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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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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威能（无锡）供热设备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有限公司、广东奥荣电器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立国、巴喜亮、王统帅、梁国荣、邓旭、毕崇强、陈志锋、王明、

张庆玲、李晓敏、程文杰、邓哲、王文秀、曾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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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及燃气采暖热水炉健康性能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以下简称“热水器”）及燃气采暖热水炉（以下简

称“采暖炉”）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GB 6932 和 GB 25034 中规定的的家用供热水燃气快速热水器，供暖、卫

浴两用燃气采暖热水炉。 

本标准不适用于单采暖用的燃气采暖热水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750.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GB/T 5750.11  生活水标准检验方法 消毒剂指标 

GB/T 5750.1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 6932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GB/T 16632  水处理剂阻垢性能的预测碳酸钙沉积法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 21551.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通则 

GB 2155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GB 25034  燃气采暖热水炉 

GB 34914  反渗透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T 3593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性能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21551.1、GB/T 3593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健康性能 specification for health 

本标准健康性能指带有高温除菌、抗菌、杀菌器除菌、颗粒过滤、阻垢、余氯净化、

去农残清洗、水路耐腐蚀和低噪声功能的热水器或采暖炉。 

3.2 

加标液 contaminant liquid 

净化试验中，含一类或几类污染物质的特定浓度的溶液。 

[GB/T 35937，定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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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除菌 eliminating bacterial 

采用化学、物理等方法去除或减少作用对象上细菌、真菌的过程。 

[GB 21551.1，定义 3.3] 

3.4 

除菌率 eliminating bacterial rate 

在除菌试验中用百分率表示微生物数量减少的值。 

[GB 21551.1，定义 3.7] 

3.5 

抗菌 antibacterial  

采用化学、物理等方法杀灭细菌或妨碍细菌生长繁殖及其活性的过程。 

[GB 21551.1，定义 3.2] 

3.6 

颗粒过滤 particulate filter 

以压力为动力，分离大于过滤网孔径以上的颗粒的过程。 

3.7 

阻垢 scale inhibition 

利用化学的或物理的方法，防止结垢的过程。 

3.8 

净化效率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净化试验中，加标液经水处理装置净化的量与加标液的比值，数值用百分比表示。 

[GB/T 35937-2018，定义 3.3] 

3.9 

总净水量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热水器使用一定时间后，经过冲洗去除效果仍能达到标称要求

且不小于试验流量要求时的累积产水量，单位：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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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规则 

4.1  总则 

本标准评价应在满足热水器、采暖炉电器安全相关标准要求下进行。 

涉及水处理相关检测需满足 GB/T 5750.2、GB/T 5750.11、GB/T 5750.12、GB/T 35937 及

GB/T 16632 的要求。 

4.2  评价指标体系 

热水器、采暖炉的健康性能按照高温除菌、抗菌、颗粒过滤、阻垢、余氯净化、杀菌器

除菌、去农残清洗、水路耐腐蚀和低噪声 9 个功能进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健康功能 评价规则 评价方法 

1 高温除菌 符合 5.1 要求 见 6.3 

2 抗菌 符合 5.2 要求 见 6.4 

3 颗粒过滤 符合 5.3 要求 见 6.5 

4 阻垢 符合 5.4 要求 见 6.6 

5 余氯净化 符合 5.5 要求 见 6.7 

6 杀菌器除菌 符合 5.6 要求 见 6.3 

7 去农残清洗 符合 5.7 要求 见 6.8 

8 水路耐腐蚀 符合 5.8 要求 见 6.9 

9 低噪声 符合 5.9 要求 见 6.10 

4.3  评分规则 

以上 9 个功能根据技术难度及实现成本分别确定分数，评分规则如表 2 所示。 

表 2  评分规则 

序号 健康功能 功能描述 分数 

1 高温除菌 
通过高温方式去除流过热水器或采暖炉水路水

中的细菌 
1 

2 抗    菌 
通过物理或化学方式，使得涉水部件带有抗菌

效果 
2 

3 颗粒过滤 通过物理方式滤除进水大颗粒物质 2 

4 阻    垢 通过物理或化学方式，防止结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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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氯净化 
通过物理或化学方式，去除流过热水器或采暖

