 

餐具干燥评价按 GB/T 20290 中第 7 章评定干燥性能进行，按表 A.3 标准进行评价，得分计入表 A.4。  

表 A.3 餐具干燥指数评分标准 

水滴凝结状态 状态评价 得分 

干燥、完全没有潮湿感觉 完全干燥，手感没有潮湿的感觉； 

可以有干的水流痕迹。 

2 

 

有点潮湿、有轻微凝结水 

极微小水珠（直径＜1mm）， 累积面积小于5cm2； 

细水珠（1mm≤直径≤2mm），不超过5颗； 

凝结的大水珠（直径＞2mm），不超过1颗； 

有水未成水珠但有凝结水流下的痕迹。 

 

1 

潮湿或很多凝结水 有比1分描述更严重的凝结水情况，或上述两种及以上情况。 0 

注：由于评价人员导致的凝结水流下或其他变差情况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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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餐具评价得分表 

餐具干燥指数评估表 

 

名称 

各餐具得分  

小计计分点

数 Ni  

 

小计得分 D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米饭碗                    

面碗                    

玻璃杯                    

茶杯（马克杯）                    

佐料碟                    

小汤勺                    

深盘                    

浅盘                    

大汤碗                    

蒸鱼盘                    

饭勺                    

汤勺                    

筷子 1                    

筷子 2                    

 

 

合计 

               ∑Ni=  ∑Di=  

                   

                   

                   

 

备注：  

日期：  

试验编号：  

N=∑Ni 

A.3.2.3.2 餐具干燥指数Dt 的计算 

当次评价结果的计算： 

1

2
Dtt Di

N
   ……………（3） 

Dt 的计算 

1
( 24 48 72)

2
Dt Dt Dt Dt    ……………（4） 

式中：  

Dtt ——放置 24h、48h、72h 后的餐具干燥指数；  

Dt ——各餐具的评价得分；  

N ——餐具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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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t ——放置 24h 后的餐具干燥指数；   

48Dt ——放置 48h 后的餐具干燥指数；  

72Dt ——放置 72h 后的餐具干燥指数。  

A.3.2.4 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燥指数Dp评价 

A.3.2.4.1 总则 

对于每个洗碗机内部表面、内部件（顶托盘、上碗篮、下碗篮、顶喷臂等）的评价，其每个评价时

间允许的最长时间为 8s，包括搬运（从洗碗机中取出， 观察，判定，放回，记分），评估的观察时间不超

过 3s。   

A.3.2.4.2 平面区域及平面部件评价 

包括内胆内部、内门等按表 A.5 评分标准进行评价。  

表 A.5 平面区域及平面部件评分标准 

水滴凝结状态 状态评价 得分 

干燥、完全没有潮湿感觉  完全干燥，很轻微或者评价过程中干燥，可以无视的状态，可以有

干的水流痕迹。  

2 

 

 

有点潮湿、轻微凝结水情况  

极微小水珠（直径＜1mm） 累积面积小于5cm
2

；  

细水珠（1mm≤直径≤2mm）不超过5颗；  

或凝结的大水珠（直径＞2mm）不超过2颗；  

或有水未成水珠但有凝结水流下的痕迹不超过2条；  

对于一个有多处计分的大表面，有一条长水迹贯穿时则只计入上方

表面失分而下方表面不计失分。  

 

 

1 

潮湿或很多凝结水  有比1分描述更严重的凝结水情况；  

或上述两种及以上情况。  

0 

注：由于评价人员导致的凝结水流下或其他变差情况不计入。  

A.3.2.4.3 立体形状结构件评价 

对于内胆内的立体形状结构件(碗篮及喷臂刀叉篮等)进行评价：  

完成测试后，待评价结构件需保持不变，用目视确认水滴的状态。碗篮需抽出后评价，喷臂在确定

的位置上选定水滴最容易流下来的方向 90°倾斜 2 次对掉落下水滴的量进行评价。评分标准按表 A.6。  

碗篮应稳固放置，不晃动。  

无法取下的结构件，按照餐具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表 A.6 立体形状结构件评分标准 

水滴凝结状态 状态评价 得分 

 

干燥、完全没有潮湿感觉  

看不到水珠，很轻微或者评价过程中干燥可无视，倾斜时也不会有水从凹凸处

滴水；  

可以有干的水流痕迹。  

 

2 

 

 

极微小水珠（直径＜1mm） 累积面积小于5cm2；  

细水珠（1mm≤直径≤2mm）不超过5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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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潮湿、轻微凝结水情况  

或凝结的大水珠（直径＞2mm）不超过2颗； 

或倾斜时从凹凸处及凝结的水滴滴落的水滴不超过2滴； 

或有水未成水珠但有凝结水流下的痕迹不超过2条； 

对于一个有多处计分的大部件，有一条长水迹贯穿时则只计入上方计分位置失

分而下方计分位不计失分。  

 

