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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来源及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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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韧性、高附着性的食物垃圾具有更强的处理能力，否则在

使用过程中就会经常出现运行卡死、下水道堵塞和产生异味等情况，

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于该产品的使用信心，如果相应的要

求不提升，产品技术就无法满足用户的使用需要，将严重限制该产品

的推广应用和质量提升。 

我国标准 GB/T 22802《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是该产品的性能

标准，技术指标依据国外产品的处理能力制定，虽然行业普适性高，

但造成技术指标要求水平偏低，无法根本解决在国内市场应用中遇到

的复杂负载处理以及卡、堵、异味等问题。市场的发展亟待制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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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2023 年 9 月，由废弃食物处理器行业自主研发能力较强的多家

企业联合标准化技术机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共同发起并提出标准项

目申报，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审核批准并下达了团体标准《全负

载型家用废弃食物处理器评价规范》的编制任务，佛山市顺德区美的

电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1.2 背景和意义 

针对餐厨垃圾的处理，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开始，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尝试，目前已经形成一定的处理规模。例如德国已

经率先建立一套先进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并形成一条从垃圾收集到

最终资源化利用的完整的循环产业链条。据统计，德国每年由餐厨垃

圾制成的肥料约有 500 万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家用废弃食物处

理器在国外家庭拥有率已经达到较高比例，尤其是在美国，家庭拥有

率高达 80%，年销量约为 1000万台。 

我国对餐厨垃圾的处理问题直到近几年才引起广泛关注，据报道，

2015 年我国城市垃圾产生量达 1.86 亿吨，其中餐厨垃圾占 37%～

62%，已成为影响城市健康绿色发展不可忽视的顽疾之一。 

但由于传统废弃食物处理器产品和技术来源于国外，并未充分考

虑我国消费市场所涉及的食物垃圾种类和特点，造成了中国家用废弃

食物处理器市场一直未能形成规模的情况，目前该产品的国内市场销

量尚不足美国年销量的 2%。，国内一年的市场销量尚不足 20万台。 

本标准根据国内消费市场可能遇到各类食物垃圾负载的不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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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特点，规范性提出废弃食物处理器处理性能的指标要求及试验方

法，对适用于国内市场特点的产品进行评价，将大大加强废弃食物处

理器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认可度，有力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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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大众家庭的卫生

健康安全性，减少垃圾处理的环节，降低能耗和排放，促进厨余垃圾

的有效利用和高效处理。 

2.工作简况 

2.1 主要工作过程 

2023 年 6 月至 8 月，组建了标准项目研讨组，明确标准制定项

目需求，确定标准编制的工作计划，调研并收集基础资料，针对标准

的必要性和目的以及主要内容框架进行了资料收集和预研，提出了项

目建议和标准草案。 

2023 年 9 月，组织了专家立项论证审查，通过了标准的立项建

议，并汇总专家意见和结论，上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批准，9月

20日项目正式批准立项。 

2023年 9月 26日，起草组线上召开了项目启动会，成立了标准

起草工作组并启动标准制定工作，会上讨论确定了标准框架以及主要

性能以及指标分级原则，给出了确定试验负载的技术方案。 

2023 年 10 月 27 日，起草组召开了第二次起草工作会议，通过

对起草组各成员各负载的试验结果以及现场实验验证，讨论确定了试

验负载和投入重量，并给出了技术指标测试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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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30 日，起草组召开了第三次起草工作会议，通过

大家摸底的技术指标数据以及现场演示试验，讨论确定了技术指标和

分级评价要求以及相应的试验方法，增加了性能衰减指标并给出了测

试方案。 

2024年 1月 26日，起草组线上召开了第四次标准研讨会，起草

组针对性能衰减指标要求以及试验验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对标准

草案进行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2 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包括：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爱厨家(宁波)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丽水天厨净电器有限公司、浙江省

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标能效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余库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浙江波士洁厨卫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航兴电机有限公司、浙江通贝科技有限公司、丽水市奥汀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 

3.编制原则及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3.1 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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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本文件编制过程中，遵从家

用废弃食物处理器设计要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情况，以解决市场痛点、

引领技术发展为原则，促进产品提升市场适应能力，保障高质量发展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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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技术内容 

3.2.1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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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分类 

为区分不同的试验方法，将产品按照不同的食物垃圾填装方式以

及供水方式进行了划分。 

3.2.4要求 

根据处理器应达到的一般要求，提出了应符合产品标准 GB/T 

22802以及电磁兼容标准 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GB/T 

17625.2。 

根据处理器应达到的性能要求，分别对于处理能力、处理速度、

耗电量、待机功率、用水量、防卡能力、排出压力和性能衰减等指标

规定了应达到的具体量化要求，具体见表 1。 

表1 要求一览表 

序号 要求 标准/限值/要求 单位 

1  一般要求 

基本要求 GB/T 22802 

- 
电磁兼容 

GB 4343.1 

GB/T 4343.2 

GB 17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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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625.2 

