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加工机械  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

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58 号），计划号

20231230-T-607，项目名称“食品加工机械  食材净化清洗设备”进行制定，由

全国食品加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51）归口，主要起草单位：华宇

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科技大

学等开展相关工作，周期为 18个月。 

2、制定背景 

中国正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高发与矛盾凸显期，中国用世界 7.7%的耕地养活

了世界 21.5%的人口。为了提高产量，应付病虫害，大量使用了农药；由于环境

问题，食材也会有重金属的残留；另外致病细菌等有害微生物也会对食材造成污

染，例如大肠杆菌会附着在食材表面等。这些因素，造成食品污染，危害我们的

身体健康。 

食材净化清洗设备是一种集生物、医药、再生、病理、分子化学、微生物学、

电化学、数学、物理学、信息与通讯、电子与控制技术、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于

一体的高度智能化的食材净化生产设备，根据需要，通过全自动智能化控制，可

有效杀灭食材表面病毒、细菌等致病微生物，高效降解农药等化学残留，有效降

解食材内残留的重金属，并且不对食材产生二次污染，能够有效合理的保障人民

的健康。 

为了将此项技术更好地应用于食品加工领域，提高食品的安全性，很有必要

制定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制定可以规范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生产企业的设计、制造，

为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检验提供判断依据，为供需双方签订合同提供技术基础，

为用户采购提供技术规范，促进技术交流和贸易，并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由于

食材净化清洗设备可应用于多种加工场合，跨行业应用，制定国家标准有很大的

必要性。 



3、起草过程 

（1）预研阶段 

2020 年初，我们开始着手食材净化清洗设备标准的研制工作，对企业进行

调研，了解国内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总体情况，收集相关资料，组织相关企业进

行讨论。 

国内相关行业研制出了有关果蔬清洗设备的行业标准，但都只是针对家用和

商用型的果蔬清洗设备，并且只包括了一部分清洗技术。与行业标准相比，食材

净化设备方面的标准几乎空白，并且结合国内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现状，技术类

型繁多，使用范围也不仅仅只有家用和商用，还有食品工业用的类型，因此，认

为国内食材净化清洗设备需要国家标准来规范设备的技术与安全要求。 

经过对我国现有标准情况的研究后，结合食品加工机械标准体系，考虑针对

多种技术原理的食材净化清洗设备提出标准，几经修改，形成标准草案，提出标

准的项目立项建议。 

（2）起草阶段 

2023 年 12 月 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 2023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

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后，为了更好地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本着公开、

透明原则，全国食品加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采用公众号等形式向全社

会征集起草单位。 

2024 年 1 月 1 日，成立了由生产企业、科研院所、检验机构等组成的标准

起草工作组，并由华宇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牵头。 

标准起草工作组成立后，开展了以下工作： 

a）通过收集相关标准、学术论文、相关行业报告及企业产品等信息，向生

产企业和用户单位了解行业情况，调研了解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生产企业实际需求

以及企业在生产和使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搜集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相关资料，

为标准的起草打好基础。 

b）对与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相关标准进行深入学习理解，检索、查询了国

内外有关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标准，家电标委会（SAC/TC46）归口的行业标准

QB/T 8050—XXXX《家用和类似用途果蔬清洗机》处于报批阶段，对本标准的制

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依据，并对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相关的技术要求、技术指标



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和理解。目前，QB/T 8050—2024《家用和类似用途果蔬

清洗机》标准已于 2024年 7月 5日发布，实施日期为 2025年 1月 1日。 

c）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标准中的技术指标，除了与生产企业（设备

厂）、用户（食品加工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线下交流外，还通过视频、电话等线

上方式，听取各方面对标准起草的建议和意见，了解国内外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

先进技术资料和运行状况，确定了标准中技术指标的要求。 

d）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编辑成标准要求，经过多次讨论，对标准草案进行

多次修改。 

2024 年 1月 16 日，起草组于北京组织召开了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启动会。会

上，起草工作组就项目工作计划、人员分工、标准大纲等内容进行讨论，制定了

项目进度计划安排，明确了相关工作人员分工。 

2024 年 4 月 8 日，起草组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第二次标准讨论会，对标准的

技术内容进行了讨论，主要确定了标准的结构层次、范围和相关国内标准的协调

配套问题。 

2024 年 4 月 9 日，起草组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第三次标准讨论会，就修改后

的文本进行讨论，会议主要确定了标准中的材料要求、性能指标、试验对象以及

相应的试验方法。 

2024 年 5月 13 日，起草组于线上召开了第四次标准讨论会，会议主要确定

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工作原理、材料结构、净化效果试验方法和标志、包装、运

输、贮存等章节的内容，并对技术要求做了进一步细化。 

2024年 8月 20 日，起草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标准讨论会，根据前四次讨

