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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机干态存储测试方法和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洗碗机干态功能的范围、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器具上或使用说明书中明示具有干态功能（无残水、纯干态等功能），在家庭和类似场合使

用的全自动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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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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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0290 家用电动洗碗机性能测试方法

QB/T 152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碗机

T/CAQI 87 洗碗机保管功能技术要求及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21551.1 中的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洗碗机 dishwasher

用化学、机械、热和电能对陶瓷餐具、玻璃器皿、金属餐具和烹调器具等餐具进行洗涤、漂洗的机器，在

程序结束时，洗碗机可以进行或者不进行干燥操作。

3.2 洗碗机干态功能 dishwasher storage

洗碗机在程序结束后，能够通过一定的物理或化学方法，一定时间内保持餐具、内胆及过滤系统等部件的

干燥清洁状态的功能程序。

3.3餐具干态 tableware dry storage

在程序结束后，洗碗机保持内部餐具干燥的能力。

3.4内胆及内部件干态 dishwasher internal components dry storage

在程序结束后，洗碗机保持内胆及过滤系统以上部件干燥的能力。

3.5过滤系统干态 filtering system dry storage

在程序结束后，洗碗机保持过滤系统干燥的能力。

3.6干态指数 dry storage index

在程序结束后，洗碗机保持餐具、内胆及过滤系统等部件干燥清洁的综合能力。

3.7中式标准餐具 Chinese standard tableware

具有中式特色的，按照标准要求的规格和配比组成的标准器具或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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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干态等级 storage grade

根据洗碗机干态指数，评价洗碗机干态储存效果的级别。

4 技术要求

4.1餐具干态指数

具有干态储存的洗碗机，餐具干态指数不应低于 0.8。

4.2内胆及内部件干态指数

具有干态储存功能的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态指数不应低于 0.6。

4.3过滤系统干态指数

具有干态储存功能的洗碗机，过滤系统干态指数不应低于 0.5。

4.4除异味指数

具有干态功能的洗碗机，干态过程中的除异味指数不应低于 0.6。
4.5洗碗机干态指数

干态储存等级为餐具、内胆及内部件和过滤系统的干态指数的总和，按表 1评价。

表 1洗碗机干态分等分级表

干态等级 洗碗机干态指数 D

1级 0.7≤D＜1.0

2级 0.3≤D＜0.7

3级 0≤D＜0.3

5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如果无特殊说明，试验条件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环境温度：（20±5）℃；

b) 相对湿度：（55～65）%；

c) 电源电压：额定电压；

d) 电源频率：（50±1）Hz；

e) 水温：（15±2）℃；

f) 进水压力：（0.24±0.02）MPa。

5.2 干态存储试验准备

5.2.1负载及装载

负载应符合GB 38383-2019中附录B的中式标准餐具，负载套数及摆放位置按照制造商推荐进行测试，选

择20290中6.2规定的清洁、干燥和无破损的餐具。

5.2.2 试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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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制造商推荐的干态程序、餐具摆放、洗涤剂用量等条件进行试验，并在对应时间节点进行餐具干态评

价。评价干态的时间节点：程序结束24h后开始第一次评价，评价结束后开始第二组测试，程序结束隔48h进

行第二次评价，之后重复第二组的操作直至干态功能结束。

试验周期为企业声称的干态功能持续的最长时间，若无声称，按照7天进行测试。

首先按照时间节点对餐具进行干态评价，之后评价内胆及附件、过滤系统和过滤网底部的干态指数，评价

的时间节点一致。

相同型号可采用两台样机同时进行餐具、内胆及附件和过滤系统的试验。

除异味试验则在干态试验后进行。

5.3 餐具干态指数

按照5.2.2的要求进行试验后根进行餐具干态评价。评估光源应符合GB/T 20290中6.7.1的要求，评估原则

按照GB/T 20290中7.4.1的要求。

5.3.1评价方法

每次进行干态评价时，完全打开洗碗机门，缓慢拉出碗篮进行评价（评价餐具时不能把碗篮拉出洗碗机外

或者使洗碗机移动），为避免顶层碗篮的水低落到低层餐具上，先从低层碗篮开始评估，然后是中层或上层。

每件餐具评估时间不超过8s（包括从洗碗机中取出、观察、判定、放回、标记、打分等）。

按表2对餐具进行评价、计分。

表2 中式餐具评价得分表

餐具干态指数评估表

名称
各餐具得分 取样餐具数量

Ni

小计得分

Di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米饭碗

面碗

玻璃杯

茶杯（马克杯）

佐料碟

小汤勺

深盘

浅盘

大汤碗

蒸鱼盘

饭勺

汤勺

筷子 1

筷子 2

合计 ∑N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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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N=∑Ni
日期：

