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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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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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作为一种由国外传入我国的新兴的厨房环保家电，通过对于食物垃圾的粉碎处

理，不仅本身带给消费者一个健康舒适的厨房环境，促进了家人健康，带来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

垃圾资源化、生态化处理，顺应了国家及社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要求。 

由于我国饮食结构和食品供应方式的特点，我国食物垃圾具有种类更复杂，处理难度也更高。这就

要求废弃食物处理器对于高硬度、高纤维和高韧性的食物垃圾具有更强的处理能力，并避免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运行卡死、下水道堵塞和产生异味等情况。 

本文件的起草旨在根据国内消费市场可能遇到各类食物垃圾负载的不同属性和特点，在GB/T 22802

《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提升废弃食物处理器产品处理性能的指标要求及试验方法，

希望以此促进食物垃圾处理先进技术得到市场的普遍认可和生产企业的广泛应用。 

 

 

 

 

 

 

 



T/CAB XXXXX—202× 

1 

全负载型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全负载型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的相关定义，规定了对全负载型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的

负载处理能力以及性能等方面进行分级评价的要求、试验方法和评价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全负载型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的设计、生产、检验、评价、认证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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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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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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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2部分：抗扰度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 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 

GB/T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 A 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

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22802  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 

GB/T 35758—2017  家用电器  待机功率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80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  household food waste disposers 

在家庭环境使用，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 V的，用于将废弃食物处理成细小颗粒并和水一起排入到下

水道的器具。 

3.2  

全负载型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  all-load-type household food waste disposers 

对于具有高硬度、高纤维度、高韧度、高附着度特点的常见食物垃圾负载均具有一定处理能力的家

用废弃食物处理器。  

注：全负载型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以下简称“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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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拟食物垃圾混合负载  mixed load of simulate food waste 

将具有高硬度、高纤维度、高韧性、高附着性中的一种或几种特性，并与食物垃圾的成分类似的若

干种代表性物质，按照一定质量和比例混合后用于处理器处理能力及相关性能检测的试验负载。 

注：模拟食物垃圾混合负载以下简称“混合负载”。 

3.4  

工作周期  work cycle 

断续装料型处理器设定的进行一次处理的时间。 

4 分类 

4.1 处理器按照食物垃圾的填装方式分为连续装料型和断续装料型。 

4.2 处理器按照供水方式分为自动供水型和手动供水型。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除本标准规定的要求外，处理器还应符合 GB/T 22802 的要求。 

处理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GB/T 17625.2的要求。 

5.2 处理能力 

混合负载处理试验后研磨腔内残留量应不大于 6 g， 4 mm 细度残留比例应小于 6%。 

5.3 处理速度 

处理器处理混合负载的速度，不应低于 6 g/s。 

5.4 耗电量 

处理器处理混合负载的耗电量应不高于 25W·h。 

5.5 待机功率 

处理器待机功率应不大于 2.0 W。 

5.6 用水量 

自动供水型处理器处理混合负载的单位质量用水量应不高于 0.022 L/g。 

5.7 防卡能力 

处理器应具有防卡以及自动解除故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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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防卡试验过程不出现研磨盘卡住不能转动的故障，认为符合本条要求。 

处理器在防卡试验过程中发生研磨盘卡住不能转动的故障时至少一次应能自行解除故障，也认为符

合本条要求。 

5.8 排出压力 

声称具有增压排放功能的处理器，排出端可达到的最大压力应不小于 0.03 MPa。 

5.9  性能衰减 

处理器在性能衰减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堵塞现象，试验后样机应能正常运转，腔内残留量不应超过

6 g，4 mm 细度残留比例与试验前测试值相比，∆𝐹不应超过 2%。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试验条件 

除对试验环境条件另作规定外，各项试验在符合如下条件的室内进行： 

——环境温度：(25±5)℃； 

——相对湿度：45%～75%； 

——试验电源：电压 AC 220（1±1%）V，频率（50±1）Hz；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试验水温：(20±5)℃； 

