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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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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2939《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的第1部分。GB/T22939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吸油烟机的特殊要求;
———真空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的特殊要求;
———微波炉的特殊要求;
———第5部分:电动洗衣机和干衣机的特殊要求;
———电冰箱的特殊要求;
———空调器的特殊要求。
本文件代替GB/T1019—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与GB/T1019—2008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一般要求”“防潮包装”“防霉包装”“防锈包装”“防振包装”的术语和定义(见GB/T1019—

2008的3.1、3.3、3.4、3.5、3.6);
———增加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术语和定义(见3.1);
———删除了“防潮包装”“防霉包装”“防锈包装”“防振包装”“再生材料”的技术要求(见GB/T1019—2008

的4.2、4.3、4.4、4.5、4.6);
———增加了低温存储试验的要求和方法(见4.2.1、5.2.1);
———更改了试验准备的内容(见5.1.1、5.1.2,GB/T1019—2008的5.1);
———删除了试验条件、防潮试验、防霉试验、防锈试验方法(见GB/T1019—2008的5.2、5.3、5.4、

5.5);
———增加了高温存储试验的要求和方法(见4.2.2、5.2.2);
———增加了高温高湿存储试验的要求和方法(见4.2.3、5.2.3);
———增加了静态夹持试验的要求和方法(见4.3.1、5.3.1);
———更改了振动试验的要求和方法(见4.3.4、5.3.3,GB/T1019—2008的5.6);
———删除了直接堆码试验的要求和方法(见GB/T1019—2008的5.7.1);
———更改了堆码试验的要求和方法(见4.3.2、4.3.3、5.3.2,GB/T1019—2008的5.7);
———更改了跌落试验的要求和方法(见4.3.5、5.3.4.1,GB/T1019—2008的5.9);
———更改了包装标志的要求(见第6章,GB/T1019—2008的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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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青岛海尔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海信

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奥克斯空调股

份有限公司、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浙江苏泊尔厨卫电器有限公司、东陶(中国)有限公司、浙江帅丰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科沃斯家用机器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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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中家院(慈溪)电器检测服

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曲宗峰、闫凌、满明强、刘金林、张朋格、李燕华、张艳丽、王英杰、袁海燕、

袁亚涛、穆智慧、苗艳、杨守平、杨检群、李宪彬、官阔荣、闫亮、刘川、李波、张润、李光斌、孙民、赵鸿斌、
严海、徐新。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9年首次发布为GB/T1019—1989,2008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标准编号修改为GB/T22939.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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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2939《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划分为若干部分,由通用要求和特殊要求构成,第1部分

为通用要求,其他部分为特殊要求。对于特殊要求范围涵盖的产品,其包装要求为通用要求与该特殊要

求结合使用。GB/T22939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包装

标识。
———第2部分:吸油烟机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吸油烟机包装的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和包装标识。
———第3部分:真空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真空吸

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包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包装标识。
———第4部分:微波炉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包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和包装标识。
———第5部分:电动洗衣机和干衣机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和干

衣机包装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6部分:电冰箱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冰箱包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和包装标识。
———第7部分:空调器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包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和包装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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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的技术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试验方法,并提出了包装标志选

用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包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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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4857.1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4857.2—2005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部分:温湿度调节处理

GB/T4857.3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3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GB/T4857.4—2008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4部分:采用压力试验机进行的抗压和堆

码试验方法

GB/T4857.5—19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GB/T4857.7—2005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7部分: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

GB/T4857.11—2005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1部分: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GB/T4857.23—2021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3部分: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GB/T12123 包装设计通用要求

GB/T16716(所有部分) 包装与环境

GB/T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householdandsimilarelectricalappliances
在家庭、寓所及类似场合(例如:商店、轻工业和农场等),由非专业人员使用的单相交流供电的器具

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其他器具的额定电压不超过480V的电气器具。
[来源:GB44246—2024,3.1]

3.2
包装 packaging
为在流通过程中保护产品、方便运输、促进销售,按一定技术方法而采用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等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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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名称。
注:也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采用容器、材料和辅助物的过程中施加一定技术方法等的操作活动。

[来源:GB/T4122.1—2008,2.1,有修改]

3.3
包装件 package
产品经过包装所形成的总体。
[来源:GB/T4122.1—2008,2.2]