试验编号：

5.3.2餐具干态指数 Dt的计算

当次评价结果按公式（1）计算。

Dti=
1
2N
∑��………………………………………………（1）

Dt按公式（2）计算

Dt=1
i
(�쓿1 + �쓿2 + …… + �쓿i) ……………………………………（2）

式中：

Dt——餐具干态指数

Di——-各餐具的评价得分；

N——-餐具总数；

Dti——第i次采样的的餐具干态指数；

5.4内胆及内部件干态指数

根据 5.2.2 中要求的时间节点来评价内胆及部件、过滤系统的干态指数。

5.4.1平面区域及平面部件评价

包括内胆内部、内门等按表3评分标准进行评价。

表 3 平面区域及平面部件评分标准

水滴凝结状态 状态评价 得分

干燥、完全没有潮湿感

觉

完全干燥，很轻微或者评价过程中干燥，可以无视的状态，可以有干的水流

痕迹。
2

有点潮湿、轻微凝结水

情况

极微小水珠（直径＜1mm）累积面积小于1cm2；

细水珠（1mm≤直径≤2mm）不超过5颗；

或凝结的大水珠（直径＞2mm）不超过2颗；

或有水未成水珠但有凝结水流下的痕迹不超过2条；

对于一个有多处计分的大表面，有一条长水迹贯穿时则只计入上方表面失分

而下方表面不计失分。

1

潮湿或很多凝结水
有比1分描述更严重的凝结水情况；

或上述两种及以上情况。
0

注：由于评价人员导致的凝结水流下或其他变差情况不计入。

a）内胆前壁（包含可向前翻开的门体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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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胆前壁按4个部件计算，均分为4份，每份相当于一个餐具，有分配器的应作为一个部件进行评分（如果

有其它器件的话，其它器件也算一个部件得失分点，比如安装在门上风机罩壳），如图1共有5个得失分点。

评价顺序从①号开始按序进行。评价方法按表3平面区域及平面部件评分标准。

b）内胆左侧面、右侧面

左侧面

从①号开始依次进行评价，见图2。

⑤号导轨评价的时候应抽拉2次再进行评价(所有导轨一样)。

如果有呼吸器盖等部件，则加上呼吸器盖等部件的评分点。

右侧面评价方式与左侧面一样，见图3。

c）内胆顶部（包含可向上翻开的门体内门）

从①号开始依次进行评价，见图 4。

对于嵌入式，若内胆顶部不易目视评价，则参考表6进行评价。

a

b

c

d

a

b d

c

①

③ ④

②

⑤

⑥

b f

g
b

e

f

g

①

③

④

②

⑤

⑦

⑧

⑨

⑩

图 2内胆左侧面评价顺序示意图

d

i

j

d

h

i

j

图 3内胆右侧面评价顺序示意图

e h 导轨

内胆示意图

内胆示意图 图 1内胆前壁得分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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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内胆后壁评价

内胆底部从①号开始按序进行评价，见图5

如果有水管出口、风机罩壳等部件，则加上这些部件的评分点。

e）内胆底部评价

内胆底部从①号开始按序进行评价，评价的时候要小心移动，不要让喷臂的水滴落，见图6。

④号位置评价的时候不用打开软水装置的盖子。

e h

c

k

e h

c

k

①

③ ④

②

k

f i

l

k

f i

l

① ③

④②

图 5内胆后壁评价顺序示意图

l

内胆示意图
图 4内胆顶部评价顺序示意图

内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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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立体形状结构件评价

对于内胆内的立体形状结构件 ( 碗篮及喷臂刀叉篮等)按照表4进行评价：

完成测试后，待评价结构件需保持不变，用目视确认水滴的状态。碗篮需抽出后评价8s完成评估，且应稳

固放置，不晃动。

注 1：无法取下的结构件，按照餐具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注 2：需拆除的结构件，评价时间从取下来时开始计时，时长 8s。

