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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本标准参照了欧盟标准EN 60350-1：2013 《 家用电烹调炉灶,灶台,烤炉和烤架.性能测量方法》

和参考相关国内外名企标准，在此基础上提高了对食物煮食性能、烧烤时间偏差的要求进行了优化，

并增加了对温控性能、冷凝水外溢、噪声、烤架的要求。

本标准引用参照如下标准的相关条款：

——本标准能效指数要求及试验方法参照了EN 60350-2013《家用电烹调炉灶,灶台,烤箱和烤架.

性能测量方法》。

——本标准烤箱门玻璃要求及试验方法参照了GB 16410《家用燃气灶具》。

——本标准噪声要求及试验方法参照了GB/T 4214.1《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 测试

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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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浙江省燃气具和厨具厨电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安德电器有限公司、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德意厨具有限公司、宁波欧琳厨房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亿田电器有

限公司、浙江万事兴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帅丰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安佳卫厨电器有限公司、浙江省质

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雅云、林海东、吴伟良、肖惠琨、杨 均、胡军辉、李中正、孙 圣、陈

浩、谢钱波、王 俊、祝剑江、姜彦胥、骆丹煦。



T/ZRC—01—2016

1

嵌入式电烤箱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嵌入式电烤箱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与型号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具有烘焙和烧烤功能的，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的嵌入式电烤箱，

以及具有蒸汽辅助加湿功能的嵌入式电烤箱。

本标准不适用于便携式电烤箱、电蒸箱、户外烤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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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4214.1 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 测试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2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驻立式电灶、灶台、烤箱及类似用途嵌入式电烤箱的

特殊要求

GB 16410 家用燃气灶具

CSB05-1426-2001 漆膜颜色标准样卡

EN 60350-2013 Electric cooking ranges, hobs, ovens and grills for household

use-Methodsfor measuring performance. 《 家用电烹调炉灶,灶台,烤箱和烤架.性能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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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嵌入式电烤箱 built-in electric oven

带门的箱内装有电热元件，将放置在箱烤架或烤盘上的食物加热烘烤的器具，并且打算安装在橱柜

内、墙中预留的壁瓮内或者类似位置。

3.2

炉腔 cavity

嵌入式电烤箱用来烘烤食物的有效空间。

3.3

稳定状态 steady state

嵌入式电烤箱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于炉腔中心温度连续5个波峰值，任意两个值的差值不超过5℃

时的状态。

3.4

温幅 temperature range

嵌入式电烤箱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炉腔中心温度达到稳定状态后的连续5个温度波峰平均值和连续5
个温度波谷平均值的差值。

3.5

烤架 wire rack

一种在烤箱内放置烘烤食物的栅格。

3.6

有效容积 the cavity effective volume

有效容积=有效高度(dm)×有效宽度(dm)×有效深度(dm)，单位为升，L。

3.7

炉心 cavity center

炉腔的几何中心。

3.8

待机模式 standby mode

烤箱连接到供电电源上，仅提供重启动、信息或状态显示（包括时钟）功能，而未提供任何主要功

能的状态。

注：重启动功能是指通过遥控器、内部传感器或定时时钟等方式使器具切换到提供主要功能模式的一种功能。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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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关机模式 off mode

烤箱连接到供电电源上，但是不提供任何待机功能模式和主要功能的一种状态。

注：仅提供关机状态指示（如发光二极管）时，也视为处于关机模式。

3.10

待机功耗 standby mode power

烤箱在待机模式下的有功功率，单位为瓦（W）。

3.11

关机功耗 off mode power

烤箱在关机模式下的有功功率，单位为瓦（W）。

3.12

炉心平均温度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cavity center

烤箱达到稳定状态后，炉心的时间-温度曲线中相邻温度波峰值和温度波谷值的平均值。

4 产品分类

4.1 分类

按控制方式不同分为：调温型，定时型，调温定时型

4.2 标记和示例

4.2.1 产品应按以下方式进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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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产品编号示例：