2  
处理能力 

（混合负载） 

腔内残留 ≤6 g 

4 mm细度残留比例 ＜6% - 

3  处理速度（混合负载） ≥6.6  g/s 

4  耗电量（混合负载） ≤25 W·h 

5  待机功率 ≤2 W 

6  用水量（自动供水型） ≤0.022 L/g 

7  防卡能力 可以自动解除故障 - 

8  排出压力（增压排放功能） ≥0.03 MPa 

9  性能衰减 

试验后腔内残留量 ≤6 g 

4 mm细度残留比例增量 

（混合负载） 
≤2% - 

 

3.2.5试验方法 

根据验证要求的符合性的需要，规定了需要进行试验的一般条件

以及测量仪器仪表，以及需要模拟实际使用状态的混合负载的成分和

比例。同时，对于要求的各项指标规定了相应的试验操作、步骤以及

计算方法。 

一般试验条件，规定了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的试验环境以及

试验样机的状态，包括环境温度、湿度、气压、电源条件，试验用水

温度、气流、光照等方面。 

测量仪器仪表规定了测量温度、湿度、压力、时间、电压、电流、

功率、频率、电量、质量、流量所使用的仪器仪表的精度要求。 

为了更好的体现产品的性能，与处理器处理能力相关的指标测试，

标准中根据全负载型废弃食物处理器的特点，从评价高硬度、高纤维

度、高韧性、高附着性食物垃圾的处理能力的角度出发，设计并采用

了模拟食物垃圾混合负载（以下简称混合负载）作为试验负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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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以国家标准 GB/T 22802 最新修订的报批稿中试验负载为基础，

增加了具有代表性的芒果核（高硬度、高韧性）、玉米外皮（高纤维

度）、贝壳（高硬度）模拟食物垃圾负载，另外增加了土豆（高附着

性）负载的质量。与 GB/T 22802中使用的试验负载对比情况见表 2： 

表2 试验负载对比 

序号 本标准 GB/T 22802 总投入量 

1 芒果核 100 g 薄皮核桃壳 100 g 

600 g 

2 玉米外皮 50 g 香蕉皮 100 g 

3 贝壳 100 g 橙子皮 100 g 

4 带皮莴笋 100 g 带皮莴笋 100 g 

5 玉米棒芯 100 g 玉米棒芯 100 g 

6 芹菜茎 50g 芹菜茎 50g 

7 土豆 100 g 土豆 50g 

 

与处理器处理能力相关联的试验，主要包括处理能力、处理速度、

腔内残留量、耗电量、用水量、防卡能力等试验，均使用混合负载。 

除了使用混合负载的试验外，针对声称有增压排放的产品，设计

了使用水作为试验负载测试排放压力的试验方法。 

为了评价产品耐久性，设计了使用石英砂作为试验负载，加速模

拟处理器长时间工作后的磨损情况，考量研磨盘强度和耐磨性，测试

处理器的处理能力经过试验后是否出现衰减的试验方法。 

3.2.6 评价规则 

本章给出了评价判定的规则，规定了产品如何判定为“全负载型”，

另外为了体现产品质量的优劣，本标准针对体现产品核心性能的关键

技术指标进行了分级，并给出了分级指标综合得分对应的产品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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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及评价报告的内容。 

4. 主要验证情况分析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4.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4.1.1 试验用混合负载的确定 

混合负载是本标准评价全负载型处理器的核心，需要综合考虑负

载代表性、试验可操作性以及测试结果的一致性。在进行初步研究的

基础上，我们挑选了食物垃圾中可能出现的具有高硬度、高韧性、高

纤维性和高附着度的不同负载，具体见表 3。同时也提出用清洁钢丝

球代替食物垃圾负载的方案，后续还提出了使用解冻鸡爪作为混合负

载之一的方案。 

表 3 混合负载验证方案 

验证方案 硬度 纤维性 韧性 附着度 

方案 1 贝壳 粽叶 芒果核 猪油 

方案 2 贝壳 玉米外皮 芒果核 猪油 

方案 3 猪肋骨 玉米外皮 芒果核 猪油 

方案 4 钢丝球 

方案 5 解冻鸡爪 

经过试验，发现硬度方面，猪肋骨与贝壳差异不大，但猪肋骨不

易获取，而且其规格不统一，容易造成试验误差，而贝壳作为药材可

以直接在药店购买，规格差异小，作为试验负载比较适合。 

纤维性方面，玉米叶与粽叶相比，南北方的粽叶种类差异较大，

而干玉米外皮也可作为药材获取，这样就可以使规格尺寸，以及单个

重量吸水性等指标基本一致。比较下来，干玉米外皮更适合做试验负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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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方面，芒果核如果在市场上购买芒果取核，由于芒果种类不

