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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制定背景 

近些年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电饭锅需求的市场越来越大

的同时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品质、性能和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紧跟市场的快速

发展，电饭锅品牌越来越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产品的“内卷”导致行业逐渐

脱离“好锅做好饭”的初衷。因此在国家消费品质量分级政策的引导下，同时为了电

饭锅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规范市场秩序，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贯彻落实

好锅做好饭的理念，我们想要从做出米饭的自身理化指标出发针对电饭锅进行质量分

级。然而，目前国内对电饭锅质量分级没有针对性的国家标准与评价体系。 

在我国电饭锅产业企业的共同商议下，将制定《电饭锅质量分级规则》标准，希望

通过此标准制定，填补我国电饭锅质量分级相关标准的空白，进一步促进电饭锅行业整

体水平的提升，保证产品性能、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4 年 5 月 20 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受邀参加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司召开的产品质量分级研讨会。一周后，根据会议安排，中国家用电器协

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司反馈了《电饭锅产品质量分级工作

方案》。 

2024 年 6 月 18 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四届第三次工作

会议。参会代表一致同意成立电饭锅质量分级标准工作组，并制定相关的评价规范，促

进行业水平整体提升，并为产业发展提供方向。经讨论，由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

司担任组长单位，主笔标准文件起草工作。三日后，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业委员

会向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了本标准项目的立项建议书。 

2024 年 7 月 31 日，经过对协会标准《电饭锅质量分级规则》立项建议的初审、立

项审查及公示，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印发了《关于发布 2024 年度第六

批协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协会标准制定项目 JH-2024-009《电饭锅质量分级规则》

正式立项。项目牵头单位为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业委员会，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相关工作的总体部署，项目周期为 3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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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召集：2024年 7月 1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业委员会完成了对《电

饭锅质量分级规则》标准起草工作组（筹）的参与单位的征集。 

调研筹备阶段：2024 年 6 月-7 月，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委会基于专委会各

成员单位的历史数据，收集整理了有关数据与资料，根据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和发展情

况，搜集和整理技术资料，并进行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和测试摸底工作。浙江苏

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启动标准预备稿编写。 

第一次预备会： 2024年 7月 16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委会在北京召开第

四届第四次会议，会议对标准预备稿进行了讨论。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委会牵

头对《电饭锅质量分级规则》标准预备进行逐条介绍和讨论，并重点对分级标准编写的

基本原则和考评维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讨论，与会各单位一致认为应聚焦煮饭性能，

标准应立足行业引领全球，中国的电饭锅质量分级的 AAAAA 级应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会

议安排各企业会后对米饭膨胀率上限范围进行摸底，并由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杭州松下厨房电器有限公司整理并提交当前国际一流

产品的调研数据及自身可以达到 AAAAA 级水平的产品数据。 

第二次预备会： 2024 年 8 月 2 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委会召开线上专题

会。会上针对各企业提交的煮饭性能（膨胀率、含水率、水分偏差、平整度）数据共 28

组展开了细致讨论，并基于验证情况和历史数据对质量分级标准预备稿中的分级指标进

行了调整。会议决定向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进一步

了解对膨胀率、平整度测试方法的不确定度控制措施和测试过程视频。。 

第一次讨论会：2024 年 8 月 13 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委会在武汉召开协

会标准《电饭锅质量分级规则》讨论会，会议对标准范围、术语定义、测试方法和评定

等级等技术细节逐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了膨胀率、含水率

测试手法资料。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会议代表一致同意调整标准框架，将 5.2改为适

用性原则，分级要求及 5.4 分级方法合并，将原来 7.1.1、7.1.2、7.1.3内容分别划分

为 7.1、7.2、7.3并在 7.2 对于特性产品进行备注，附录 A.1改良高度尺横轴中心固定

直径改为 6mm，表 1数据范围表示方式更新删除原注 2、3并对带有压力电饭锅热效率的

测试进行说明。会后，具备测试能力的工作组成员根据标准草案中 6.1的试验方法进一

步测试，并确定统一的测试手法的。 

公开征求意见：本标准项目于 2024年 8月 16日至 2024年 9月 18日进行公开征求

意见。 



 

- 3 - 

3、主要参与单位 

根据团体标准制订工作程序的要求，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饭锅专业委员会组织标准

的起草工作，组建了《电饭锅质量分级规则》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参与本标准起草工

作的单位有：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杭州松下厨房电器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湛江市家用电器

工业有限公司、广东鸿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飞利浦（嘉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纯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威王集团顺德电器有限公司、广东华强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海尔集团公司、广东三角牌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威凯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家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与GB/T 44164—2024 《消费品质量分级通则》等相关国家政策标准一致；贯