额定功率为3500W，企业自编号为F102的嵌入式调温定时型带蒸汽功能电烤箱，表示为：

KQWS-3500Z-F102

其中：K——表示烤箱，Q——表示嵌入式，W——表示调温,S——表示定时型，3500——额定功率，

Z——带蒸汽功能。

4.3 结构尺寸

为使嵌入式电烤箱与厨房设备有较好的匹配，嵌入式电烤箱外形宽度（含外露螺钉）为M的整数倍，

见表1。

表 1 整机外形宽度优选尺寸及公差

外形宽度尺寸 6M 9M

尺寸公差，mm
上偏差：－3

下偏差：－8

M为国际通用的建筑模数符号，1M＝100mm

5 特性

5.1 安全性能

符合标准 GB 4706.22 的要求。

5.2 加热性能

加热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加热性能要求

特性 特性值 试验方法

升温时间

嵌入式电烤箱所有工作模式中至少有一个工作模式，炉心温度从

20℃升高到180℃所用的时间小于12min。如果烤箱温度无法达到

180℃，则调到最高温度，炉心温度从20℃升高到最高温度所用的

时间小于12min

6.3.1

温控性能

机械温控

器的烤箱

炉心设定温度与炉心平均温度偏差小于±15℃

6.3.2

炉心设定温度与极限温度偏差小于±25℃

炉心温幅小于25℃

电子温控

器的烤箱

炉心设定温度与炉心平均温度偏差小于±11℃

炉心设定温度与极限温度偏差小于±13℃

炉心温幅小于16℃

5.3 噪声

噪声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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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噪声要求

特性 特性值 试验方法

噪声
嵌入式电烤箱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工作，噪声≤48dB,（A声功

率级）
6.4

5.4 定时器

定时器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定时器要求

特性 特性值 试验方法

定时器时钟功能 定时器最大走时偏差，每12小时小于5s

6.5
定时器定时功能

机械定时器定时偏差小于5%

电子定时器定时偏差小于1%

5.5 材料

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标准规定。

5.6 结构要求

结构要求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结构要求

部件 要求 试验方法

烤架

防止将烤架一次性拉出 -

烤架及其支撑在负重状态不产生变形影响使用，烤架不从支撑上落

下
6.6.1.1

将烤架拉至止位，将力均匀施加于烤架。试验期间，烤架

向下倾斜不能超过 6º且容器不能滑落
6.6.1.2

烤箱门玻璃 嵌入式电烤箱门玻璃耐热冲击不破裂 6.6.2

5.7 防冷凝水外溢装置

防冷凝水外溢装置应满足冷凝水不能流入烤箱的安装柜体内的要求，试验方法见6.7。

5.8 食物烘烤性能

食物烘烤性能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食物烘烤性能要求

烘烤食物分类 要求 试验方法

烤面包片
面包片符合低烤色（1级～3级）、中烤色（4级～6级）、

深烤色（7级～9级）的要求见附录A
6.8.1

烤牛肉块 牛肉块几何中心达到（59±1）℃的时间小于90min。 6.8.2

烤饼干 饼干正面和反面色泽符合标准CSB05-1426-2001里面4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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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Y06、49 Y07、50 Y08的颜色见附录B

烤海棉蛋糕
蛋糕色泽均匀，表面色泽符合色卡CSB05-1426-2001里

面51 Y09、49 Y07、50 Y08的颜色见附录B
6.8.4

5.9 能效

能效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能效要求

特性 特性值 试验方法

待机功率 待机功率小于1W
6.9.1

关机功率 关机功率小于0.5W

能效指数 嵌入式电烤箱至少有一个工作模式能效指数小于110 6.9.2

注：本条款中的待机功率、关机功率不适用带 wifi功能的烤箱。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的基本要求

6.1.1 一般试验条件

a) 环境温度： 20℃±5℃；

b) 相对湿度： ≤ 90%；

c) 大气压力：86kPa ～ 106kPa；

d)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6.1.2 试验用的仪器、仪表

试验用的仪器、仪表应符合表8要求：

表 8 试验用的仪器、仪表

用途（试验项目） 仪器仪表名称
规格

范围 精度或最小刻度

升温时间测定
秒表 — 0.1s

定时器测定

升温时间测定、温控性能测定
热电偶 0℃～500℃ 0.1℃

温度采集仪 0℃～500℃ 0.1℃

噪声测定 声级计 40 dB～120 dB 1 dB

玻璃冷热突变测定 水银温度计 0 ℃～50 ℃ 1℃

待机功耗、关机功耗测定 功率表 0W ～ 1000W 0.01W

额定功率测定 功率表 0W ～ 5000W 0.1W

能效指数测定 电能表 0 kW·h～ 500 kW·h 0.1 kW·h

6.2 安全性能试验

嵌入式电烤箱安全性能试验按GB4706.22要求进行，应符合5.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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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加热性能试验

