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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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起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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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标准化协同创新平台产品安全专家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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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器风险评估指南 电饭锅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电子电器类消费品电饭锅安全伤害风险评估的原则、流程和风险控制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使用电热元件或电磁感应方式加热，以煮饭为主要功

能，可结合有煮粥、炖汤等功能的电饭锅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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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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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60  消费品安全 风险评估导则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GB/T 39063  消费品召回 电子电器风险评估 

GB/T 34400  消费品召回 生产者指南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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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480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T 39640  家用电器及类似器具电磁场相对于人体曝露的测量方法 

T/CAB 010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锐利边缘判定方法 

IEC 60335-1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3  术语和定义 

GB/T 34400、GB/T 3906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子电器类消费品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用于个人消费目的以电能源的终端产品。 

注：本文件中的电子电器类消费品是电子类消费品和电器类消费品的总称。 

3.2 

电饭锅 Rice Cooker(Pot)  

指以电热元件或电磁感应方式加热，主要用于蒸煮米饭，或兼具煮粥、蒸炖等烹调工作的厨房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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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具。 

3.3 

误用 misuse  

消费者未按照生产者的规定使用产品。 

3.4 

风险识别 risk identification  

发现、确认和描述风险的过程。 

3.5 

严重性 severity 

伤害事故对人身、财产安全的损害程度。 

3.6 

可能性 probability 

伤害事故发生的概率。 

注：可能性是对伤害事件发生的概率数学预测值，不等同于已经发生的伤害事故数学统计值。  

4  总则  

4. 1 目的 

针对未出现风险信息的电饭锅可能存在的危险，指导开展风险识别、分析和评价等工作，为生产者

降低产品风险提供信息和依据。 

也针对出现风险的电饭锅，指导开展风险识别、分析和评价等工作，为缺陷分析、风险研判提供信

息和依据。 

4.2 原则 

风险评估基本原则包括： 

——基于事实 

基于对产品实际的测试结果，或收集到的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信息、或发现的明显事故征候

信息等，经初步判断认为有必要开展评估的，则应及时启动相关工作； 

——信息充分 

应充分收集产品的信息，如：关键零部件、非金属材料、产品功能、主要技术参数、操作方法、

安装维护方法等，以及收集产品已经或预计的销售区域、使用环境和使用人群等信息。同时，

应尽可能的收集生产者的同类产品的风险信息； 

——合理预判 

评估时应充分考虑消费品所有可能的危险，既要客观估计风险，又要避免低估风险，除了考虑

可预见的正常使用，还应考虑可预见的滥用；除了考虑正常人群，还应考虑易受伤害的人群;

除了考虑正常使用环境，还应考虑不利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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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评估时可使用定量、定性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给出评估指标。获得数据时，尽量量化评估指标； 

——后果严重性优先 

确定风险等级主要依据估计的事故造成伤害的严重性和伤害发生的可能性。当伤害后果非常严

重时，即使不能准确估算其可能发生的概率，只要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应最大限度的保证人身

健康安全，降低财产损失，仍应给出有必要采取措施降低风险的建议。 

4.3 评估方法 

未出现风险信息的风险评估及控制方法见第5章和第6章。实验室失效复现方法按照附录A进行。 

已经出现风险的风险评估及控制方法参考GB/T 39063。 

5  评估流程 

5.1 总则 

通过信息收集和调查，确定评估所需测试项目，编制评估方案，并依据评估方案进行测试，然后依

据收集的信息和测试结果，进行危险识别，推测可能的伤害，通过风险分析确定伤害严重性和可能性，

确定产品的综合风险等级。生产者可依据产品的综合风险等级进行相应的风险控制。  

电饭锅

结束

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结构改善
—更换零件
—增加防护
—其他措施

2～4

风险分析

确定安全风险等级

1

评估准备
（信息收集、编制评估方案）

风险识别
（试验数据收集、危险识别、影响因素分析）

 

图 1 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基本流程 

5.2 评估准备 



T/CAB XXXXX 

6 

 