3.4
包装材料 packagingmaterial
满足产品包装要求所使用的材料。
注:包装材料含可再生利用的材料。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应根据产品的性质、特点和储运条件进行包装设计,并符合GB/T12123、GB/T31268的有关

要求。

4.1.2 产品包装宜考虑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宜采用符合GB/T16716(所有部分)的可重复使用、可回

收、可再生利用的绿色包装。
注:绿色包装指在包装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小、资源能

源消耗少的包装。

4.1.3 产品包装应做到牢固、安全、可靠、便于装卸,在正常装卸、运输和储存期间,确保产品的安全和

使用性能不因包装原因而降低,不应影响销售和用户使用。

4.1.4 产品检验合格后,应在附件、备件(如有附件、备件)及产品使用说明、合格证明、装箱清单等齐全

后进行包装。

4.1.5 应根据包装方式、流通场景以及包装件的防护要求选择测试项目。必要时具体测试项目在产品

特殊要求标准中进行规定。

4.2 气候环境试验要求

4.2.1 低温存储

在低温条件下进行存储和运输的包装件,应按5.2.1的方法进行低温存储试验。试验后:

a) 经视检,包装部件如包装纸箱、缓冲材料、包装袋等不应出现开裂、脱胶等异常;

b) 经视检,包装件外观和结构正常,产品标贴不应出现起翘、脱落、褪色等情况,内部产品不应有

套袋印、材料压印残留。

4.2.2 高温存储

在高温条件下进行存储和运输的包装件,应按5.2.2的方法进行高温存储试验。试验后:

a) 经视检,包装部件如包装纸箱、缓冲材料、包装袋等不应出现开裂、脱胶等异常;

b) 经视检,包装件外观和结构正常,产品标贴不应出现起翘、脱落、褪色等情况,内部产品不应有

套袋印、材料压印残留。

4.2.3 高温高湿存储

在高温高湿条件下进行存储和运输的包装件,应按5.2.3的方法进行高温存储试验。试验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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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视检,包装部件如包装纸箱、缓冲材料、包装袋等不应出现开裂、脱胶等异常;

b) 经视检,包装件外观和结构正常,产品标贴不应出现起翘、脱落、褪色等情况,内部产品不应有

套袋印、材料压印残留。

4.3 机械环境试验要求

4.3.1 静态夹持

在装卸搬运环节中使用夹抱车的包装件,应按5.3.1的方法进行静态夹持试验。试验后:

a) 经视检,包装件外观不应出现破损或裂缝。通过相应的测试试验,确保内部缓冲件的防护性能

符合要求;

b) 经视检,包装件外观和结构不应出现形变、凹陷等,包装标识不能有明显磨损。

4.3.2 堆码

4.3.2.1 压力堆码

在存储环节中有堆码操作的包装件,应按5.3.2.1的方法进行压力堆码试验。开始试验后:

a) 经视检,包装件外包装箱不应出现塌箱、鼓箱、破裂等情况,包装件内部产品外观和结构正常;

b) 经测定,包装件高度的最大压缩变形量不应超过19mm;
注1:此要求适用于5.3.2.1.2中的试验方法a。

注2:根据具体产品包装件的特性定义最大压缩变形量。

c) 经测定,包装件高度与试验前的包装件高度之差应≤15mm/m。
注3:此要求适用于5.3.2.1.2中的试验方法b。

注4:包装件初始高度为施加预压力(或负载)60s后取值,试验后高度为达到负载状态下48h后自动测量取值。

注5:本条款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包装件。

4.3.2.2 静态实物堆码

在堆码操作时可能存在倾倒情况的包装件,应按5.3.2.2的方法进行静态实物堆码试验。开始试

验后:

a) 包装件不应出现倾倒;

b) 经测定,堆码后包装件(最下层)高度与试验前的包装件高度之差应≤15mm/m;

c) 经视检,包装件外包装箱不应出现塌箱、鼓箱、破裂等情况,包装件内部产品外观和结构正常。

4.3.3 振动

在运输环节存在振动情况的包装件,应按5.3.3.1或5.3.3.2的方法进行振动试验。试验后:

a) 经视检,包装件外包装表面不准许有严重磨花,包装材料不应出现开裂、脱胶、鼓包等异常;

b) 经视检,包装件内部产品外观正常,产品结构部件不应出现松动、脱出、断裂。
注:本条款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包装件。