6.3.1 升温时间试验方法见表 9，试验结果应符合 5.2的规定。

表9 烤箱升温时间

特性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试验方法

升温时间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5℃，额定电压、额定频率，烤箱放置在测试柜内。

试验状态：

烤箱内不放入任何物品，温度设定为最高温度。

试验方法：

——热电偶利用烤架固定在炉心，如图1所示。

——当烤箱炉心温度与室温相同时烤箱开启，测量从开始工作到烤箱炉心温度达到180℃时

所需的时间，用式（1）计算升温时间。

Tc = T x ……………………………………………………………………………… (1)

式中：Tc——升温时间（烤箱内温度从20℃上升到180℃所需时间），单位为分（min）；

T——实测时间，单位为分（min）；

t——室温，单位为摄氏度（℃）。

图1 热电偶和烤架

6.3.2 温控性能试验方法见表 10，试验结果应符合 5.2的规定。

表 10 烤箱温控性能试验

特性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试验方法

温度波峰值和温度

波谷值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5℃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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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放置在测试柜内

试验状态：

烤箱内不放入任何物品，炉心温度设定为180℃。

试验方法：

——热电偶利用烤架固定在炉心,如图1所示。

——开启烤箱，用数据采集仪记录炉心温度点的变化（从开始工作到稳定状态），如图2

所示。

炉心设定温度与炉

心平均温度偏差

用式（2）计算炉心平均温度

T1 = ………………………………………………………………………………………(2)

式中：T1——炉心平均温度，单位摄氏度（℃）；

Tf——烤箱达到稳定状态后，5个连续波峰温度的平均值，单位摄氏度（℃）；

Tg——烤箱达到稳定状态后，5个连续波谷温度的平均值，单位摄氏度（℃）。

用式（3）计算炉心设定温度与炉心平均温度偏差

D = 180 - T1……………………………………………………………………………………(3)

式中：D——炉心设定温度与炉心平均温度偏差，单位摄氏度（℃）；

T1——炉心平均温度，单位摄氏度（℃）。

炉心温度设定值与

极限温度值偏差

用式（4）计算炉心温度设定值与炉心温度波峰值的偏差值

Ta = 180 - Tf ………………………………………………………………………………… (4)

式中：Ta——单位摄氏度（℃）；

Tf——烤箱达到稳定状态后，5个连续波峰温度的平均值，单位摄氏度（℃）。

用式（5）计算炉心温度设定值与炉心温度波谷值的偏差值

Tb = 180 - Tg …………………………………………………………………………………(5)

式中：Tb——单位摄氏度（℃）；

Tg——烤箱达到稳定状态后，5个连续波谷温度的平均值，单位摄氏度（℃）。

炉心温幅

用式（6）计算炉心温幅

Tc = Tf - Tg……………………………………………………………………………………(6)

式中：Tc——单位摄氏度（℃）；

Tf——烤箱达到稳定状态后，5个连续波峰温度的平均值，单位摄氏度（℃）；

Tg——烤箱达到稳定状态后，5个连续波谷温度的平均值，单位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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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温度示例图

6.4 噪声试验

6.4.1 声学环境应符合 GB/T 4214.1 第 4.4 条的要求。

嵌入式电烤箱要安装在测试柜内，测试柜背靠消声室的墙面，设定嵌入式电烤箱以额定电压工作。

工作 30min 后，分别测试周围的 6 个点的声压级。每个点的声压级应符合 5.3 的规定。测试点分布如图

3 所示。

图 3 噪声测试点位置图

6.4.2 测试点坐标，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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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噪声测试点分布