彻执行我国标准化工作精神，尽可能采用国际通用的要求和试验方法。保持标准的先进性

和合理性。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在验证试验的基础上，

参照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外标准，确定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保持标准的科学性

和指导性。 

2．合理性原则： 

本标准从电饭锅的煮饭性能、可靠性和热效率值三个维度出发，对电饭锅煮饭的膨胀

率、水分偏差、含水率、平整度、涂层耐磨能力、开合盖寿命进行等级划分，确保电饭锅

质量分级的客观、稳定评价，遵循本标准可以提高电饭锅的基础指标，合理地引导提升产

品的质量，从而保证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和消费权益。 

3．实用性和前瞻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写格式上遵循国家标准制定的有关规定，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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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编写。 

本标准的编制参考了GB/T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40978—2021 电饭锅、GB/T 44164—2024  消费品质量分级通则、T/CHEAA 0002

—2018  电饭煲烹饪米饭品质评价方法。 

对各个主要品牌的电饭锅产品进行了关键指标的各项试验，从而确保产品优势企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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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良性发展，引导技术薄弱的企业步入技术创新的方向，推动行业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 

 

（二）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的电饭锅的基本要求、质量分级、试验方法、判

定规则、分级标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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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2021.6—2017  电饭锅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40978—2021  电饭锅 

GB/T 44164—2024  消费品质量分级通则 

T/CHEAA 0002—2018  电饭煲烹饪米饭品质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所用的5个术语定义，包括电饭锅、膨胀率、含水率、水分偏差、

平整度。 

4. 通用要求 

本章节给出了电饭锅产品可进行质量分级的前提条件。 

5.质量分级 

本章对电饭锅质量分级的等级及符号进行了规定，并给出了质量分级指标要求表1。 

6. 试验方法 

本章对本标准规定的电饭锅的膨胀率、水分偏差、含水率、平整度、涂层耐磨能力、

开合盖寿命、热效率值的测试方法做了相关规定。 

7. 判定规则 

本章对本标准规定的电饭锅的质量分级判定做了相关规定。 

8.分级标识方法 

本章参考GB/T 44164—2024对本标准规定的电饭锅的质量分级标识方法做了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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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规定了电饭锅煮饭性能、可靠性和热效率值三个维度的测试方法；煮饭性能

试验包括膨胀率、水分偏差、含水率、平整度；可靠性包括涂层耐磨能力、开合盖寿命

的测试。  

电饭锅专委会标准起草工作组单位成员收集各自历年试验摸底数据，对本标准 7项

测试内容针对不同的电饭锅的膨胀率、水分偏差、含水率、平整度、涂层耐磨能力、开

合盖寿命和热效率值分别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于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广

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和杭州松下厨房电器有限公司三家公司。 

1、膨胀率 

抗划伤性是指大米蒸煮膨胀之后米饭体积增加的百分率，本标准膨胀率试验方法等

同采用了 GB/T 40978—2021《电饭锅》中附录 C 的规定进行试验。本标准项目的验证环

节使用了 28个不同配置的电饭锅对该试验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如下： 

表 1 不同电饭锅的膨胀率试验结果 

No. 测试对象 试验结果（%） No. 测试对象 试验结果（%） 

1 东芝 A 148.9 15 松下 C 187.29  

2 东芝 B 184.65  16 松下 D 186.40  

3 东芝 C 184.33  17 松下 E 185.81  

4 福库 A 115.5 18 松下 F 182.05  

5 福库 B 164.90  19 松下 G 179.42  

6 虎牌 A 148.3 20 松下 H 172.41  

7 虎牌 B 187.84  21 苏泊尔 A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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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的 A 162.7 22 苏泊尔 B 171.82  

9 美的 B 167.3 23 钛古 180.69  

10 美的 C 172.8 24 象印 A 188 

11 美的 D 187.19  25 象印 B 165.08  

12 三菱 167.67  26 九阳 A 177.30  

13 松下 A 198 27 九阳 B 178.80  

14 松下 B 167.6 28 九阳 C 179.30  

2、水分偏差 

水分偏差是指整锅米饭不同部位水分含量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本标准水分偏差

试验方法等同采用了 GB/T 40978—2021《电饭锅》中附录 C 的规定进行试验。本标准项

目的验证环节使用了 28个不同配置的电饭锅对该试验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如下：  

表 2 不同电饭锅的水分偏差试验结果 

No. 测试对象 试验结果（%） No. 测试对象 试验结果（%） 

1 东芝 A 7.52 15 松下 C 6.70  

2 东芝 B 3.12  16 松下 D 5.73  

3 东芝 C 2.24  17 松下 E 5.81  

4 福库 A 3.54 18 松下 F 5.16  

5 福库 B 15.05  19 松下 G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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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虎牌 A 3.70 20 松下 H 5.69  