同，个体差异也是比较大的，通过比对，最终也采用了作为药材的干

芒果核，其尺寸、密度、强度等物理特性基本一致，试验结果一致性

也比较好。 

附着度方面，猪油非常难以从研磨腔内和 4mm 滤网上取下称重，

测量误差较大，认为不适合作为试验负载。同时为了和国家标准内容

相协调，也选用土豆作为附着度测量的负载。 

钢丝球的测试结果一致性和复现行不太理想，而且考虑到钢丝球

不属于食物垃圾，因此没有选用。解冻鸡爪由于大小规格不统一，也

存在测试结果稳定性较差问题，另外冷冻鸡爪处理后很难清洗干净，

对于试验效率和结果均有影响，也没有选用。 

最终选用的负载包括了具有代表性且处理难度较大的贝壳、芒果

核、玉米外皮，并且结合新国标准备使用的负载种类：带皮莴笋、芹

菜茎、玉米棒芯、土豆，其中为突出对于高附着性负载的处理能力，

土豆的用量增大了一倍。经过试验验证，使用这个比例的混合负载，

试验结果的一致性和复现性均可以满足试验要求。 

另一方面，试验负载的设计目标，还应具有能区分全负载型产品

和传统型产品的作用。也就是说，试验负载中的成分，一定有传统型

产品处理不了的，这样才能体现出全负载型产品的处理性能。通过试

验验证，发现所选用的混合负载确实实现了这一作用，普通型产品与

全负载型产品同时进行测试，存在肉眼可见的明显区别，尤其是芒果

核，普通型产品基本上处理不了。其余如玉米叶、贝壳，在腔内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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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处理速度以及研磨细度等各方面，全负载型产品和传统型产品处

理结果也都会有明显的差异。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验证和分析，得出结论：标准中所用混合负

载代表性较强，成分和比例也比较恰当，可以对产品的处理能力进行

准确的验证。 

4.1.2处理器产品性能等级的划分 

本标准针对工作组成员单位提供的全负载型产品进行了测试验

证，主要测试项目，是体现产品处理性能的核心指标，包括处理速度、

腔内残余量、4mm滤网残余比例以及耗电量四项指标。同时，也对于

产品的噪声和电机功率进行了监测和对比。以下是具体试验情况： 

a）试验负载放置顺序：先放芒果核，5 秒后放入干玉米叶，及

其他负载。 

b）试验负载：混合负载共 600 克，芒果核干 100 克（浸水 2 小

时），贝壳 100克，干玉米叶 12克（浸水 24小时 50克），新

鲜玉米棒芯 100 克，新鲜带皮莴笋中端 100 克，新鲜芹菜茎

50克，新鲜土豆 100克。 

c）试验结果：测试产品一共 14台，具体数据见表 4 

表 4 全负载型处理器性能摸底数据 

编号 

研磨

时间 

s 

处理

速度 

g/s 

腔内残

留量 

g 

4mm网上残留量 

g 

湿/干 

噪声 

声压级 

dBA 

正面1米 

耗电量 

wh 

电机

功率 

W 

AN 60 10 5.8 8.6/3 82  750 

AN 70 8.57 4.3 12.6/4.6 85 11 750 

AN 60 10 3.5 15.9/5.9 83 14.85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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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60 10 1 12.5/4.7 83 13.85 750 

AN 50 12 2 12.7/4.7 82 11.50 750 

AN 40 15 5.3 16/5.8 84 13.3 750 

AO 50 12 0.9 82.1/30.2 85 16.20 750 

AO 60 10 5.5 87.7/33 83 22.90 500 

BJ 90 6.67 <6 27.2/10 90 18.30 500 

BJ 90 6.67 <6 29.9/9.8 89 19.70 500 

BJ 90 6.67 <6 32.3/9.7 90 17.80 500 

CJ 70 8.57 <6 40.0/ 82 15.60 500 

CJ 70 8.57 <6 50.0/ 83 15.9 500 

CJ 70 8.57 <6 50.0/ 82 15.7 500 

 

通过对测试数据的分析，将处理速度、4mm滤网残余比例以及耗

电量分为四个等级，腔内残余量分为两个等级，最高等级为目标等级，

是高于目前技术水平的层级，其余等级体现目前技术水平下的水平高

低。参考目前制定的家电产品质量分级导则标准，将核心指标的等级

汇总相加，得出产品综合性能等级，分别是 A+、A、B、C 四个等级，

同样 A+是目标级，需要所有指标都达到最高级才能实现，这一级目前

行业内尚无对应产品，主要是作为技术引领的方向。另外 A、B、C级

主要针对现有产品，通过四项关键指标对产品的综合性能进行分级。 

本标准所设置的分级规则，既符合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又考虑了

技术发展方向，同时与家电质量分级的大方向结合，具备较强的科学

合理性和实用性。 

5.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文件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中所涉及的废弃食物处理器产品，属于我国行业专家自主

研发的产品，其标准要求更适用于我国市场特点，而且指标要求高于

国外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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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

划等保持一致。 

7.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无。 

8.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9.贯彻促进会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自批准发布之日起实施，并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适时组织对其的宣贯工作。 

10.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