测试点 X坐标 Y坐标 Z坐标

1 2a 0 0.5c

2 a b 0.5c

3 a -b 0.5c

4 2a b c

5 2a -b c

6 a 0 c

用式（7）、（8）、（9）计算各测试点的坐标距离

a = （d+ l1）/2……………………………………………………………………………………………………………(7)

式中：a ——测试点2、3、6 X坐标轴方向距离，单位毫米（mm）；

l1—— 嵌入式电烤箱（连同橱柜）的长度，单位毫米（mm）；

d —— 1000mm。

b = d+ l2……………………………………………………………………………………………………………………(8)

式中：b ——测试点3、4、5 Y坐标轴方向距离，单位毫米（mm）；

d —— 1000mm；

l2 —— 嵌入式电烤箱（连同橱柜）的宽度，单位毫米（mm）。

c = 2 l3………………………………………………………………………………………………………………………(9)

式中：c ——测试点4、5、6 Z坐标轴方向距离，单位毫米（mm）；

l3—— 嵌入式电烤箱（连同橱柜）的高度，单位毫米（mm）。

6.5 定时器试验

定时器试验方法见表 12，试验结果应符合 5.4 的规定。

表 12 定时器试验

特性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试验方法

定时器时钟偏差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5℃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试验方法：

——嵌入式电烤箱接通电源，定时器开始工作，秒表同步计时，12小时后记录秒表时间。

用式（10）计算定时器最大走时偏差

t = 43200 - tx…………………………………………………………………………………… (10)

式中：t ——定时器最大走时偏差，单位秒（s）。

tx——定时器显示走时12小时后，秒表的走时，单位秒（s）。

定时器定时偏差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5℃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试验方法：

——设定烤箱定时工作时间为60min，开始工作，秒表同步计时。

用式（11）计算定时器定时偏差

p=｜｜100%………………………………………………………………………………(11)

式中：p——定时偏差百分数

te——试验结束时，秒表的时间，单位为秒（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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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结构试验

6.6.1 烤架试验步骤

6.6.1.1 一个装满沙子或粒状物的容器放在烤箱烤架上。重物的总质量数值（单位千克，kg）等于

烤箱220倍的有效空间（以m
3
为单位），或24kg，两者取较小者。将中间放有容器的烤架插入并尽可能

将其推进到另一面侧壁。将它在该位置上放置1min后再抽出。然后再插入，尽可能推进到另一面侧壁，

并放置1min。该试验在烤架的每个支撑位置重复，烤架及其支撑都不能产生变形影响再次使用，并且

烤架不能从支撑上落下。

在烤架每个支撑位置试验开始前烤箱中心平均温度200ºC±4ºC时重复上述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5.6的规定。

6.6.1.2 当烤架完全被抽出到达止动位置或者限动器允许的最大距离时，烤架前边缘超过烤箱门关

闭时内部前表面平面的距离不小于160mm，在烤架中心部位加以表13规定的静荷载，使用角度仪测量

烤架与水平面的夹角。试验结果应符合5.6的规定。

表 13 测试负载

烤箱容积（L） 力（N） 容器侧边尺寸（mm）

20 ≤容积 ≤ 40 50 160

˃ 40 80 200

6.6.2 烤箱门玻璃试验

玻璃耐热冲击试验见表14，试验结果应符合5.6的规定。

表 14 烤箱门玻璃

特性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试验方法

烤箱门玻璃耐

热冲击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5℃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试验方法：

接通电源，将烤箱温度设定在230℃，当炉心温度达到230℃±10℃时，30min后打开烤箱门，将0.2L

温度为15℃±5℃的水在5s内倒在烤箱内玻璃面板的中心，待玻璃的温度恢复到室温时检查有无破裂。

6.7 防冷凝水外溢试验

在高度为40mm的容器内装2L的水，放置在烤架上，处于炉心位置。烤箱设定180℃(如果温度达不到，

则调到最高设置)工作60min。试验结果应符合5.7的规定。

6.8 食物烘烤性能试验

6.8.1 烤面包片

将厚度相同的新鲜面包片放置到烤架上，组成面包片矩阵，如图4所示。矩阵在烤架正中间，宽度

大于烤箱有效宽度的80%，长度大于烤箱有效深度的80%。将装载面包片的烤架放置在烤箱内适合烧烤位

置。待面包片明显变色后取出，观察整体有效上色程度。应符合5.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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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面包片矩阵