5.2.1 信息收集 

充分收集以下相关信息： 

——电饭锅技术资料，如产品型号、主要技术参数、设计原理和结构、产品功能说明等； 

——电饭锅的关键零部件、非金属材料信息； 

——电饭锅预计或者已经销售的区域、使用环境和使用人群等； 

——电饭锅生产批次和产品数量。 

同时，应尽可能收集生产者生产的同类产品的风险信息。 

5.2.2编制评估方案 

依据收集到的电饭锅信息进行分析，制定评估方案。 

评估方案制定时应从产品、使用环境、使用人群等角度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除了考虑正常的

使用，还应考虑合理预期的误用；除了考虑正常使用的人群，还应考虑易受伤害的人群。如果存在多种

可能的安全伤害类型，应充分考虑所有可能的危险因素。 

评估方案制定时应选择附录A适用的项目。 

5.3 风险识别 

5.3.1识别危险 

依据评估方案进行试验，记录试验过程和结果数据，并根据测试结果，设计原理，结构特点和失效

机理等诊断导致事故或伤害发生的危险。 

5.3.2分析影响因素 

根据诊断出电饭锅可能存在的危险，并沿着风险传递的路径（如图2所示）分析各个环节的触发条

件，导致触发的因素通常从5.3.4的产品、人员和环境三个方面分析。 

5.3.3推测可能的伤害 

电饭锅由于设计、制造、标识、使用说明、功能等原因存在某种危险，危险从原因端到事故发生，

中间有一个或多个触发条件，触发条件不同可能演变成不同的危险事件，从而导致不同形式的事故。风

险传递路径示意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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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饭锅

伤害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

事故

危险

设计、制造、标识、使用说
明、功能等问题

危险事件

 

图 2 风险传递的路径示意图 

示例： 

某电饭锅的由线路绝缘性问题引起的烧伤甚至死亡的伤害传递路径如图3所示，电饭锅由于选材或安放问题，导致

线路绝缘层可能被击穿，在电饭锅受潮时，绝缘层的绝缘性进一步下降，绝缘层将被击穿，若击穿点附件有可燃物，则

会有起火的危险，当消费者距离过近或未及时发现火灾发生时，会有烧伤甚至死亡的危险。 

烧伤或死亡

电磁灶受潮

击穿点附近有可燃材料

消费者距离较近或未及时发现火灾发生

绝缘层有击穿风险

绝缘层被击穿

线路绝缘性不良

起火

电饭锅

 

图 3 某电饭锅伤害传递路径示例 

5.3.4风险影响因素 

5.3.4.1产品因素 

识别电饭锅本身的危险因素时应当始终考虑整个使用过程，包括在安装、使用、维护、修理或处置

过程中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危险。电饭锅产生的伤害可以分为突然引起的伤害(例如电击损伤)和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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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所引起的伤害(例如长期在辐射环境中所引起的身体损伤)。可将达到一定水平或等级的长时间暴露

在危险中的累积量计为一次危险事件。电饭锅常见危险因子参考表1。 

表 1 电饭锅常见危险因子 

危险种类 危险因子 

电击危险 

外壳防护缺陷 

保护接地失效（接地系统的连接及可靠性，接地连接的电化学腐蚀，接地

电阻值，保护接地标志） 

非金属材料或绝缘材料质量缺陷 

泄漏电流、电气强度、绝缘电阻、爬电距离、电气间隙问题 

绝缘结构的耐热性、防潮性缺陷 

故障电压、过电流的切断问题 

爆炸起火危险 

材料耐热性、阻燃性、耐湿性缺陷 

不同电位的带电零件直接接触（端子松脱、导电体松脱、导电的外来物体

进入等） 

零部件过载 

零部件老化 

实际电流与部件承载电流不匹配（零部件过载） 

材料不符合耐热耐燃要求 

高压容器爆炸 

过热危险 
高温部件结构防护问题（可触及部件温度过高、蒸汽溢出） 

发热部件结构、尺寸和防护问题 

机械物理危险 

外壳防护（防异物进入） 

可触及危险部件（散热扇叶） 

可触及锐利边缘、锐利尖端、突出物及转角 

结构稳定性、机械强度、零部件强度问题 

辐射危险 电磁场辐射 

食品接触材料危险 配锅使用有毒有害金属 

安全标志 

安全使用信息（包括：安装、维护、清洗、运行和存储等） 

危险警示 

关键特征、识别标志 

防护 
是否配备保护装置 

保护装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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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2 人员因素 