——被测样机应在产品使用说明规定的使用状态下进行试验； 

——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他辐射。 

注：如果使用同一台产品进行多个试验，注意每次试验结束后将器具研磨腔内的残余物清除干净，以免影响后续试

验结果。 

6.2 试验主要测量仪器及其要求 

测量仪器及参数见表 1。 

表 1  测量仪器及参数 

测量仪器 一般仪器仪表的精度 

温湿度计 ±1℃, 30% RH～90% RH：±5% RH 

计时器 ±1s 

压力表 2% 

电气测量仪表（电流、电压、频率、功率、电量） 不低于0.5级 

质量检测仪器 测定质量的±0.2% 

流量测量仪表 测量流量的读数±1% 

 

6.3 试验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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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混合负载见表 2。 

表 2 试验用混合负载 

序号 负载名称 要求 投入量 

1 芒果核 选取 7～8 个均匀大小的干芒果核，泡水 2 h 后沥干水分 100 g±5 g（泡水后） 

600 g±

10 g 

2 玉米外皮 
截取长度 80 mm～100 mm 的玉米干外皮，泡水 24h 后沥干

水分 

50 g±2 g（泡水后重

量，干态约 12 g） 

3 贝壳 厚度不小于 0.5 mm，长度不小于 30 mm 的蚶科动物贝壳 100 g±5 g 

4 带皮莴笋 按照长度 40 mm～60 mm 截取新鲜带皮莴笋中段部分 100 g±5 g 

5 芹菜茎 新鲜芹菜茎 50 g±2 g 

6 玉米棒芯 截取长度 40 mm～60 mm 的新鲜玉米棒芯 100 g±5 g 

7 土豆 新鲜带皮土豆，洗去表面泥沙 100 g±5 g 

 

6.4 处理能力 

6.4.1 连续装料型 

按照表 2 中规定的混合负载投入量，样机启动后，先放入芒果核负载，5 s 后放入玉米外皮，随后

放入其他负载，在开机 30 s 内完成负载投入，观察机器运转情况，直至： 

—— 处理负载声音明显变轻；或 

—— 处理器运转输入功率明显下降；或 

—— 连续运转时间持续 40 s。 

此时停机检测处理器研磨腔中的残留情况，必要时取出研磨腔中残留，使用吸水纸吸干残留水滴后

进行称重；如果研磨腔中残留小于 6 g。则停止试验。若研磨腔中残留大于 6 g，则将研磨腔中残留重新

放入处理器研磨腔，继续开机 5 s，取出研磨腔中残留，吸干残留水滴后进行称重；重复以上试验步骤，

直至研磨腔中残留小于 6 g。处理器运转最长时间为 90 s，超过该时间则终止试验。试验过程中用网孔

尺寸为 4mm 的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以下简称“4mm 试验筛”）过滤排出物，试验结束后充分清洗/

冲洗滤网后，将滤网上残留物取出，使用吸水纸挤压吸干水分，进行称重。 

按照 6.9 给样机供水。按照 6.6 步骤检查腔内残留量。 

6.4.2 断续装料型 

按照额定容量和表 2 中规定的混合负载投入比例，按照表 2 中的序号依次装入负载，然后启动样机

运行一个完整工作周期后停机，检查研磨腔内残留量，并用 4mm 试验筛过滤排出物，试验结束后充分

清洗/冲洗滤网后，将滤网上残留物取出，使用吸水纸挤压吸干水分，进行称重。 

按照 6.9 给样机供水。按照 6.6 步骤检查腔内残留量。 

6.4.3 细度残留比例的计算 

细度残留比例按公式（1）进行计算： 

 𝐹 =
𝑚4

（𝑚−𝑎𝑟）
× 10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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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细度残留比例，以百分数表示； 

m——负载投入量，单位为克（g）； 

ar——腔内残留量，单位为克（g）； 

  ——4mm试验筛上的研磨物的质量（g）。 

取三次试验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6.5 处理速度 

连续装料型样机在 6.4.1 试验后，按照公式（2）计算器具的处理速度： 

 𝑆 =
（𝑚−𝑎𝑟）

𝑡𝑑
 ··········································································· (2) 

式中： 

S——处理速度，单位为克每秒（g/s）； 

td——处理时间，单位为秒（s）。 

断续装料型样机在 6.4.2 试验后，按照公式（3）计算器具的处理速度： 

 𝑆 =
（𝑚−𝑎𝑟）

𝑇
 ··········································································· (3) 