6.8.2 烤牛肉块

a) 选取一块2.2kg±0.1kg重的牛里脊肉作为测试负载，要求里脊肉为圆柱体形状，长度为40cm

±1cm，如图5所示。

b) 选定烤箱工作模式，温度设定为160℃，关上烤箱门预热，当烤箱炉心温度达到160℃时，打开

烤箱门，将牛肉块放置在烤架上，处于炉心位置，热电偶插到牛肉块的中心位置，关上门开始计时烘烤，

当牛肉块中心温度达到59℃±1℃时读取秒表时间。试验结果应符合5.8的规定。

图 5 大块牛肉

6.8.3 烤饼干

a) 选择中筋面粉 250g、发酵粉 5g、水 20g、黄油 120g 进行和面。把面皮切成厚度 3mm、直径 50mm

的圆形面饼。面饼排成方形矩阵，相邻面饼间距为 60mm，如图 6所示。整个面饼矩阵的宽度大于烤箱

有效宽度的 80%，长度大于烤箱有效深度的 80%。

b) 在烤架上铺一层烘焙纸。将烤箱设定为自然对流模式，温度设定为180℃，关上烤箱门预热。

当炉心温度达到180℃时，打开烤箱门，把放有面饼的烤架放入烤箱内。关上烤箱门开始烘烤，待饼干

烤熟后，从烤箱内取出。用色卡比对饼干表面的颜色。试验结果应符合5.8的规定。

c) 在强制对流模式下，烤箱内放入两层面饼烤架进行烘烤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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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面饼矩阵

6.8.4 烤海绵蛋糕

a) 制作海绵蛋糕食材（一份）：白面粉 100g、玉米粉 100g、发酵粉3g、细白砂糖150g、3个鸡

蛋 （55g到60g带壳）、30ml 热水 （约45ºC）。

b) 使用打蛋器将鸡蛋蛋白与细白砂糖充分打发成蛋白糊，再将混合好的白面粉、玉米粉、发酵粉、

鸡蛋蛋黄倒入蛋白糊中，充分搅拌。

c) 在直径260mm ± 5mm，高65mm ± 5mm的容器内底部抹少许黄油，把混合好的食材均匀的放置

到容器内。

d) 装有食材的两个容器交叉放置在适合烘烤的位置，如图7所示。烤箱设定为自然对流工作模式，

温度设定为180℃。待蛋糕中心被烤熟，取出冷却。观察蛋糕表面状态及颜色。试验结果应符合5.8的规

定。

图 7 海绵蛋糕放置

e) 相同条件下，烤箱设定强制对流模式，温度设定为180℃，此时烤箱内放置两层烤架，每层烤

架上放置两个装有食材的容器，呈交叉放置，如图8所示，重复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8.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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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蛋糕放置

下层蛋糕放置

图 8 双层海绵蛋糕放置

6.9 能效试验

6.9.1 待机功率和关机功率试验方法见表 15，试验结果应符合 5.9 的规定。

表 15 待机功率和关机功率试验方法

特性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试验方法

待机功率和关

机功率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5℃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试验状态：

——烤箱放置在温度为15℃至25℃，湿度为45%至75%的环境里6小时，使烤箱整体温度处于20℃

±5℃。

试验方法：

1 短时功率测量法

——本试验方法仅适用于所选模式和功率稳定的情况。如果在5分钟内所测量的功率变化小于5%，

则认为功率已稳定，在此情况下可直接读取仪器显示的功率值。

——将待测烤箱连接到测量仪，并选择被测量的模式。在烤箱经过至少5 min以使功率达到稳定

后，用测量仪测量功率消耗，时间不应小于5 min。测量期间功率值变化小于5%（从观察到

的最大功率值得到），可认为功率已稳定，记录5 min时的测量仪上的功率。

2 平均功率法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所选模式或测量功率不稳定的情况，也适用于所有模式稳定的情况。