炉水路水中的余氯 
3 

6 杀菌器除菌 
通过物理或化学方式，除掉流过热水器或采暖

炉水路水中的细菌 
3 

7 去农残清洗 
通过物理或化学方式对热水器出水的处理，以

达到去除水果蔬菜表面农药残留的目的 
3 

8 水路耐腐蚀 
水路上通过使用耐腐蚀性强的材料，来减少由

于腐蚀带来的细菌滋生 
3 

9 低  噪  声 低噪声运行，减少对用户的健康影响 3 

 

4.4   等级评价规则 

4.4.1  健康等级划分 

根据表 1，对热水器、采暖炉各项健康功能进行评价进而确定健康性能等级，共分六个

层级：健康 3 星级，健康 4 星级，健康 5 星级，健康 6 星级，健康 7 星级和健康 7 星+，最

低为健康 3 星级热水器或 3 星级采暖炉，最高为健康 7 星+热水器或 7 星级采暖炉。 

4.4.2  计分 

机型每符合一项，得对应分值，统计总分： 

分数≤7 分时，星级与分数相等，为健康 X 星级热水器或健康 X 星级采暖炉； 

分数＞7 时，为健康 7 星+热水器或健康 7 星+采暖炉。 

5  技术要求 

5.1  高温除菌率 

高温除菌率应不小于 90%。 

5.2  抗菌率 

抗菌率应不小于 90%。 

5.3  颗粒过滤 

5.3.1  易清洁性 

过滤网应可拆卸且可清洗、更换。 

5.3.2  孔径 

过滤网孔径应小于 1.5mm。 

5.4  阻垢率 

阻垢率应不小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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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余氯去除率 

余氯去除率应不小于 50%。 

5.6  杀菌器除菌率 

除菌率应不小于 99%。 

5.7  农残去除率  

农残去除率应不小于 90%。 

5.8  水路耐腐蚀失重率 

腐蚀失重率应不大于 1%。 

5.9  低噪声 

热水器或采暖炉噪声值应不大于 55 dB。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以下环境进行： 

a）   环境温度为 20±2℃, 相对湿度不超过 85 %； 

b）   电压为额定电压； 

c）   供水压力默认按 0.1MPa，特殊要求项目按实际需求； 

d）   进水温度 20±2℃； 

e）  燃气条件 0-2(基准气 0，额定压力 2)。 

6.2  检测仪器仪表 

项  目 仪器仪表名称 规格或范围 精度/最小刻度 

环境温度 温度计 0℃～50℃ 0.1℃ 
水    温 水银温度计或热敏电阻温度计 0℃～100℃ 0.1℃ 
湿    度 湿度计 0RH～100%RH 1%RH 

水 流 量 
电子秤 0kg～50kg 20g 

数字式水流量计 0m3/h～1.5m3/h 1L/h 
重    量 精密电子秤 0g～220g 1mg 

水中溶解物 TDS笔 0mg/L～1500mg/L 1mg/L 

除    菌 高温高压灭菌锅 
温度121.3℃ 

压力1.05kg/cm2 
 

菌落培养 生化培养箱 4℃～60℃ 0.1℃ 

6.3  除菌率 

6.3.1 安装调试 

a）  热水器或采暖炉按照如图 1 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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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  清洗好水箱和相应管路，保证菌落总数不高于100 CFU/100 ml。使用碳纤维或活