式中： 

T——工作周期，单位为秒（s）。 

取三次试验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6.6 腔内残留量 

 残留量按以下步骤获取： 

a) 按照 6.4 规定的试验，运行结束后关闭样机，放水冲洗 30 S，尽量将残渣排出； 

b) 取出研磨腔内冲洗后的残渣； 

c) 使用吸水纸将残渣表面水分吸干； 

d) 对吸干水分后的残渣进行称重。 

取三次试验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6.7 耗电量 

在 6.4 的试验过程中，用电能表测量从样机开机到关机过程中消耗的电量。 

6.8  待机功率 

在电源接通，但未进入任何一种工作状态的情况下，按照GB/T 35758—2017中5.3.3的平均读数法

进行测试。 

6.9  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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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自动供水型器具 

在 6.4 的试验过程中，按照 0.2M Pa 供水压力供水，用流量计测量从样机开始供水到停止供水过程

中流入样机的水量，除以混合负载质量，得到单位质量用水量。 

6.9.2 手动供水型器具 

在 6.4 的试验过程中，按照使用说明规定的方式和最小流量供水，用流量计测量从样机开始供水到

停止供水过程中流入样机的水量，除以混合负载质量，得到单位质量用水量。 

6.10  防卡能力 

将样机固定并启动，并按照 6.3 投入规定的混合负载。全部负载放入后，开机运行 5s，手动停机

10s 为一个循环，如此反复，直至运行过程中观察样机是否出现研磨盘卡住不能正常转动的现象为止，

最多循环 10 次。 

当研磨盘卡住不动，继续重复以上开关机循环 5 次，观察样机能否自行恢复正常运行完成对于负载

的处理。 

6.11  排出压力 

将样机排出口堵住并连接压力计，启动样机空载运行 30 s 后，按照容积明示值向样机内注水，继

续运行 60 s，测量运行期间的最大排出压力。 

6.12  性能衰减试验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样机进行 6.4 的试验，计算并记录处理时间 td和 4 mm 细度残留比例 F； 

b) 将样机清洗干净并将出水口堵住，依次投入 900 g粒度为 0.5 mm～1 mm的石英砂与 300 g水，

然后启动样机，； 

c) 样机运转 30 s，停机 10 min 为一个循环，反复运行； 

d) 按照循环次数，每循环 10 次，加入 50 g 水； 

e) 循环次数达到 30 次后停机； 

f) 重复 b）～e）步骤； 

g) 将样机清洗干净，重复进行 a）步骤，处理时间按照 td,计算并记录腔内残留量 ar 和 4 mm 细

度残留比例𝐹 ，并按式（4）计算混合负载试验前后 4 mm 细度残留比例的增量∆𝐹； 

 ∆𝐹 = 𝐹 − 𝐹 ·········································································· (4) 

h) 试验结束。 

7 评价规则 

7.1 基本要求 

符合第 5 章的全部要求，可判定该型号产品为“全负载型”。 

7.2 指标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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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表 3 列出的各项指标以及相应要求进行分级，并获得相应数量的★。 

表 3产品性能等级分级指标 

等级 
处理速度 

g/s 

腔内残留量 

g 

4 mm 细度残留比例 

% 

耗电量 

W·h 

★★★★★ ≥15 ≤3 ≤0.5 10 

★★★★ [10.9,15) 

≤6 a 

[2,0.5) 15 

★★★ [9.23,10.9) [4,2) 20 

★★ [6.6,9.23) [6,4) 25 

a  达到该指标获得 4 颗★。 

 

7.3 产品性能等级 

处理器产品性能等级从高到低分为 A
+、A、B、C 级，按照指标分级后获得的★数量进行判定： 

a) 达到 20颗★，判定为 A
+ 
级； 

b) 16颗～19颗★，判定为 A级； 

c) 13颗～15颗★，判定为 B级； 

d) 10颗～12颗★，判定为 C级。 

7.4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 产品制造商名称； 

b) 产品型号； 

c) 评价机构名称； 

d) 评价日期； 

e) 评价结论，包括以下内容： 

1) 产品符合标准的情况和判定结果； 

2) 指标分级情况； 

3) 产品性能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