——将待测电烤箱连接到测量仪，选择被测量的模式并监控功率消耗。平均功率采用以下“平均

功率法”或“累积能量法”来确定：

a）平均功率法：在选定时间段内测量仪记录一个真平均功率，该选定时间段大于5 min。

b）累积能量法：测量仪能累计用户选定时间段内的能量消耗，该选定时间段大于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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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时间段使得能量和时间的总记录值大于测量仪（包括功率测量仪和时间测量仪）分辨

率的200倍。用累积的能量值除以测量时间以得到平均功率。

示例1：如果一个仪器的时间分辨率为1 s，则要求其累计的最小值为200 s。

示例2：如果一个仪器的能量分辨率为0.1 mW·h，则要求其累计的最小值为20 mW·h。

——如果功率超过一个循环周期（如数分钟或数小时）在变化，则测量平均功率或累计能量所选

定的时间段为一个或多个完整周期以获得代表性的平均值。

6.9.2 能效指数试验

能效试验方法见表16，应符合6.9的规定。

表 16 烤箱能效试验

特性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试验方法

实测耗电量

试验条件：

——烤箱以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供电。

——环境温度： 23℃±2℃；

——相对湿度： ≤ 90%；

——大气压力：86kPa ～ 106kPa。

标准物体——测试负载砖块技术要求：

——干燥情况下的密度：（550±40）kg/m
3

——全孔隙度：77%

——干燥时的质量：（920±75）g（不包括热电偶质量）

——吸水量：（1050±50）g

——尺寸：230mm x 114mm x64mm（±0.5mm）

——六个面的加工公差±0.5 mm

试验方法：

烤箱在选定工作模式下以不同炉心温升试验 3 次。当在自然对流模式“ic”下试

验，温度设定为能使炉心稳定状态下平均温度分别为（T+140)℃±10℃、（T+180)℃±

10℃、（T+220)℃±10℃；当在强制对流模式“if”下试验，温度设定为能使炉心稳定

状态下平均温度分别为（T+135)℃±10℃、（T+155)℃±10℃、（T+175)℃±10℃。T

为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a） 负载砖预处理

——砖块放置在强制对流模式下的烘箱内烘干，烘干时间为 3 小时，且烘箱温度大

于 175℃（在一个烘箱内不能有超过 2 块砖同时进行烘干）；砖块在移出烘箱后

3min之内必须秤重，烘干后的质量（md）须为（920±75）g。

——热的砖块冷却至 25℃以下，热电偶插入烘干后砖块孔洞。热电偶需固定在孔深

32mm处，并且保证测试过程中不得移位，如图 9所示。

注：由于砖块的多孔结构，在移除及插入热电偶时孔洞不得变大。

——砖块放入水温低于 20℃的容器，水完全浸过砖块，然后将容器放在冰柜内（5

±2）℃至少 8 小时。

b） 试验步骤

——烤箱炉心温度的预测试（不放砖试验）：将烤箱连接到电源上，设定好工作模

式（强制对流或自然对流模式），设定烤箱工作温度，烤箱开始工作。测量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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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炉心稳定状态下平均温度，如不在范围内，则调整设定温度直到炉心稳定状

态平均温度满足要求。记录烤箱炉心实际平均温升。

——取出冰箱中处理好的砖块称质量：取出冰箱里的砖块，让其自然滴水 1min，称

出质量 mw（单位为 g），同时测量砖块中心温度，砖内两个热电偶的读数须为

（5±2）℃。砖内水的质量（包括热电偶）m = mw - md， m 须为 1050g±50g;