表 4立体形状结构件评分标准

水滴凝结状态 状态评价 得分

干燥、完全没有

潮湿感觉

看不到水珠，很轻微或者评价过程中干燥可无视，倾斜时也不会有水从凹凸处滴水；

可以有干的水流痕迹。
2

有点潮湿、轻微

凝结水情况

极微小水珠（直径＜1mm）累积面积小于1cm2；

细水珠（1mm≤直径≤2mm）不超过5颗；

或凝结的大水珠（直径＞2mm）不超过2颗；

或倾斜时从凹凸处及凝结的水滴滴落的水滴不超过2滴；

或有水未成水珠但有凝结水流下的痕迹不超过2条；

对于一个有多处计分的大部件，有一条长水迹贯穿时则只计入上方计分位置失分而

下方计分位不计失分。

1

很潮或很多凝

结水

有比1分描述更严重的凝结水情况；

或上述两种及以上情况。
0

a）碗篮及立体部件评价

g

j

a

①

⑤④

②

l

g j

③
软水装置

过滤网

图 6内胆底部评价顺序示意图

l

a

内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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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顺序应从下碗篮往上层的顺序评价，每层碗篮的评价应从刀叉篮、塑料结构件、碗篮顺序评价，每个

部件应分开评价，碗篮应分为 4个区域进行评价，见图 7。

b）喷臂立体部件评价

首先对外表面进行评价，然后左右各倾斜一次每次3s对流下来的水滴量进行评价，见图8。

如果不足以判定，则可把喷臂拔下，左右各倾斜一次每次5s，垂直方向旋转90°，对流下来的水滴量进行

评价。

表面评价标准按表4立体形状结构件评分标准，旋转后的水滴量按照表6进行评价。

c）其他结构件的评价

不同产品的结构，其评价方法根据其表面情况，参照表4或表5进行。

5.4.3内胆及内部件干态指数

内胆及内部件干态指数得分表见表 5。

表 5部件评价得分表

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态指数评估表

部件名 部位
各评分点得分

取样点数 Ni 小计得分 Dpi
① ② ③ ④

内胆 前壁

搁架

刀叉笼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图 7 碗篮顶视图，及评价顺序示意图

图 8 顶喷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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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面

右侧面

后壁

顶部

底部

顶托盘

上碗篮

下碗篮

顶喷臂

中喷臂

下喷臂

导轨 1

导轨 2

进气器

软水器

内水管

……

合计 ∑Ni= ∑Dpi=

备注：N=∑Ni
日期：

试验编号：

5.4.4内胆与内部件干态指数 Dp的计算

当次评价结果按公式（3）计算。

Dpt=
1
2�
∑�覠�………………………………………………（3）

Dp按公式（4）计算。

Dp=1
i
(�覠1 + �覠2 +…… + �覠i) ……………………………（4）

Dp——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态指数；

Dpi——各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的评价得分；

N——-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计分部件总数；

Dpi——第i次取样的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态指数；

5.5过滤系统干态指数

5.5.1过滤系统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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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系统将可拆卸的部件单独评价，使用易吸水的纸巾，将纸巾称重并记录W1，用纸巾将过滤系统各部件

上的水吸干再次称重并记录W2，含水量W=W2-W1。评价原则按照表6进行。

表6 残水重量评分标准

水滴凝结状态 状态评价 得分

干燥、完全没有

潮湿感觉
看不到水珠，很轻微或者评价过程中干燥可无视，且W＜2g。 2

有点潮湿、轻微

凝结水情况
有水未成水珠但有凝结水流下的痕迹，且2g≤W≤5g。 1

很潮或很多凝

结水
有比1分描述更严重的凝结水情况，且W＞8g； 0

注：由于评价人员导致的凝结水流下或其他变差情况不计入。

5.5.2过滤系统评价位置

过滤系统评价应按照结构件从上往下的顺序进行评价，见图9

其得分见表7。

表 7部件评价得分表

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态指数评估表

部件名 部位
各评分点得分

取样点数 Ni 小计得分 Dbi
① ② ③ ④

粗过滤网

细过滤网

过滤网底

部

粗过滤网（平面滤网）

细过滤网

l

g j

软水装置

a

过滤网底部

过滤网底部

图 9 过滤系统示意图
内胆底部剖面

内胆底部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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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Ni= ∑Dbi=