根据使用或接触电饭锅的可能人群的情况设定伤害情景，以确定最高风险。与消费者相关的常见危

险因素见表 2。 

表 2 与消费者相关的常见危险因素 

危险种类 因素 说明 

消费者能力 

脆弱性 

电饭锅主要在家用环境使用，涵盖对象年龄范围广，涵盖儿童、成

人、老人。电饭锅处于消费者可触及范围，儿童和老人更易受到伤

害。例如： 

由于电饭锅产品具有电加热功能，儿童不可使用或需要在成人看护

下使用，单独使用会增加风险。 

危险辨识能力 
消费者购买电饭锅时，对其正常使用或者误用可能造成的伤害并不

了解或忽视。 

消费者行为 

保护行为 

某些情况下，电饭锅危险不容易发现，例如： 

1 忽视或误解警告标识，此时消费者不会采取保护措施。 

2 带电擦洗电饭锅时可能触电。 

滥用 
即使说明书和警告标识非常清晰易懂，但警告不一定完全有效，消

费者也可能忽视，存在将电饭锅用于预期以外的其他用途。 

使用频率和时

间 

不同消费者使用电饭锅的频率和时间各不相同。经常使用能让消费

者熟悉电饭锅及其特点，包括危险、说明和警告标识，从而降低风

险。但另一方面，经常使用可能导致消费者对电饭锅的危险麻痹，

甚至忽视说明或警告，从而增加了风险。 

5.3.4.3 环境因素 

由于环境不能直接作用于对人的伤害，其影响最终体现在产品对人的伤害上。可以用危险环境条件

满足的频率来修正风险等级。根据电饭锅可能使用的自然环境和家居环境，如：沿海、沙漠、森林或者

厨房、卫生间等环境，将环境分类为：潮湿环境、腐蚀环境、湿热环境、暴晒环境、风沙环境、油烟环

境、低温环境、冻雨环境等。 

5.4 风险分析 

5.4.1总则 

基于识别出的危险和相关风险影响因素，分析伤害后果的严重性和伤害发生的可能性，为风险评价

提供所需的信息。对于多种可能伤害情景，有时最严重的伤害，其发生的概率可能最低，而最可能发生

的伤害，其严重程度可能是轻微的。因此，每一伤害情景都需要分别估算其风险，从中选取最高风险等

级。 

注：当第二事故是由第一事故引起的时，则两个事故被视为单一情景 

5.4.2伤害后果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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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后果的严重性评估应考虑机组自身的危险因素和消费者相关的危险因素。 

伤害后果的严重性等级分为四个级别：非常严重、严重、一般、微弱，各等级的说明如表 3 所示。 

表 3 伤害后果的严重性等级划分 

等级 等级代号 特征说明 

非常严重 4 死亡，以及《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的重伤 

严重 3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的轻伤 

一般 2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的轻微伤 

微弱 1 
经过基本治疗后，损伤不会对身体机能造成实质性妨碍或

导致过度疼痛 

5.4.3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5.4.3.1可能性影响因素 

分析影响伤害发生可能性时，宜重点关注：消费品可靠性、使用频率、采取防护措施等避免或限制

伤害的可能性、产品性能可能随着使用年限增长有所变化的情况、人员暴露在危险情景下的情况、危险

情景下导致伤害的速度、人员对产品存在危险的认知、不利环境对消费品的影响等。具体因素分析见

5.3.2。 

当使用人群为儿童或老人等，辨识能力较低的人群时，可适当提升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当使用环境较为恶劣时，如：长期处于腐蚀环境时，可适当提升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5.4.3.2可能性等级 