论会及收到的专家反馈的意见，与会专家对标准草案的所有内容逐一进行讨论，

修改了范围、术语和定义、原理分类、组成部件、净化模式及工作条件，完善了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附录等内容。 

2024 年 8 月，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整理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报秘书

处。 

（3）征求意见阶段 

 

（4）审查阶段 

 



（5）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华宇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天津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XX 起草。 

所做的工作：XX。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先进性及实用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相关国家标准、企业标准、试验检测报告，分析设备

生产方和使用方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检测数据等，适应当前食材净化清洗设

备的发展需要，在技术指标上、生产安全上、环保要求上，力求实现先进性与实

用性并重，既鼓励企业发展先进设备、保障产品质量的提升，又考虑到企业发展

的现状，满足企业在设备设计、制造、使用和管理上的需要。 

2）最大开放性原则 

本标准关键性的标准化要求突出在性能、安全、卫生和环保要求上，对于为

实现这些要求而采用的方法，则采用开放的态度，不作限制，给企业更大的空间

运用现代先进的方法对机械进行设备、制造和管理。 

3）兼容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等相

关标准的规定起草，在编制过程中考虑了与相关标准的协调，引用相关标准，也

使本标准容易被其他标准所引用，使标准具有良好的协调统一性。 

2、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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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起草，参照 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要求》、GB/T 5226.1—



2019《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 8196《机

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GB/T 

14253《轻工机械通用技术条件》、GB/T 13384《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等近 40 项标准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

的编写要素，共分为八章，规定了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材料、结构和可清洗、性

能等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的内容，界定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其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范围 

本标准《食品加工机械  食材净化清洗设备》主要针对食材，重点是对食材

进行净化，虽然也有清洗功能，但不作为技术指标进行规定，因此范围中仅包括

了微生物、农药和重金属。另外，对于餐具也可使用食材净化机进行清洗杀菌，

因此范围中也包括了餐具。 

2）术语和定义 

针对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为便于准确理解和使用，对食材净化机能产生具有

清洁与净化能力的“活化水”给出了定义。 

3）原理分类、组成部件、净化模式和程序及工作条件 

a）原理分类 

通过调研国内目前的行业情况并走访各大生产厂家，食材清华清洗机目前使

用的净化原理并不相同，本标准列出了主要使用的几种净化原理，作为资料性附

录提供参考。 

b）组成部件 

根据生产企业生产样机的实际情况，列出了组成部件及相关功能，并提供了

可选部件作为参考。 

c）净化模式和程序 

根据生产实际，将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净化模式进行分类。分类依据分别为

处理类别和处理时间。 

d）工作条件 

根据生产实际，提出了食材净化清洗设备正常运行必要的工作条件。 



4）技术要求 

作为产品标准，本标准的核心内容为技术要求，主要从基本要求、材料、结

构和可清洗、机械安全、电气安全、有害物质排放和性能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a）基本要求 

