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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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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质量相关技术要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文件。
本文件代替GB/T13484—2011《接触食物搪瓷制品》,与GB/T13484—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扁平搪瓷制品”“中空搪瓷制品”“丝状”“网状”“块状”“光版”的术语和定义(见2011年

版的3.1~3.6);

b) 增加了“搪瓷烧器”“搪瓷烤器”“搪瓷食物器皿”的术语和定义(见3.1~3.3);

c) 更改了产品分类(见第4章,2011年版的第4章);

d) 增加了不锈钢坯体材质搪瓷制品的要求(见5.1~5.3);

e) 增加了产品检验项目的要求(见5.3);

f) 更改了手柄强度的试验方法(见6.3.1、附录A,2011年版的6.2.1);

g) 更改了密着性、耐酸性(定性)、光泽度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1、6.3.2、附录B、6.3.4.1、

6.3.8,2011年版的5.2、6.2.2、6.2.4、6.2.9);

h) 增加了耐酸性(定量)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1,6.3.4.2);

i) 增加了试验方法的通则、耐冲击性的适用范围及钢板和不锈钢两种坯体材质的试验方法(见

6.1、6.3.3);

j) 更改了耐温急变性的试验方法和耐热水性的定级方法(见6.3.5、6.3.6,2011年版的6.2.5、

6.2.6);

k) 增加了判定规则(见7.3);

l) 更改了标志要求(见8.1.1、8.1.3,2011年版的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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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食物搪瓷制品 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接触食物搪瓷制品的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并给出了产品分

类,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烧煮、煎炸、烧烤食物用的搪瓷烧器和烤器,储存食物的搪瓷器皿及其他接触食物搪

瓷制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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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7410 搪瓷名词术语

GB/T9988 搪瓷耐碱性能测试方法

GB/T9989.1 搪瓷耐化学侵蚀的测定 第1部分:室温下耐酸侵蚀的测定

GB/T9989.2 搪瓷耐化学侵蚀的测定 第2部分:耐沸腾酸、沸腾中性液体、碱性液体及其蒸气

化学侵蚀的测定

GB/T11419 搪瓷炊具 耐温急变性测定方法

GB/T11420 搪瓷制品和瓷釉 光泽度测试方法

GB/T38166 钢板搪瓷、铝搪瓷和铸铁搪瓷的样板制备

3 术语和定义

GB/T74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搪瓷烧器 enamelledarticlesforcooking
用于烧煮食物的搪瓷制品。

3.2 
搪瓷烤器 enamelledarticlesforgrillandbarbecue
用于煎炸或烧烤食物的搪瓷制品。

3.3 
搪瓷食物器皿 enamelledwaresforcontainingfood
用于盛放、贮存等接触食物的搪瓷制品。

4 产品分类

4.1 按坯体材质分为铸铁搪瓷制品、钢板搪瓷制品和不锈钢搪瓷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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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按用途分为搪瓷烧器、搪瓷烤器和搪瓷食物器皿。

5 要求

5.1 外观

钢板搪瓷制品和不锈钢搪瓷制品不应有鱼鳞爆、裂纹、剥瓷、发沸;不应有饰花缺陷。
铸铁搪瓷制品不应有剥瓷、爆点、裂纹等影响使用功能的缺陷;不应有饰花缺陷。

5.2 理化性能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名称
要求

铸铁 钢板 不锈钢

手柄强度 无损坏、脱落和折损

密着性 — 优于4级 —

耐冲击性 瓷面无剥瓷

耐化学侵蚀性

耐酸性(定性) 不低于A级 不低于A+级

耐酸性(定量)a — 失重≤6g/m2

耐碱性 失重≤0.9mg/cm2

耐温急变性 承受260℃温差,瓷面无裂纹、无剥瓷

耐热水性 A+级及以上且无锈斑

耐烧性 瓷面无裂纹、无爆瓷、无气泡

光泽度b 高光产品≥80

  注:“—”表示不要求。

  a 为可选项目,明示有“耐酸”的产品应满足耐酸性(定量)的要求。
b当合同相关方有特殊要求时(如哑光及其他产品),光泽度可另规定。

5.3 产品检验项目

产品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产品检验项目

项目 章条号
搪瓷烧器

铸铁 钢板 不锈钢

搪瓷烤器

铸铁 钢板 不锈钢

搪瓷食物器皿

铸铁 钢板 不锈钢

外观 5.1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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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产品检验项目 (续)