电饭锅伤害发生的可能性分为 8 个等级：Ⅰ～Ⅷ级，可能性逐级增加，等级划分见表 4。 

表 4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等级划分 

可能

性 

等级

代号 
可能性概率 特征说明 

高 

↑ 

 

 

 

 

↓ 

低 

Ⅷ ＞1/2 伤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极大，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重复发生。 

Ⅶ ＞1/10 经常发生伤害事件。 

Ⅵ ＞1/100 有一定的伤害事件发生可能性，不属于小概率事件。 

Ⅴ ＞1/1000 有一定的伤害事件发生可能性，属于小概率事件。 

Ⅳ ＞1/10000 会发生少数伤害事件，但可能性较小。 

Ⅲ ＞1/100000 会发生少数伤害事件，但可能性极小。 

Ⅱ ＞1/1000000 不会发生，但在极少数特定情况下可能发生。 

Ⅰ ≤1/1000000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伤害事件。 

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表中的伤害发生可能性等级确定具体量值。 

5.4.3.3可能性概率值估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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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饭锅应根据同类产品的风险信息，以及产品特点、使用对象、使用环境以及测试结果等推测概率

值。 

在某伤害情景下，产品伤害通常会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或可理解为各因素分前后步骤导致

的伤害。对每个可能性影响因素可根据曾经发生的历史事故信息、总体产品质量状况、可能的危险发生

情景和实际经验等估算其可能发生的概率值，将各相关影响因素概率值全部相乘得出总体概率值(P)。

计算见公式(1)。估算示例参见附录 B。 

𝑃 =∏𝑃𝑖

𝑛

𝑖=1

 

𝑃𝑖—第 i 项因素可能发生的概率值； 

𝑛 —可能性影响因素数量； 

𝑖 —第 i 项可能性影响因素。 

当基础信息数据不够充分，因而缺乏充分依据或无法客观估算概率值时，应按照 GB/T 27921 给出

的方法，利用一切现有的相关信息估算其概率值。 

5.5 风险评价 

5.5.1 单项安全风险等级 

在伤害后果的严重性等级和伤害发生的可能性等级确定的基础上，通过代入风险评估矩阵（见图 4）

确定单项安全风险等级。其中单项安全风险等级分为四级：严重风险（4）、高风险（3）、中风险（2）、

低风险（1）。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等级

及概率 

伤害后果的严重性等级 

非常严重 严重 一般 微弱 

Ⅷ ＞1/2 4 4 4 3 

Ⅶ ＞1/10 4 4 4 2 

Ⅵ ＞1/100 4 4 4 2 

Ⅴ ＞1/1000 4 4 3 1 

Ⅳ ＞1/10000 4 3 2 1 

Ⅲ ＞1/100000 3 2 1 1 

Ⅱ ＞1/1000000 2 1 1 1 

Ⅰ ≤1/1000000 1 1 1 1 

图 4 风险等级矩阵 

5.5.2 综合风险等级 

如果某一电饭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伤害，应对每种伤害分别进行风险评价，以各种伤害的最高单项

安全风险等级作为该电饭锅综合风险等级。如，单项安全风险水平分别为 2、1、1、1，则综合风险等

级为 2。 

若依据评估方案确定的试验收集到的数据，其结果满足附录 A 的要求，则认为其可能产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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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项安全风险等级为 1 级。 

5.6 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是确定风险控制措施的重要文件，应尽可能的记录评估过程的具体细节。主要内容包括： 

——收集的资料，如：电饭锅技术资料，电饭锅的关键零部件、非金属材料信息，电饭锅计划销售

的区域、预计的使用环境和使用人群等，生产者的生产的同类产品的风险信息； 

——试验项目及试验结果； 

——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风险评估结果。 

6  风险控制 

根据综合风险水平等级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风险等级为“1”时，可视为低风险产品，满足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要求； 