性炭类滤芯滤芯过滤，余氯浓度低于0.4 mg/L的水加如水箱中,总量50L； 

c）  菌种制备，按 GB 21551.2—2010 制备并活化菌种。 

6.3.2 测试步骤 

a）  取新鲜斜培养物上的新鲜细菌，加入培养液中，然后加入水箱中稀释，充分搅拌，

使得菌液浓度为104-105 CFU/ml左右； 

b）  从水箱中取适量初始菌液，分离计数作为对照组A； 

c）  打开热水器或采暖炉，打开燃气，高温除菌测试需要设置机器所能设置的最高出

水温度，杀菌器除菌测试设置42 ℃； 

d）  启动水泵，通过调水阀调节水流量为7L/min，稳定出水2min后，依据GB/T 5750.2

的方法从热水器或采暖炉出水口取样B，分离计数作为试验组。 

e）  按GB/T 5750.12方法测试菌落总数，根据式（1）计算除菌率𝑅。 

 𝑅 = #$%
#
×100%  (1)  

式中： 

R——除菌率，单位：%； 

A——初始水样菌落总数，单位：CFU/100ml或MPN/100ml； 

B——试验后水样菌落总数，单位：CFU/100ml或MPN/100ml。 

试验进行 3 次，取 3 次的平均值作为最终除菌率。 

注：以上方法适用于高温除菌率和杀菌器除菌率的测试。 

6.4  抗菌率 

涉水部件按 GB 21551.2—2010 附录 A 或附录 B 进行试验，测试抗菌率。 

6.5  颗粒过滤 

6.5.1  易清洁性 

通过视检或查阅产品使用说明中关于过滤网的维护说明内容检查其是否符合5.3.1的要

求。 

6.5.2  过滤网孔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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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过滤网连续n个网孔和n根过滤网丝所占的长度l以及过滤网丝直径d（见图1），其

中当网孔尺寸大于或等于1mm时，n至少取10；当网孔尺寸小于1mm时，n至少取20。 

过滤网长度l以及网丝直径d的值应至少在不同位置进行5次测量，以5次测量结果的平均

值来确定。 

网孔尺寸𝜔用式（2）计算： 

 𝜔 = .
/
− 𝑑   (2) 

式中： 

𝜔——网孔尺寸，单位：mm； 

𝑛——l长度上的网孔数量； 

𝑙：连续分布的n个网孔和n根过滤网丝所占的长度，单位：mm； 

𝑑：过滤网丝直径，单位：mm。 

 

图2  过滤网孔径测量示意图 

6.6  阻垢率 

6.6.1  安装调试 

a）  热水器或采暖炉按照如图 1 系统安装； 

b）  同型号热水器或采暖炉 2 台同型号，一台带有阻垢装置，一台不带； 

c）  通过视检或查阅产品使用说明中是否带有阻垢部件的说明，如果是阻垢剂方案应

符合饮用水化学处理机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8 要求； 

d）  参照GB 34914，配置2.5倍附录A浓度的试验用水，共100L。 

6.6.2  测试步骤 

a）  取加标水2L，密封处理，作为原水对照组A； 

b）  将带阻垢装置的的机器挂在测试台上，连通水路以及燃气，插电源并开机设置到

最高温度； 

c）  打开水泵，通过调水阀调节水流量（5±0.5）L/min，待稳定2分钟后开始取出口水

样B，密封后自然冷却至室温； 

d）  更换不带有阻垢装置的机器，重复步骤3，取出口水样C； 

e）  参照GB/T 16632碳酸钙沉积法，计算阻垢性能，计算公式如（3）： 

阻垢率计算公式： 

𝑅 = (56$57
58$57

)×100%  (3) 

式中 

ρ1——带有阻垢剂的燃气热水器的水样 B 钙离子浓度数值，单位 mg/L； 

ρ2——不带有阻垢剂的燃气热水器的水样 C 钙离子浓度数值，单位 mg/L； 

    ρ3——为原水 A 中的钙离子浓度数值，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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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余氯去除率 