4.3.4 冲击

4.3.4.1 跌落

在装卸搬运及运输环节存在跌落情况的包装件,应按5.3.4.1的方法进行跌落试验。试验后:

a) 经视检,包装件外包装及内部缓冲垫等缓冲材料不准许出现严重破损;

b) 经视检,包装件内部产品外观和结构正常,活动部件运转顺畅,不准许出现开裂、松脱、功能失

效等情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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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条款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包装件。

4.3.4.2 斜面冲击

当包装件某一部位不可进行跌落试验时,其相应部位可按5.3.4.2的方法进行斜面冲击试验。试

验后:

a) 经视检,包装件外包装及内部缓冲垫等缓冲材料不准许出现严重破损;

b) 经视检,包装件内部产品外观和结构正常,活动部件运转顺畅,不准许出现开裂、松脱、功能失

效等情况。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准备

5.1.1 试验前准备

5.1.1.1 样品要求

试验样品为包装好的产品,如进行包装设计定型试验,允许内装与此产品相似的替代品。试验前应

先行对产品进行检查,并记录在报告中。

5.1.1.2 包装材料要求

应确保被测包装件的包装材料完好,没有明显破损。

5.1.1.3 判定规则要求

测试试验前应根据产品特点及包装方式提出具体的判定规则,便于试验后依据该判定规则对试验

样品是否合格进行判定。
注:必要时,具体判定规则在产品特殊要求标准中进行规定。

5.1.1.4 包装件各部位标示编号

试验时包装件各部位的标示,按 GB/T4857.1的规定对试验包装件各部位进行编号,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包装件各部位编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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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预处理

预处理方法如下:

a) 包装件运输到试验地点后应在室温下放置不低于24h后进行试验,并记录温湿度;

b) 按GB/T4857.2的要求,可根据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预处理温湿度;
注:必要时,预处理温湿度在产品特殊要求标准中进行规定。

c) 气候环境试验可以作为单项试验,也可以作为一系列试验的组成部分。

5.2 气候环境试验

5.2.1 低温存储试验

5.2.1.1 试验条件

包装件应在温度-18℃±2℃条件下,放置不少于16h。
注:极端条件下选择-35℃、-55℃。

5.2.1.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符合GB/T4857.2—2005中第4章的要求。

5.2.1.3 试验方法

包装件的低温存储试验按GB/T4857.2—2005中第5章的要求进行。

5.2.2 高温存储试验

5.2.2.1 试验条件

包装件应在温度55℃±2℃条件下,放置不少于16h。
注:特殊需求条件下选择70℃。

5.2.2.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符合GB/T4857.2—2005中第4章的要求。

5.2.2.3 试验方法

包装件的高温存储试验按GB/T4857.2—2005中第5章的要求进行。

5.2.3 高温高湿存储试验

5.2.3.1 试验条件

包装件应在温度30℃±2℃、相对湿度(85±3)%条件下,放置不少于16h。
注:特殊需求条件下选择40℃±2℃、相对湿度(90±3)%。

5.2.3.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4857.2—2005中第4章的要求。

5.2.3.3 试验方法

包装件的高温高湿存储试验按GB/T4857.2—2005中第5章的要求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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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机械环境试验

5.3.1 静态夹持试验

5.3.1.1 试验设备

试验采用夹持设备进行,常用夹板尺寸为:1420mm×1200mm,但不局限于此尺寸。
夹持设备满足以下要求:

a) 压板的工作面应平整;