风险等级为“2”时，视为存在一定风险隐患的产品，宜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风险等级为“3”和“4”时，视为高风险产品，应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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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电饭锅风险评估用指标要求及试验方法 

A.1 指标要求 

A.1.1 一般要求 

电饭锅应满足 GB 4706.1、GB 4706.19、GB 4343.1 和 GB 17625.1 标准的要求或具备 CCC 认证证

书。 

A.1.2 说明书 

说明书内容应与产品实际一致。 

另外，说明书除需符合 GB 4706标准中 7.12章条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说明书中应有：“请勿让儿童单独操作使用，要放在婴幼儿不能触及的地方，以避免触电、烫

伤等危险事故发生”相关内容。 

b) 标题字体不小于正文，正文字体≥1.85mm×1.85mm,安全警示应特别醒目,应采用黑体字,“危

险”、“注意”、“警告”等警示语应明显大于正文。 

c) 说明书应简单易读,术语与单位的表达应一致且描述正确。 

A.1.3 锐边 

按照规定进行测试，利边测试仪移动后查看仪器上的塑料膜应无破损。 

A.1.4 毛刺 

手指触摸面应光滑，无刺入感。 

A.1.5 漏装可拆内盖煮饭 

按照对应误操作条件进行测试后，产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不应有异常动作，不应出现故障和各部件的异常现象。 

b) 不应产生对人体的潜在伤害，如漏电等。 

c) 按照 GB4706 标准进行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与电气强度测试应能通过。 

d) 煮饭时蒸汽、米汤异常喷出不得使米汤大量连续喷溅到器具之外。  

A.1.6 水槽测试 

产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不应有异常动作，不应出现故障和各部件的异常现象。 

b) 不应产生对人体的潜在伤害，如漏电等。 

c) 按照 GB4706 标准进行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与电气强度测试应能通过。 

A.1.7 常规布线检查 

产品内部布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不应与产品内部其它零部件发生干涉，影响零部件的正常工作。 

b) 走线不从高危起火部件（压敏电阻、安规电容、继电器、高压电解电容、大功率器件等）上方

或周围过线，如有需用硅胶波纤维等不起火套管进行防护。 

c) 走线避开高温部件、运动部件、金属锐利棱边，且不可被挤压。 

A.1.8 钢板温升测试 

运行达到稳定状态，钢板最高温度不超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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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电磁场辐射 

对于电磁感应方式加热的电饭锅，依据 GB/T 39640 标准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标准要求。 

A.1.10 食品接触材料 

电饭锅产品中具有直接接触食品的金属、橡胶、塑料、玻璃等材料时，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具体见表 A.1。 

表 A.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序号 材料种类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备注 