——将称完质量的砖块放入烤箱：处理好的砖块放置在烤箱最接近炉心的位置，且

砖块最大接触面积部分放置在烤架上，插热电偶的面朝上。砖块的长边平行于

烤箱的门。砖块几何中心不能高于烤箱炉心。

——烤箱开始烘烤砖块并记录数据：烤箱开始运行，记录从烤箱开始工作至砖块内

热电偶读数升温至55K的耗电量、砖块升温到55K的时间。

——试验过程中记录如下数据

在自然对流模式“ic”试验，炉心稳定状态平均温度为（T+140)℃±10℃时，

记录的数据：

—— 从烤箱开始工作至砖块内热电偶读数升温至55K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

时（kW·h）

—— 炉心实际平均温升， K

—— 加热砖块的时间，单位为秒（s）

在自然对流模式“ic”试验，炉心稳定状态平均温度为（T+180)℃±10℃时，

记录的数据：

—— 从烤箱开始工作至砖块内热电偶读数升温至55K的耗电量，单位千瓦

时（kW·h）

—— 炉心实际平均温升， K

—— 加热砖块的时间，单位为秒（s）

在自然对流模式“ic”试验，炉心稳定状态平均温度为（T+220)℃±10℃时，

记录的数据：

—— 从烤箱开始工作至砖块内热电偶读数升温至55K的耗电量，单位千瓦

时（kW·h）

—— 炉心实际平均温升， K

—— 加热砖块的时间，单位为秒（s）

在强制对流模式“if”试验，炉心稳定状态平均温度为（T+135)℃±10℃时，

记录的数据：

—— 从烤箱开始工作至砖块内热电偶读数升温至55K的耗电量，单位千瓦

时（kW·h）

—— 炉心实际平均温升， K

—— 加热砖块的时间，单位为秒（s）

在强制对流模式“if”试验，炉心稳定状态平均温度为（T+155)℃±10℃时，

记录的数据：

—— 从烤箱开始工作至砖块内热电偶读数升温至55K的耗电量，单位千瓦

时（kW·h）

—— 炉心实际平均温升， K

—— 加热砖块的时间，单位为秒（s）

在强制对流模式“if”试验，炉心稳定状态平均温度为（T+175)℃±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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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数据：

—— 从烤箱开始工作至砖块内热电偶读数升温至55K的耗电量，单位千瓦

时（kW·h）

—— 炉心实际平均温升， K

—— 加热砖块的时间，单位为秒（s）

c) 自然对流模式计算实测耗电量

用式（12）计算S
ic
：

S
ic
= ……………………（12）

用式（13）计算B
ic
：

B
ic
=………………………………………………………… (13)

用式（14）计算实测耗电量：

=S
ic
·180+B

ic
……………………………………………………………………………

……(14)

d）强制对流模式计算实测耗电量

模式用式（15）计算S
if
：

S
if
= ……………………………（15）

用式（16）计算B
if
：

B
if
=……………………………………………………………(16)

用式（17）计算实测耗电量：

=S
if
·155+B

if
……………………………………………………………………………

……(17)

基准耗电量

——有效尺寸的测量：使用如图10的测量工具，放置到炉腔进行测量，测量过程中调节工具的长

度，使两个圆铁饼正好抵住测量位置的面，此时两个铁饼端面的距离即为需要测量的尺寸，

如图11所示。如果烤箱腔体有沉台或者压筋时，要考虑测量工具的圆饼是否可以放置在沉台

内，如果可以放置，则计算尺寸时应考虑此距离。反之则不考虑沉台距离。

——有效容积的计算。

用式（18）计算有效容积V：

V = h×w×

d………………………………………………………………………………………(18)

式中：V——炉腔有效容积，单位为升（L)；

h——炉腔有效高度，从烤箱炉腔底部面到顶加热管底部面的垂直距离视为炉腔有效高度，单

位为分米（dm）；

w——炉腔有效宽度，从烤箱炉腔左边内侧壁到右边内侧壁之间的水平距离视为烤箱的有效宽

度。如有可拆卸导轨支架，则去掉导轨支架，再测量。单位为分米（dm）；

d——炉腔有效深度，烤箱门关闭，从炉腔内后壁到门内壁的水平距离，视为烤箱的有效深度。

如有循环风机，则是循环风机盖板外侧面到门内壁的水平距离，单位为分米（dm）。

用式（19）计算SECelectric cavity基准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SECelectric cavity =

0.0042V+0.55………………………………………………………………… (19)

式中：SECelectric cavity——基准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V——炉腔有效容积，单位为升（L)。

能效指数 自然对流模式用式（20）计算能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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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式中：——自然对流模式每个炉腔的能效指数；

ECelectric cavity——实测耗电量；

SECelectric cavity——基准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强制对流模式用式（21）计算能效指数：

= ……………………………………………………………………………(21)