项目 章条号
搪瓷烧器

铸铁 钢板 不锈钢

搪瓷烤器

铸铁 钢板 不锈钢

搪瓷食物器皿

铸铁 钢板 不锈钢

理

化

性

能

手柄强度

密着性

耐冲击性

耐化学侵蚀性

耐温急变性

耐热水性

耐烧性

光泽度

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表示必选项目,“○”表示可选项目,“—”表示不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通则

若制品不能直接用于试验时,可用与制品同等工艺条件制作,并符合GB/T38166的样板进行试

验,试验方法对样板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6.2 外观

在非直射光线下,距离约为30cm处进行目测。

6.3 理化性能

6.3.1 手柄强度

将试样固定,根据产品的类型在手柄中央部位施加载荷,载荷的施加部位、载荷方向和载荷大小按

照附录A执行。保持1min后卸去载荷,检查手柄、手柄与试样身部连接处有无损坏、脱落或折损等异

常现象。

6.3.2 密着性

6.3.2.1 坯体厚度在0.6mm~3mm之间,按附录B进行测试。

6.3.2.2 坯体厚度小于0.6mm或大于3mm,由合同相关方协商确定。

6.3.3 耐冲击性

将试样按使用状态放置,用两块厚度30mm以上的木垫板支垫试样底部两端,用(200±2)g的钢

球在一定高度(h)自由落下冲击试样底部无木板处,24小时后检查瓷面情况。h 为钢球中心与试样测

试面间的距离,当坯体材质为铸铁时,h=1800mm,当坯体材质为钢板或不锈钢时,h=1000mm。
耐冲击性试验不适用于接触食物搪瓷制品的加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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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耐化学侵蚀性

6.3.4.1 耐酸性(定性)

按照GB/T9989.1中室温柠檬酸试验进行试验,被测部位宜为接触食物的部位。

6.3.4.2 耐酸性(定量)

按照GB/T9989.2中沸腾柠檬酸进行试验。

6.3.4.3 耐碱性

按照GB/T9988进行试验,试验介质为碳酸钠溶液,试验温度为(80±2)℃。

6.3.5 耐温急变性

试样数量不少于2个,按照GB/T11419的规定进行起始温差为260℃的一次耐温急变性试验。
对于不适用上述试验方法的产品由合同相关方协商确定。

6.3.6 耐热水性

6.3.6.1 向试样中注入蒸馏水至满容量的70%,按正常使用状态置于加热炉上,将水加热至沸腾,并保

持沸腾状态5h,当试样内水蒸发消耗至原有水量的一半时应补充沸水至原有的水量。

6.3.6.2 将试样中的热水倒出,用软布擦干瓷面水渍,待试样冷却至室温后,然后按照GB/T9989.1的

规定进行定级,并观测瓷面有无锈斑出现。

6.3.7 耐烧性

将试样放置在(500±5)℃的试验炉内,恒温1h后取出,冷却至室温,观测瓷面情况。

6.3.8 光泽度

按照GB/T11420中入射角60°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产品外观的出厂交接验收按GB/T2828.1的规定进行。有需要时,也可以按供需双方的合同或

协议进行验收。

7.1.2 产品外观的出厂交接验收以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表示。提交验收批产品的接收质量限

(AQL)和检验水平(IL)见表3。

表3 提交验收批产品的接收质量限(AQL)和检验水平(IL)

检验项目 检验水平(IL) 接收质量限(AQL)