1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4806.9 适用时 

2 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 GB 4806.3 适用时 

3 食品接触用陶瓷制品 GB 4806.4 适用时 

4 食品接触用玻璃制品 GB 4806.5 适用时 

5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7 适用时 

6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 4806.10 适用时 

7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GB 4806.11 适用时 

A.1.11 小部件吞咽窒息 

电饭锅产品应符合 IEC 60335-1（5.2 版及以上）标准的第 22.12 条的要求。 

A.2 试验方法 

A.2.1 一般要求 

未获得CCC认证证书或相应的报告的电饭锅，需进行GB 4706.1、GB 4706.19、GB 4343.1和GB 17625.1

标准规定的测试。 

A.2.2 说明书 

检查说明书内容是否符合要求，说明书内容与产品实际一致。 

A.2.3 锐边 

参考团体标准 T/CAB 0102，锐利边缘测试仪安装上测试头，将测试头放置在测试部位，握住测试仪

体施加 6.67N 的力下压，使测试杆与测试仪体接触。在各检测区间随着边缘移动 50.8mm，再回到原来

的位置，往复一次评价；若测试部位全体长度不到 50.8mm 时，试验往复做两次。  

A.2.4 毛刺 

检查所有五金冲裁面、冲裁线、焊接点，使用 3M 白手套划过产品可触及表面进行测试。 

A.2.5 漏装可拆内盖煮饭 

电饭锅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模拟用户漏装可拆内盖进行最大量煮饭测试。 

A.2.6 水槽测试 

将产品放置在足够大的平底容器内，再向该容器中加水至 5mm 深度，尽可能地分别选择最大量煮

饭、煮粥、蒸煮按照顺序测试一轮。 

A.2.7 常规布线检查 

目视及手动检查内部布线。 

A.2.8 钢板温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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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环境下，将电饭锅放在厚度为 0.4mm，面积为 600mm×600mm的 SUS430不锈钢钢板上，电饭锅

以 180V和 264V之间的最不利电压供电，使用程序设置温度最高的功能档连续工作至稳定状态，进行温

升测试。 

A.2.9 电磁场辐射 

对于电磁感应方式加热的电饭锅，依据 GB/T 39640标准进行试验。 

A.2.10 食品接触材料 

产品中直接接触食品的相关部件材料，应依据 GB 4806 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测试。 

A.2.11 小部件吞咽窒息 

电饭锅按照 IEC 60335-1（5.2 版及以上）的第 22.12 条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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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可能性估算方法示例 

 

B.1 分析伤害传路径 

某装有可拆内盖的电饭锅的烫伤的可能性概率估算示例如下： 

对漏装可拆内盖引起的烫伤进行伤害传递路径分析如图 B.1 所示，电饭锅由于其设计或使用说明存

在问题，导致存在漏装可拆内盖的可能性，当消费者拆卸清洗可拆内盖忘记装上，且不装可拆内盖产品

仍可进行煮饭煮粥等功能时，运行过程中电饭锅产生的蒸汽、米汤便有可能异常喷出，消费者距离过近

时，会有烫伤危险。 

 

图 B.1 某装有可拆内盖的电饭锅伤害传递路径 

B.2 信息描述 

1） 电饭锅按照 GB4706标准，进行耐潮湿及结构项目测试合格； 

2） 漏装可拆内盖的情况下，产品上盖仍可盖上，进行煮饭煮粥等操作时产品仍可运行； 

3） 说明书含有关于可拆卸清洗部件的拆卸、安装方法等说明； 

4） 电饭锅预计使用环境为厨房或者餐厅等环境； 

5） 预计使用人群为家庭环境中所有可能出现的人群； 

6） 调研电饭锅工作使用位置，以及消费者使用电饭锅的时间、习惯、位置等信息。 

B.3 可能性分析 

1） 虽然产品说明书中含有关于可拆卸清洗部件（可拆内盖）的拆卸、安装方法等说明，但仍有部

分消费者不看说明书便使用器具或并未按照说明书规定方法处置，通过调查统计假设消费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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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清洗可拆内盖后忘记装上（不看说明书、未注意到说明书相关内容、看到相关也不按规定

处置、生活经验不足）的人群使用频次概率为 1/200。 

2） 通过对产品的实际使用测试得知，在漏装可拆内盖的情况下进行最大量的煮饭煮粥操作，本产

品蒸汽、米汤能喷出到产品周围 20cm 之外的使用频次概率为 1/6。 

3） 电饭锅使用时，消费者一般不会一直处于产品旁，分析产品放置于房间时消费者的位置概率，

消费者在产品工作产生蒸汽至煮饭煮粥结束这段时间内会处于电饭锅旁的概率为 1/10。 

B.4 概率值计算 

P=1/200×1/6×1/10=1/12000 

根据表 4，消费者烫伤发生的可能性等级为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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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电饭锅产品因素安全伤害后果及危险分析 

C.1 电击 

电击是由于电流通过人体而造成的，其引起的生理反应取决于电流值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及其通过人体的