式中：——强制对流模式每个炉腔的能效指数；

ECelectric cavity——实测耗电量；

SECelectric cavity——基准耗电量(单位 kW·h)。

a，2根热电偶；b，热电偶之间的距离为50mm；c，热电偶和砖块打孔孔径为1mm；

d，砖块孔深度为32mm，热电偶插入孔最底部

图9 砖块

中间杆是可以伸缩的

圆铁饼直径D=200mm

图10 有效高度、有效深度、有效宽度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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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为有效宽度，h为有效高度，d为有效高度

图11 有效尺寸测量方法示意图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嵌入式电烤箱检验一般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监督检验。

7.2 检验规则

7.2.1 出厂检验

7.2.1.1 逐台检验

每台电烤箱出厂前检验下列项目：

a) 功率

b)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c) 接地电阻

7.2.1.2 抽样检验

按 GB/T 2828.2 的规定进行，使用模式 A。若产品批量不符合 GB/T 2828.2 中模式 A 的规定，对全

部产品进行检验。

7.2.2 型式检验

7.2.2.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批量生产时进行周期检验，每年至少一次；

d)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2.2 检验项目

如无特殊规定，按照表 6 的顺序依次进行所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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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

产品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见表 17。

表 17 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

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 条款

A 安全性能 5.1

B

加热性能 5.2

材料 5.5

食物烘烤性能 5.8

能效 5.9

C

铭牌标志 8.1.2

使用说明书 8.1.3

包装 8.2

噪声 5.3

定时器 5.4

结构 5.6

防冷凝水外溢 5.7

7.4 不合格品的判定准则

a) 有一个 A 类不合格，称为 A 类不合格品；

b) 有两个 B 类不合格或一个 B 类两个 C 类不合格，称为 B 类不合格品；

c) 有四个 C 类不合格，称为 C 类不合格品。

8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识

每台嵌入式电烤箱均在适当位置安装铭牌，其标识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制造商名称及商标；

c)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d) 生产日期或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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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使用说明书

用户说明书包括以下：

a) 产品名称、型号；

b) 外形和安装尺寸；

c) 供电方式及安装方法；

d) 使用、维护、保养方法和注意事项；

e) 产品附件的名称、数量、规格；

f) 售后服务事项；

g)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8.3 包装

包装箱上标明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

b) 制造商名称；

c) 商标；

d) 生产日期或出厂编号；

e) 质量（毛质量和净质量），单位为千克（kg）；

f) 包装箱外形尺寸：长 × 宽 × 高，单位为毫米（mm）；

g)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h) 产品执行标准。

i) 包装箱内应附带用户使用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保修单等附件。

8.4 运输

8.4.1 嵌入式电烤箱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防止剧烈震动、挤压、雨雪淋袭及化学品侵蚀。

8.4.2 搬运轻拿轻放、堆码整齐，严禁翻滚和抛掷。

8.5 贮存

8.5.1 产品贮存在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性及无有害气体的仓库中。

8.5.2 嵌入式电烤箱按型号分类存放，堆码高度考虑包装箱承受强度，并便于取放，不宜超过堆码极

限，防止挤压和倒垛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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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面包片烤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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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面包片烤色图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漆膜颜色标准样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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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Y06 49 Y07 50 Y08 51 Y09 53 YR06

图 B1 CSB05-1426-2001 漆膜颜色标准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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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测试柜

图 C.1 测试柜

图中：

h——测试柜内部高度，h=hn + (5.5±3.5)mm

hn——制造商安装说明中给定的安装开口高度。如果是一个范围，则是这个范围的最小值。

w——测试柜内部宽度，w=wn+ (7.5±3.5)mm

wn——制造商安装说明中给定的安装开口宽度。如果是一个范围，则是这个范围的最小值。

d——测试柜内部深度，d=dn + (7.5±3.5)mm

dn——制造商安装说明中给定的安装开口深度。如果是一个范围，则是这个范围的最小值。

注：使器具能够位于测试柜中心，并保证器具不接触测试柜。

测试柜材料要求：19mm 厚未经处理的密度板（硬纸板）或未经处理的胶合板，密度在 600 kg/m3和 750 kg/m3之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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