鱼鳞爆、裂纹、剥瓷、爆点、发沸

饰花
Ⅱ

0.65

1.5

7.1.3 理化性能的检验按各检验方法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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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按第5章要求的项目进行检验。

7.3 判定规则

7.3.1 出厂检验判定规则: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为符合本文件。检验结果

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本文件时,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品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合格

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符合本文件;复检结果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

文件。

7.3.2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判定型式检验符合本文件。型式检验如有

不合格项目,可以再次取样复验,复验后仍不合格的,型式检验不符合本文件。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的产品标志应包含以下信息:

a) 产品名称、坯体材质、商标(如有)、规格型号;

b) 生产者和/或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c) 生产日期和/或产品批号;

d) 执行标准;

e) 应提供产品合格证明、说明书;

f) 其他标识内容(需要时提供)。

8.1.2 产品运输包装上应有如下内容的标志:

a) 产品名称;

b) 生产者和/或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c) 装箱数量;

d) 生产日期和/或产品批号;

e) 包装箱尺寸、体积、质量(净重、毛重);

f) “易碎物品”“小心轻放”“向上”“防潮”等字样或图形标志。

8.1.3 可获得的产品参数:

a) 产品参数(如坯体厚度);

b) 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适用时)。

8.2 包装

选用适当的包装材料,防止产品因受到碰撞而损坏。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防止剧烈震动。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室内,防止受潮,不应与化学品及有毒有害物品混放,堆放不宜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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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手柄强度试验载荷的施加部位、载荷方向和载荷大小

A.1 载荷施加部位如图A.1所示。

a) 双柄类锅                  b) 单柄类锅

c) 手把壶                d)提环壶

图 A.1 载荷施加部位示意图

A.2 不同产品类型的载荷方向和载荷大小按表A.1确定。

表 A.1 不同产品类型的载荷大小和载荷方向

产品类型 载荷方向
载荷大小

N

双柄类锅、盘等 与中心轴平行向上 W=1/2W1+3/2W2

单柄类锅、盘等 与中心轴平行向下 W=W1+3W2

手把壶 与中心轴平行向下 W=W1+2W2

提环壶 与中心轴平行向上 W=W1+2W2

  注:W———应加载荷,单位为牛(N);W1———产品质量与重力加速度之积,单位为牛(N);W2———装满水时水的质

量和重力加速度之积,单位为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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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密着性试验———冲击棒法

B.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B.1所示。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 ———底板;

2 ———承载台;

3 ———冲击棒;

H1———冲击高度750mm;

H2———冲击高度500mm;

H3———冲击高度300mm。

图B.1 密着性试验装置

B.2 试验步骤

B.2.1 将试样水平放置在承载台上。

B.2.2 将质量为2kg直径为20mm的钢制冲击棒提高至规定的冲击高度 H,然后落下至试样上。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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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高度 H 的数值取决于坯体厚度,见表B.1。

B.2.3 提升冲击棒,取出被冲击试样。

B.2.4 观察试样表面瓷层脱落情况,应等冲击后的爆瓷现象全部停止后才能评价密着性。

表B.1 冲击高度

单位为毫米

坯体厚度 冲击高度

0.6~0.8 H3=300

>0.8~1.2 H2=500

>1.2~3 H1=750

B.3 密着性级别

根据冲击试验后搪瓷试样的状况,对照参考图(见图B.2),确定密着性级别。
级别“1”代表密着性好,级别“5”代表密着性差。

1级:冲击后的试样表面完全附着搪瓷层。

2级:冲击后的试样表面几乎完全附着搪瓷层。

3级:冲击后的试样表面大部分附着搪瓷层,少量露金属板。

4级:冲击后的试样表面少部分附着搪瓷层,大量露金属板。

5级:冲击后的试样表面全部剥瓷,搪瓷层、金属层分离非常清楚。

a) 密着性1级

图B.2 搪瓷密着性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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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密着性2级

c) 密着性3级

图B.2 搪瓷密着性参考图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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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密着性4级

e) 密着性5级

图B.2 搪瓷密着性参考图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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