考虑到质量鉴定、政府质量监督部门等相关方的需要，相关内容需要在标准

中明确，所以规定设备图样及设计文件的要求。目前对净化槽采用抛光处理，为

使与物料接触的表面光洁，满足卫生性要求，对净化槽的表面做了要求，另外调

研部分生产企业，大部分企业目前可以达到的且满足要求的粗糙度值为 0.8 μ

m，所以本标准规定表面粗糙度 Ra值不应大于 0.8 μm。食材净化机的操作界面

是整个设备的主要控制系统界面，其直接影响设备的实际使用性能，因此规定了

操作界面的要求。食材净化机的水、气管路应密封良好，不能发生泄漏影响食材。

考虑到食材净化机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智能化应用情况，还规定了相关互联互通的

要求。 

b）材料 

对于产品接触的材料提出要求。因是食品加工设备，标准需考虑材料的选用

问题。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要求》中明确规定了与食品接触材料的要求，本

标准中的与食材接触的材料要求符合 GB 16798。考虑到食材和与食材接触的水

在清洗、净化、周转等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污染风险和有害物质迁移情况，还对食

材净化机的主要部件，即净化槽与清洗槽、净水装置、发生器、管路及泵等提出

要求。食材净化清洗设备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还可能涉及到使用酸碱水、热水等情

况，因此还规定了密封橡胶件的要求。 

c）结构和可清洗 

考虑到食材净化清洗设备是食品加工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直接接触食材，

如果设备结构不可清洗，使用时间久了会导致积垢、滋生细菌，影响食材，引用

了 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要求》，规定了设备结构和可洗净性的要求。考虑到

设备部分的关键部件的清洗问题，直接进行清洗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规定

了净水装置、净化槽部件和管路的可拆卸性要求。另外，对于管件、阀门等易于

积垢的部件，如拆卸清洗时还需使用特定工具的话，会对生产企业和用户造成一

定的麻烦，所以还规定了不借助工具而易于拆卸的要求。 



d）机械安全 

本标准规定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机械安全，以避免对操作人员、设备、企业

等造成伤害或者经济损失，主要包含外表面、零件、紧固件、防护装置和安全警

示标准等方面，并引用 GB/T 8196《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

装置的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规定防护装置，引用 GB 2894《安全标志及其使用

导则》规定安全警示标志。 

e）电气安全 

电气安全方面，食材净化清洗设备没有特殊的要求，主要是引用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并根据该标准的规

定，明确了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电气部分需要满足保护联接电路连续性、绝缘电

阻以及耐压试验的要求。另外，考虑到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使用环境会接触水，

并会涉及到水的清洗与溅射，因此还根据 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规定了电气柜的防护等级要求。考虑到部分食材净化清洗设备采用电解

技术，操作人员的手浸入净化槽中时可能会引起触电危险，因此还规定了净化槽

中活化水的电压要求。 

f）污染气体排放 

依据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工作原理，考虑到一些设备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会产

生对人体或环境有害的化合物，依据 GBZ/T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2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了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氯释放量要求，

依据 GB/T 18883—202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了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烷烃

类化合物释放量要求和臭氧释放量要求。 

g）性能 

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性能要求主要体现为净化能力、净化效率以及噪声等指

标。几项主要指标及说明如下： 

——净化能力。净化能力是食材净化清洗设备最基本的性能参数，单位为

kg/(L·h)或套/(L·h)。标准中规定设备的净化能力应达到相应规格净化能力的

要求，其净化能力的要求为我国行业内目前均能达到的指标。 

——净化效率。净化效率是生产企业和用户都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调

研目前市面上已有设备的净化功能和考察生产企业的实际状况，参考 QB/T 



8050—2024《家用和类似用途果蔬清洗机》，规定了微生物杀灭效率、农药降解

效率和重金属去除效率。标准中定义的指标，是目前大部分设备生产企业以及设

备用户企业均能满足的要求。 

——噪声。噪声指标的规定，是食材净化清洗设备品质在另一维度上的体现。

标准中定义的指标，是通过调研后目前大部分设备生产企业以及设备用户企业均

能满足的要求。 

5）试验方法 

净化能力试验方法参照了行业内部分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其中食材净化能力

试验方法中，叶类蔬菜为了避免在净化清洗过程中存在清洗不到的地方，从而影

响试验结果，要将其自然松散、无挤压，更不能压实的放入食材净化机中。餐具

净化能力因为餐具形状、体积不规则特性，可采用与食材净化机容积匹配的净化

篮，将餐具放入净化篮内，压好孔篦，然后一同放入净化槽中进行净化清洗。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试验验证分析 

起草组收集了生产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 x 家主要制造企业的相关生产试验

数据，具体内容如下： 

1）性能 

 

2）电气安全及表面粗糙度 

 

3）污染气体排放 

 

2、综述报告 

根据试验验证的分析，以及对标准技术内容的多次讨论，起草组认为目前文

本中提出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指标满足食材净化清洗设备行业目前的实际情况，能

够提高食材净化清洗设备的质量安全水平，对食材净化清洗设备行业的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 

3、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提出的要求，在技术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可行性，在经济上具有合



理性，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可

靠性与可操作性。 

4、预期达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为食材净化清洗设备企业检验最终产品、判断产品的符合

性提供准则。生产企业可以在生产流程中设置试验、检验等环节，通过利用标准

中规定的可证实的技术要求和证实方法，逐项验证、判定产品是否合格，及时掌

握所生产的产品是否与标准中规定的指标相符合。通过标准的发布，提供一套明

确公开的产品性能特性及其指标，从而为各方提供了明示的可交流的依据，为贸

易活动建立了规则。为供需双方签订合同提供技术基础，为采购提供技术规范，

促进技术交流和贸易。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水平。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注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于食品加工机械标准体系“食品加工过程专用设备”中类，“清洗

设备”小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

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由全国食品加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生产企业、

用户、第三方等开展标准培训和宣贯工作，使标准使用者能科学合理地采用本标

准，更好地发挥本标准的作用，把标准的内容落到实处。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