备注：
日期：

试验编号：

N=∑Ni

5.5.3过滤系统干态指数 Db的计算

当次评价结果的按公式（5）计算。

Dbt= 1
2�
∑�㈠�………………………………………………（5）

Db按公式（6）计算。

Db=1
i
(�㈠1 + �㈠2 +…… + �㈠i) ……………………………（6）

Db——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态指数；

Dbi——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的评价得分；

N——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计分部件总数；

Dbi——第i次取样的洗碗机内胆与内部件干态指数；

5.6 除异味

5.6.1试验准备

试验环境：该试验过程中，洗碗机内部与环境接触，为了防止异味污染环境，也防止环境影响异味评价结

果，试验应在洁净密闭空间进行（0.3微米粒子数不超过1000个/L），试验前后都要彻底进行空间灭菌或净化。

建议使用 QB/T 5364-2019中附录A规定的30m³试验舱。

试验前待测洗碗机应在空载状态下连续运行2个除异味程序，运行结束后应在4h内进行试验。

试验前采用烘箱（80℃，1h）对所有符合GB/T 20290标准中规定达到5分的干净餐具进行烘干，冷却至室

温后备用。

5.6.2 试验步骤

a)异味样块的制备

火锅味样块的制备：将 150g海底捞（麻辣味）与 500mL水混合，于电磁炉上 2100w加热至沸腾。沸腾

后用 1000w加热 10min至固体完全融化。关闭电磁炉，均衡 30min，按照表 8规定的餐具种类和污染物的量

涂覆 50%的餐具。

将制备好的餐具，环境温度干燥 30min后，与干净餐具交错摆放到洗碗机内运行指定的除异味程序。

对照组则为相同规格的洗碗机，同时进行带有污染物的洗涤试验，在无干态功能的条件下放置相同时间，

并与试验组同时进行异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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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餐具火锅底料涂覆量

序号 名称 涂覆污染物的量/g

1 米饭碗 1.0

2 面碗 2.0

3 深盘 2.0

4 浅盘 2.0

佐料碟 0.5

5 筷子 1/4长度

6 小汤勺 1.0

b）测试程序

样机试验室环境下运行干态程序后，在干态功能结束后的，第1天、第2天、第3天分别进行异味的评价。

若无显示结束，则在试验室环境下放置7天，进行第8天、第9天、第10天除异味测试，干态过程中除评分外洗

碗机应保持关闭状态。

c）异味强度确定

选择6名嗅辨员，嗅辨员的嗅觉检测及挑选方法按GB/T 14675要求进行。

选取 6名嗅辨员分别对试验组样机和对照组样机进行 6 段臭味强度评价。每位嗅辨员判断异味时间不超

过 8s，嗅辨位置应在开门处 10cm左右。按照表 9进行异味强度的评价。

表 9 异味强度评分标准

异味强度 S 分级内容

0 无臭

1 勉强感觉臭味存在（可感知阈值）

2 可认知阈值（认定阈值）

2.5
3
3.5

可轻松认知值（一般标准）

4 较强气味（强臭）

5 强烈气味（剧臭）

d） 计算

将 6名嗅辨员的判定值中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取平均值。异味强度差按照式（7）计算：

P A B  ……………………………….…… （7）
式中：

P —— 臭气强度差；

A ——对照组臭气强度；

B ——试验组臭气强度。

根据异味强度差，按照表 10计算出除异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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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除异味指数评分表

异味强度差 P 除异味指数 S

P≤1.0 0

1.0＜P＜3.0 0.5

P≥3.0 1

� ธ �ธ1
� ��∑ ……………………………….…… （8）

式中：

S——除异味指数；

n——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嗅辨人数，为 4人；

5.7洗碗机干态存储指数计算

洗碗机干态指数由洗碗机的餐具干态指数、洗碗机内胆及内部件干态指数、过滤系统干态指数、除异味指

数根据公式（9）计算得出。

D=20%Dt + 20%Dp+40%Db +20%S………………………………………（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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