7 虎牌 B 5.44  21 苏泊尔 A 3.2 

8 美的 A 4.89 22 苏泊尔 B 3.06  

9 美的 B 4.68 23 钛古 8.78  

10 美的 C 4.90 24 象印 A 4.87 

11 美的 D 3.25  25 象印 B 5.59  

12 三菱 5.16  26 九阳 A 4.15  

13 松下 A 6.52 27 九阳 B 4.95  

14 松下 B 7.87 28 九阳 C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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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含水率 

含水率是指整锅米饭中水分的质量占总质量的百分率，本标准含水率试验方法等同

采用了 GB/T 40978—2021《电饭锅》中附录 C 的规定进行试验。本标准项目的验证环节

使用了 28个不同配置的电饭锅对该试验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如下： 

表 3 不同电饭锅的含水率试验结果 

No. 测试对象 试验结果（%） No. 测试对象 试验结果（%） 

1 东芝 A 56.59 15 松下 C 62.54 

2 东芝 B 60.76 16 松下 D 62.58 

3 东芝 C 63.48 17 松下 E 63.73 

4 福库 A 53.23 18 松下 F 62.59 

5 福库 B 58.01 19 松下 G 62.97 

6 虎牌 A 57.59 20 松下 H 61.45 

7 虎牌 B 63.94 21 苏泊尔 A 62.38 

8 美的 A 62.10 22 苏泊尔 B 62.2 

9 美的 B 61.65 23 钛古 59.62 

10 美的 C 61.54 24 象印 A 62.51 

11 美的 D 63.65 25 象印 B 60.92 

12 三菱 59.38 26 九阳 A 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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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松下 A 63.36 27 九阳 B 62.60  

14 松下 B 60.94 28 九阳 C 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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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整度 

平整度是指开盖后米饭表面的水平整齐程度，本标准平整度试验方法等同采用了

T/CHEAA 0002—2018《电饭煲烹饪米饭品质评价方法》中 6.1.1 的规定进行试验。本标准

项目的验证环节使用了 28个不同配置的电饭锅对该试验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如下： 

表 4 不同电饭锅的平整度试验结果 

No. 测试对象 试验结果（mm） No. 测试对象 试验结果（mm） 

1 东芝 A / 15 松下 C 14.80  

2 东芝 B 12.78 16 松下 D 13.12 

3 东芝 C 16.78 17 松下 E 8.38  

4 福库 A / 18 松下 F 15.78 

5 福库 B 15.10  19 松下 G 13.07 

6 虎牌 A / 20 松下 H 18.78 

7 虎牌 B 13.69 21 苏泊尔 A 5.34 

8 美的 A 10.1 22 苏泊尔 B 7.66  

9 美的 B 13.2 23 钛古 23.43 

10 美的 C 24.2 24 象印 A 7.93 

11 美的 D 8.88  25 象印 B 10.02 

12 三菱 15.62 26 九阳 A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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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松下 A 6.18 27 九阳 B 9.30  

14 松下 B 19.8 28 九阳 C 8.70  

 

基于多台电饭锅的试验数据分析和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多轮集中讨论，进一步完善

了各性能指标的考评维度、试验方法、评级要求。 

 

五、标准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依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团体标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已通过 

在草案封面征集潜在涉及专利的信息等方式，要求参与本文件编写的组织或个人应尽早 

向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标准涉及专利,同时提供相关专利信息 

及相应的证明材料,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现阶段尚未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其

知悉的专利信息书面通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经过近些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电饭锅作为一件基本的家用电器已进入到千家万

户，电饭锅质量的好坏优劣影响着中国数亿家庭的幸福生活。同时随着人们消费升级国

民对于好产品的需求也愈发凸显，但是近些年市场上充斥着质量参差不齐、价格高低不

一的产品使得消费者不知如何挑选产品。因此，整个行业亟需制定一份客观、科学的评

价电饭锅质量分级的标准，全面深入的对电饭锅各项指标进行考评，充分的保护消费者

权益，推动行业进步、规范市场、响应国家政策。 

因此，本标准的制定是一份针对性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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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本标准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的试验方法和试验要求，统一了电饭锅质量的测试和考评

维度，为企业的质量管理、产品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标准依据。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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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查询到同类的国际、国外标准。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国家法律法规协调一致。本标准发布后将争取得

到国家的质量分级制度的采信。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由各相关企业自愿采标。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本标准正式发布后，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标委会秘书处将根据部分生产商的需求进

行宣贯培训。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实施。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电饭锅质量分级规则》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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