b) 压板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在承受最大试验负荷时不应变形。

5.3.1.2 试验方法

试验仅针对有允许夹持标识的产品进行,有特殊要求的,按照标识进行操作。
试验方法如下。

a) 将试验样品按正常运输状态放置,根据产品外包装箱上的夹持标识,对可夹持操作面按照e)
中的步骤进行四次夹抱。

b) 将试验样品放置在两夹板之间,夹板最好能完全包裹包装件。如果试验样品太大不能完全被

夹板包裹,则用夹板尽量大面积地夹持试验样品。如果一个样品过小不好操作,则采用两个

(或多个)样品并排放置完成夹持试验。

c) 试验样品要承受持续的夹持力,施加的夹持力可根据产品特点和夹持台数确定。
注1:必要时,施加的夹持力在产品特殊要求标准中进行规定。

d) 试验样品需要被夹起到20cm以上高度并至少维持15s,但不超过60s。

e) 分别按以下4个步骤进行夹持试验,试验示意见图2。
步骤1:夹板完全包裹样机,夹板底部与包装底部平齐。
步骤2:夹板完全包裹样机,按样机高度的四分之一提升夹板。
步骤3:样机向前偏移,偏移量为样机深度的四分之一,夹板底部与包装底部平齐。
步骤4:样机向前偏移,偏移量为样机深度的四分之一,夹板高度同方式2。
注2:特殊产品自行定义测试方案。

注3:必要时,样机向前偏移量根据产品尺寸特性自行定义。

图2 静态夹持试验示意图

5.3.2 堆码试验

5.3.2.1 压力堆码试验

5.3.2.1.1 试验设备

压力堆码试验设备应符合GB/T4857.4—2008中第4章的要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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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2 试验方法

压力堆码试验通常包括两种试验方法,可结合具体物流运输环境以及包装件和产品特征选择下述

其中一种方法进行操作。

a) 试验方法a
将试验样品按试验要求的摆放状态置于下压板中心位置,调节设备至上压板向下移动,使上压板与

样品接触,调节上压板以(10±3)mm/min的相对速度对试验样品连续施加载荷,并记录测试时的环境

温湿度。首先给试验样品施加一个初始预压力(预压力可根据外包装件类型进行选择,具体见表1),达
到初始预压力值并稳定60s后,记录此时样品高度,此高度为样品的初始高度。继续施加试验负载F
[试验负载计算见公式(1)],达到压力负载值后并稳定10min,记录此时样品的压缩变形量。试验后检

查样品包装及包装内部产品的损坏情况,并分析试验结果。如果未达到预定值,试验样品已变形、压坏

或出现危险时,应终止试验。
对于试验负荷小于预压力的包装件在测试时可以不考虑预压力。

表1 压力堆码试验预压力选取

通用材料 推荐预压力/N

单瓦楞和透明包装 222

双瓦楞 445

多瓦楞 2220

蜂窝 445

其他包装 未做要求

  压力堆码试验负载计算按公式(1)。

F=K ×p×(n-1)×g ……………………(1)

  式中:

F ———试验负载,单位为牛顿(N);

K———流通期间劣变系数,K 取值原则见表2;

n ———仓储允许堆放的最大层数;

p ———包装件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g ———重力加速度,取9.8m/s2=9.8N/kg。

表2 劣变系数K 选取原则

包装与产品结构性能 劣变系数

内装物不能有效支撑堆码载荷 4.5

包装内部有硬性材料制成承压结构(如木头、纸护角等),

内装物不能有效支撑堆码载荷
3.0

包装坚固,或内装物能够承载部分载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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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试验方法b
试验样品经预处理后,按照公式(1)计算压力堆码试验负载,劣变系数 K 取值为1.5,施压时间为

48h。

5.3.2.2 静态实物堆码试验

5.3.2.2.1 试验装置

铅锤2个,细线若干,A4空白纸,直尺,铅笔(测试平面应符合GB/T4857.3中水平平面的要求)。
注:其他等效的测试装置适用。

5.3.2.2.2 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如下。

a) 检查测试地面平整度,地面应与正常仓库地面平整度标准一致。试验前应确认堆码无倒塌风

险,保证试验可以正常进行。在任何时刻如果堆码有倾倒的风险可以终止测试。

b) 堆码层数通常根据产品包装箱规定的堆码层数进行堆码。
注1:有特殊要求时按照特殊要求层高进行堆码。

c) 取试验样品完全相同的包装件组,将试验样品置于水平平面上,再将其他包装样品置于试验样

品的顶面上,其中所有测试产品应按相同方向上下对齐摆放。

d) 在最顶部试验样品的顶面、两侧固定悬挂铅锤,示例见图3。

图3 铅锤悬挂示例

  e) 在铅锤点下方放置A4空白纸各一张,用胶带固定在水平平台上,同时以铅锤末端对应到纸面

上的点为原点制作直角坐标系,并以堆码整体高度 H 的2%为半径画圆。

f) 堆码放置时间为28天。
注2:有特殊要求时按照特殊要求时间进行调整。

g) 记录第1、3、7、14、21、28天的铅捶末端对应纸上的点的数据偏差位置,在圆圈范围内为合

格,在圆圈范围外为不合格。

h) 本试验应在安全区域内执行,避免使产品和试验人员受到伤害。在堆码的过程中,出现不稳定

或者倾斜度超出了偏差允许范围时,应立即终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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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振动试验