路径。电流值取决于施加的电压以及电源的阻抗和人体的阻抗。人体的阻抗依次取决于接触面积、接触区域

的湿度及施加的电压和频率。大约 0.5mA 的电流就能在健康的人体内产生反应，而且这种不知不觉的反应可

能会导致间接的伤害。电流再大些，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烧伤、肌肉痉挛导致无法摆脱或心室的纤维

性颤动。 

在干燥条件下，相当于人的一只手的接触面积上，峰值电压高达 42.4V或直流电压高达 60V的稳态电压，

一般不认为是危险电压。但是，对使用时必须接触的或用手操作的裸露零部件，则应当使其处于地电位，或

者对其采取适当的隔离。有些设备预定要与电话和其它外部网络连接，而有些通信网络工作时信号（如声音

或振铃）叠加在稳定的直流电源电压上，其总和将超过上述的稳态电压值；而电话公司的维修人员经常直接

用手操作这种电路的零部件，但并未导致严重伤害，这是因为使用的是有节奏的振铃信号，而且由维修人员

用手操作的裸露导体的接触区域通常是有限的。但是，使用人员可接触零部件的区域和接触零部件的可能性

应当进一步限制（例如通过零部件的形状和安装位置）。 

可能造成伤害的原因： 

a) 接触正常情况下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 

b) 正常情况下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和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间的绝缘被击穿； 

c) 接触与峰值电压超过 42.4V 或直流电压超过 60V 的通信网络连接的电路； 

d) 使用人员可触及绝缘被击穿； 

e) 从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流向可触及零部件的接触电流（泄漏电流），或保护接地连接失效。接触电流

可包括接在一次电路和可触及零部件之间的电磁兼容（EMC）滤波组件所产生的电流。 

C.2 与能量有关的危险 

大电流电源或大电容电路的相邻电极间短路时可能导致伤害或着火，其原因是： 

——燃烧； 

——起弧； 

——溢出熔融金属。 

就此而论，甚至接触带安全电压的电路也可能是危险的。 

C.3 着火 

正常工作条件下、过载、元器件失效、绝缘击穿或连接松动都可能产生导致着火危险的过高温度。

但是，应当保证设备内着火点产生的火焰不会蔓延到火源禁区以外，也不会对设备的周围造成损害。 

C.4 与热有关的危险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高温可能造成伤害，其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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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烫热的可触及零部件引起灼伤； 

——绝缘等级下降和安全元器件性能降低； 

——引燃可燃液体。 

C.5 机械危险 

可能导致伤害的原因是： 

——尖锐的棱缘和拐角； 

——可能潜在地引起危害的运动零部件； 

——设备的不稳定性； 

——食物溢出或干烧。 

C.6 辐射危险 

设备产生的某种形式的辐射会关系到暴露于电磁场环境中的人体安全，磁场辐射会对人体造成不良

影响，主要表现为头晕、呕吐、乏力、失眠、心悸、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也会增加儿童患白血病的

概率，诱发癌症并加速人体的癌细胞增殖，影响生殖系统和视觉系统，严重危害到人类的健康。 

C.7 食品接触材料危险 

长期使用含有毒有害金属物质的配锅可能会造成伤害。 

C.8 常见电饭锅安全伤害后果及危险因素 

电饭锅常见安全伤害后果及危险因素示例见表 C.1。 

表 C.1 常见电饭锅安全伤害后果及危险因素 

危险类型 危险因素 伤害后果 

机械物理危险 

钣金锐边、锐角、风叶 割伤 

夹住手指的孔、开口、间隙 夹伤 

搬运、安放、倾倒 砸伤 

与热有关的危险 

高温食物、蒸汽溢出 烫伤 

斜面上使用器具出现翻倒、开盖 烫伤 

电控、易燃材料 烧伤 

电击危险 
埋入式电热元件金属外壳接地、外壳防护缺陷、

外露带电部件 
触电 

辐射危险 电磁场辐射 健康伤害 

食品接触材料危险 配锅材质 健康伤害 

着火危险 产品损坏、引发火灾 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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