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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器》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标委发〔2021〕23 号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下达 2021 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计划编号：20213089-T-604，项目名称“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

序控制器”进行制定，计划中主要起草单位：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计划完成时

间 2023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计划下达后，2021 年 9 月 8 日标委会发出

通知，开始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

器”制定工作组，由合肥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要起草工作，确定

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对行业内制冷器具用电脑程控器产品的应用现

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国内外的技术资料。

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全面地总结和

归纳，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器》标

准草案初稿，并组织专家对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 

2022年 3 月 31日使用腾讯会议线上召开《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

脑程序控制器》国家标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与会专家针对标准草案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会后，起草组向行业企业有针对性的收集数据，并对草案

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根据第一次工作组会议意见及会后各厂家提供的试验

验证数据，讨论完善《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器》国家标

准工作组讨论稿，于 2022年 5月 12日形成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2022年 12月，标准起草组将征求意见稿进行完善后发

送标委秘书处，2022年 12月 13日开始征求意见，为期两个月，至 2023年

2月 11日截止 

审查阶段： 



 

4 

 

报批阶段：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起草单位：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广州万宝集团压缩

机有限公司、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黄石东贝压缩机有限公司、嘉兴威凯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江苏金通灵光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卡奥斯创智物联科技

有限公司、宁波思朗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赛特勒磁电有限公司、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大磐电器

实业有限公司、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做的工作：李良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并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写，

孔睿迅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其余组员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

文献和资料，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对技术内容进行归纳、总结，曹诗亮、

庄伟玮、景意新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分析，以及文件材

料的编制。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工作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

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

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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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写。在确定本标

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

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技术上的合理

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用电脑程序程控器（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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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运

输、贮存要求。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虽然现有的两项国家标准 GB4706.1中有对电脑程序控制器的概括性一

般要求、GB/T 17499 有对洗衣机电脑程序控制器的要求，但是对于家用及

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器的参数技术设计要求、试验方法等并无

细则进行定义和规范，导致各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器生产厂家水平参差

不齐。 

因此需要制定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器的标准，一方

面为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器的技术要求提供统一规范；另一方面，也为

检测机构提供检测依据，保护消费者利益。 

综上所述，制订本标准是一件针对性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惠

及面广、符合国家当前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的标准化工作任务。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结合我国家用制冷器具电脑程序控制器设计、

生产和使用经验的基础上而修订完成的。起草工作组通过对制冷器具电脑

程序控制器进行出厂检验和现场试验，以及结合用户的现场使用经验，从

各生产企业收集了相关生产研发数据，对企业品控数据进行分析后，确定

了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 

自标准制定工作开展以来，工作组搜集 3 个厂家电脑程序控制器，对

各种样件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试验，获得了较为全面的试验数据，简要如下： 

A 厂家关键技术指标摸底数据（程控器制造商） 

序

号 

测试

项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检验设备 

结 果

判定 

1 
电 气

强度 

按 GB/T 14536.1—2008第

13 章规定方法进行 

无闪络、击穿等

现象 

耐压测

试仪 

OK 

2 
泄 漏

电流 

分别在器具电源线插头的L

端和接地端之间及N端和接

Ⅰ类器具程控器泄

漏 电 流 应 小 于

泄漏电

流测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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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端之间施加1.06倍额定电

源电压，历时1min。 

0.5mA，Ⅱ类器具程

控器泄漏电流应小

于0.25mA。 

 

仪 

3 

爬 电

距 离

和 电

气 间

隙 

按GB/T 14536.1—2008第20

章规定方法进行。 

并按照GB/T 4706.1—2005

污染等级3,材料组Ⅰ获取数

据。 

满足上图要求。 

游标卡

尺 

OK 

4 
耐 燃

实验 

按 GB/T 14536.1—2008第

21 章规定方法进行。 

不得发生击穿或闪

络现象。 

针焰测

试仪 

OK 

5 

耐 漏

电 起

痕 实

验 

按 GB/T 14536.1—2008第

21 章规定方法进行。 

不得发生击穿或闪

络现象。 

耐漏电

起痕测

试仪 

OK 

 