5.3.3.1 随机振动试验

5.3.3.1.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符合GB/T4857.23—2021中第5章的要求。

5.3.3.1.2 试验方法

将试验样品分别按正常的运输摆放方式放置在振动台上进行垂直振动,仅在样品周围安装护栏加

以保护,护栏与样品间距不小于25mm,确保不限制样品在垂直方向上的运动。如试验样品在正常运

输过程中有不同放置方向,应对试验样品合理分配,覆盖所有可能的放置方向。随机振动频率间断点及

功率谱密度见表3。

表3 随机振动频率间断点及功率谱密度

频率/Hz 功率谱密度/(g2/Hz)

2 0.0005

4 0.012

18 0.012

40 0.001

200 0.0005

加速度均方根(grms) 0.604

  以上试验方法未涉及供运输距离与测试振动时间的相关性。试验样品在每个运输轴向的持续振动

时间宜不少于30min。

5.3.3.2 定频振动试验

5.3.3.2.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符合GB/T4857.7—2005中第4章的要求。

5.3.3.2.2 试验方法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GB/T4857.7—2005中5.6.3或5.6.4的方法进行。

5.3.4 冲击试验

5.3.4.1 跌落试验

5.3.4.1.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4857.5—1992中第4章的要求。

5.3.4.1.2 试验方法

跌落试验参照GB/T4857.5进行,按表4规定提到预定高度,以初速度为零释放进行跌落。可根

据产品结构和特性,自行选择进行跌落部位。当某一跌落部位不可进行跌落时,其相应部位可用斜面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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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试验代替。对于已经进行6面跌落的产品,可不选择进行斜面冲击测试。

表4 包装件跌落方式和跌落高度

包装件质量/kg
跌落方式

(部位、顺序及次数)

跌落高度/mm

流通条件1a 流通条件2b 流通条件3c

X<10

10≤X<20

20≤X<30

一角,三棱,六面

600

550

450

550

500

400

500

450

350

30≤X<45 两底角,四底棱、一底面 400 350 300

45≤X<70 一底角,两底棱、一底面 350 300 250

70≤X<100 两底棱、一底面 300 250 200

100≤X<150 底面(三次) 250 200 150

150≤X 底面(三次) 200 150 100

  a 包装件的运输距离长,转运次数多,装卸条件比较恶劣。
b 包装件的转运次数少,装卸条件优于流通条件1。
c 包装件的运输及装卸条件好,不会受到粗暴的装卸作业。

  注1:被跌落角的选取原则为易损角,被跌落棱的选取原则为易损棱或跌落角组成的棱,无法确定的根据产品特性

自行定义测试方案。

注2:特殊类型产品参照表4对包装件跌落高度及跌落方式自行定义测试方案。

5.3.4.2 斜面冲击试验

5.3.4.2.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4857.11—2005中4.2的要求。

5.3.4.2.2 试验方法

按GB/T4857.11中的方法进行,斜面冲击速度为1.5m/s。斜面冲击试验条件见表5。

表5 斜面冲击试验条件要求

试验顺序
试验样品放置面

(编号)
试验样品承受冲击

的面或棱(编号)
冲击速度/(m/s) 冲击次数

1 3 4 1.5 1

2 3 6 1.5 1

3 3 2 1.5 1

4 3 5 1.5 1

5 3 4-6 1.5 1

6 3 2-6 1.5 1

7 3 2-5 1.5 1

8 3 4-5 1.5 1

  注:通常对包装件未进行跌落的4个侧面进行冲击试验,如需要进行对棱的冲击试验,参照表5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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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包装标志

包装储运及包装材料上的回收图示标志应根据产品特点,分别按照GB/T191、GB/T18455的有

关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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