1 

很潮或很多凝结水  有比1分描述更严重的凝结水情况； 或上述两种及以上情况。  0 

注：由于评价人员导致的凝结水流下或其他变差情况不计入。 

A.3.2.4.4 评价计分的位置 

a）内门 

内门按 4 个部件计算，均分为 4 份，每份相当于一个餐具，分配器作为一个部件（如果有的话，以及

如果有其它器件的话，其它器件也算一个部件得失分点，比如安装在门上风机罩壳），如图 1 共有 5 个

得失分点。 

评价顺序从①号开始按序进行。评价方法按表 A.5 平面区域及平面部件评分标准。 

 

图 1 得分点示意图 

b）下碗篮 

评价下碗篮从餐具、刀叉篮、塑料结构件、碗篮顺序评价，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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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碗篮餐具评价顺序示意图 

c）上碗篮 

上碗篮的评价与下碗篮评价一致，从餐具、塑料结构件、碗篮顺序评价，见图 3。 

  

图 3 上碗篮餐具评价顺序示意图 

d）顶碗篮/刀叉托盘 

按筷子、勺子、公共餐具、塑料结构件顺序评价，见图 4。  

  

图 4 顶碗篮餐具评价顺序示意图 

e）内胆左侧面、后面 

从①号开始依次进行评价，见图 5。  

⑤号导轨评价的时候应抽拉 2 次再进行评价(所有导轨一样)。如果有呼吸器盖等部件，则加上呼吸器

盖等部件的评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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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内胆评价顺序示意图 

评价方法按表 5 平面区域及平面部件评分标准。  

f）内胆顶、右侧面 

与本项一样评价(内胆左侧面、后面)，见图 6。  

 

图 6 内胆左侧、后面评价顺序示意图 

如果有呼吸器盖等部件，则加上呼吸器盖等部件的评分点。评价方法按表 A.5 平面区域

及平面部件评分标准。 

g）内胆底部评价 

内胆底部从①号开始按序进行评价，评价的时候要小心移动，不要让喷臂的水滴落，见图 7。  

④号位置评价的时候不用打开软水装置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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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号位置过滤网评价的时，无须把过滤网拿下，只评价可视部位即可。 

评价方法按表 A.5 平面区域及平面部件评分标准。 

 

图 7 内胆底部评价顺序示意图 

h）顶喷评价 

首先对外表面进行评价，然后左右各倾斜一次对流下来的水滴量进行评价，见图 8。评价标准按表

6 立体形状结构件评分标准。 

 

图 8 顶喷评价示意图 

i）中间喷臂评价 

首先对喷臂和碗篮连接在一起的状态进行评价，然后左右各倾斜一次，对流下来的水滴量进行评价，

见图 9。如果不足以判定，则可把喷臂拔下进行评价。 

 

图 9 中间喷臂评价示意图 

评价标准按表 A.6 立体形状结构件评分标准。 

喷臂与连接喷臂的内部水管作为一个部件评价。 

j）下喷臂评价 

首先对外表面进行评价，然后左右各倾斜一下对流出来的水滴量进行评价，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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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下喷臂评价示意图 

如果不足以判定，则可把喷臂拔下进行评价。评价标准按表 A.6 立体形状结构件评分标准。 

k）其他结构件的评价 

不同产品的结构，其评价方法根据其表面情况，参照表 A.5 或表 A.6 进行。 

A.3.2.4.5 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燥指数的评价 

表 A.7 部件评价得分表 

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燥指数评估表 

 

部件名 

 

部位 

各评分点得分  

小计计分点数 Ni 

 

小计得分 Dpi ① ② ③ ④ 

 

 

 

内胆 

内门        

左侧        

右侧        

背面        

顶        

底        

顶托盘         

上碗篮         

下碗篮         

顶喷臂         

中喷臂         

下喷臂         

导轨 1         

导轨 2         

进气器         

软水器         

过滤网         

内水管         

……         

 

 

 

合计     ∑Ni= ∑Dpi=  

        

        

        

 

备注：  

日期：  

试验编号：  

N=∑Ni 

A3.2.4.6 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燥指数Dp的计算 

当次评价结果的计算： 



T/EES 0015—2021 

T/CSTE 0236—2021   

 
 

14 

1

2
Dpt Dpi

N
  ……………（5） 

Dp的计算： 

1
( 24 48 72)

3
Dp Dp Dp Dp   ……………（6） 

Dpt ——放置 24h、48h、72h 后的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燥指数； 

Dpi——各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的评价得分； 

N ——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计分部件总数； 

24Dp ——放置 24h 后的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燥指数； 

48Dp ——放置 48h 后的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燥指数； 

72Dp ——放置 72h 后的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燥指数； 

A4 保管指数计算 

洗碗机保管指数 SI 由洗碗机的实际评价气味指数、餐具干燥指数以及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燥指

数根据公式 7 计算得出。 

0.4 0.3 0.3SI Ss Dt Dp      ……………（7）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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