B 厂家关键技术指标摸底数据（程控器制造商） 

序

号 

测试

项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检验设备 

结 果

判定 

1 

热冲

击试

验 

将程控器（不通电）置于试验

箱中，以 70min 为一个周期，

共进行500个周期，如图所示。 

试验结束后所有焊

点无裂纹、气泡等

缺陷，且功能正常。 

高低温冲

击箱 

电子显微

镜 

OK 

2 

高温

高湿

试验 

将程控器通电置于温度为

85℃、湿度为 85%的试验箱

内，持续工作 360h。 

试验结束后，放置

常温下 2 h，所有焊

点无裂纹、气泡等

缺陷，且功能正常。 

湿热箱 

OK 

3 
低温

运行 

将程控器通电置于温度为

-20℃的试验箱内，持续工作

48h。 

试验结束后，放置

常温下 2 h，所有焊

点无裂纹、气泡等

低温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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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且功能正常。 

4 
耐盐

雾 

将程控器置于试验箱内，连续

喷雾 8h 停 16h 为 1 个周期，

持续2个周期取出后冲去表面

盐积物。 

试验结束后，所有

金属部件不应出现

锈蚀，且功能正常。 

盐雾箱 

OK 

5 振动 

将程控器通电置于试验台上，

振幅 1.5mm，频率 10Hz~55Hz

前后、上下振动 10min。 

试验结束后，整体

应无变形、元器件

应无脱焊或损坏、

铜箔应无断裂，且

功能正常。 

振动实验

台 

OK 

C 厂家关键技术指标摸底数据（程控器具制造商） 

序

号 

测试

项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检验设备 

结 果

判定 

1 

静电

放电

敏感

度 

按 GB/T 17626.2-2018规定，

将装有程控器的制冷器具放

置在静电放电台上，制冷器具

运行至平稳状态，分别进行直

接和间接放电。设定接触放电

试验电压±4KV,空气放电试

验电压±6KV，共进行 10次放

电。 

闪烁频率不应大于

放电频率，显示屏

显示异常应在 2s内

消失；空气放电，

正负极性转换时，

程控器不应发生程

序错乱、储存器内

容消失、复位、死

机现象。 

/ 

OK 

2 

电快

速瞬

变脉

冲群 

按 GB/T 17626.4-2018规定，

将装有程控器的制冷器具放

置在测试台上，制冷器具运行

到平稳状态，每项试验正负脉

冲群各持续 2min，耦合方式分

为线对线之间、线对地之间，

试验电压分别为 2 kV和 4 KV。 

各项功能正常。 / 

OK 

3 浪涌 

按 GB/T 17626.5-2019规定，

将装有程控器的制冷器具放

置在测试台上，制冷器具运行

各项功能正常。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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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稳状态，对于程控器的交

流电源输入输出端口进行试

验。 

4 
谐波

电流 

将装有程控器的制冷器具放

置在测试台上，制冷器具运行

到 平 稳 状 态 , 按 GB 

17625.1-2012规定方法进行。 

在整个试验观察周

期内，谐波电流的

平均值不超过应用

限值的 90%；对于单

次谐波，所有的

1.5s 谐波电流平滑

均方根值不大于所

应用限值的 150%。 

/ 

OK 

5 

电压

暂降

和短

时中

断 

按 GB/T 17626.11-2008规定，

将装有程控器的制冷器具放

置在测试台上，制冷器具运行

到平稳状态，对程控器的交流

电源输入端口进行试验。 

试验过程中程控器

不应发生程序错

乱、储存器内容消

失、复位、死机现

象。 

/ 

OK 

此外，工作组还从市场上抽取了多种常见制冷器具用电脑程序控制器产

品，并依据标准条款要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环境试验，经过对比分析，

各主要性能指标均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证明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

和技术要求既先进合理，又切实可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为制定项目。通过标准制定，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

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果，解决了无标可依的问题，保证标准对行

业的引领作用，为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控器的推广及应用提供

技术支撑，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引导和规范家用和类似用

途制冷器具电脑程控器的发展，提升行业的先进性、合理性和适用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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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电脑程控器的流通性和通用性。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无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电自动控制器 程序控制器领域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