6.7.1  安装调试 

a）  热水器或采暖炉按照如图 1 系统安装； 

b）  总净水量测试：配置余氯浓度为 1.0±10% mg/L 试验用水 a，共 30000L。 

c）  余氯去除率测试：参考 GB/T 35937 内 4.5.5.2.1 配置余氯浓度为 2.0±10%mg/L

试验用水 b，余氯浓度为 2.0±10%mg/L，共 50L。 

6.7.2  测试步骤 

6.7.2.1  总净水量测试 

a)  打开水泵，通过调水阀将配置的试验用水a以7L/min的流量经过热水器或采暖炉（包

含余氯去除装置）； 

b)  在测试达到标称的总净水量的0%、25%、50%、75%、100%分别进行取样； 

c)  净水流量低于5L/min或余氯去除去除率低于50%时，结束试验； 

d)  记录总净水量是否满足30000L要求 

6.7.2.2  余氯去除率测试 

a）  测试前取试验用水b，作为对比组，按GB/T 5750.11章节1检测水的余氯浓度C； 

b）  打开水泵，通过调水阀将配置的试验用水b以7L/min的流量经过带有除氯装置的热

水器或采暖炉； 

c）  水流动3min之后，热水器出水口取水，并检测水的余氯浓度C1。 

d）  按照如下公式（4）计算余氯去除率𝜂： 

  𝜂 = ;$;<
;
×100%   (4) 

式中： 

𝜂——余氯去除率，单位为百分号（%）； 

𝐶——试验用水中游离余氯的浓度，单位：mg/L； 

𝐶6——过滤后水中游离余氯的浓度，单位：mg/L。 

6.8  农残去除率 

6.8.1  安装调试： 

热水器或采暖炉按照如图3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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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6.8.2  测试步骤 

a)  选取1.5kg大小相同，大小适中，无裂口无损伤的荷兰豆为本实验的蔬菜样本。将

荷兰豆使用自来水清洗泥沙、杂物等，清洗后甩干表面水分； 

b)  农残加标液制备：配制氯氰菊酯的混合原水浸泡液浓度为100mg/L； 

c)  加标样制备：将充分洗净晒干后的水果蔬菜浸没于配制好的原水浸泡液中，泡2h，

放置10min，平均分开6份（约250g/份），加标后6份样品放置于干净盘子中用于以下操作测

试； 

d)  取加标后的3份样品放入不锈钢沥水盆中，并一同放入水槽中； 

e）  开水调节水压到0.2MPa，开启热水器或采暖炉去农残清洗功能（如微细气泡功能），

设置38℃，待有微细气泡水流出的时候，把水放入水槽中，浸泡时水的液面高度需要高于样

品最高位置不小于2cm，然后计时2min浸泡。 

f）  放掉水槽的水，开水均匀冲洗样品，以顺时针或逆时针画圈冲洗，冲洗10min；翻

转样品后，再次以同样方法冲洗10min，总共冲洗3次，共30min，完成后将样品晾干。 

h）分别取清洗前的3份样品和清洗后的3份样品，参照GB24691内附录A，A8章节的测试

方法，分别测试清洗前A和清洗后B样品的氯氰菊酯含量均值，通过公式（5）计算残留农药

去除率𝜂： 

𝜂 = >$?
>
×100%    （5） 

式中 

𝜂——残留农药去除率； 

A——原样农药残留含量均值 A=( A1+A2+A3)/3； 

B——清洗后农药残留含量均值 B=( B1+B2+B3)/3。 

6.9 水路耐腐蚀失重率 

a）  配置浓度为5%稀硫酸和3%浓度的稀硝酸溶液60L，放入塑料水槽中； 

b）  将热交换器烘干 2h 后称重并记录重量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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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热交换器置于所配置的溶液中静置 22h，室温条件； 

d）  取出热交换器吹干水分后烘干 2h 后再次称量重量 M2； 

e）  计算热交换器的腐蚀失重率，按照公式（6）。 

𝜂 = @6$@8
@6

×100% （6） 

式中： 

𝜂——腐蚀失重率，单位为百分号（%）； 

𝑀1——试验前热交换器重量，单位：kg； 

𝑀2——试验后热交换器重量，单位：kg。 

6.10 噪声 

6.10.1  热水器 

参考GB 6932-2015中第7.7条燃烧工况试验，表13(7)燃烧噪声测试方法，测试噪声值(A

计权)。 

6.10.2  采暖炉 

参考GB 25034中第7.10条燃烧噪声测试方法，测试噪声值(A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