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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环保装备（产品）评价技术要求 空气净化器》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背景 

生态文明建设是顺应世界绿色潮流，承担全球共同环境责任的必

然趋势，也是“十三五”规划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015 年，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目标，要求用改革的办法

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资源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大力发展高效能、绿色设计与

制造技术和产品，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正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国务

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

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将绿色消费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

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之一，并提出全面提高标准化水平，加快制定和完

善重点领域及新兴业态的相关标准。如何利用标准化手段，提高绿色

产品、高效能产品的供给，引领绿色产品和高效能产品消费，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现阶段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空气净化器作为一种专业改善和解决室内环境空气污染的健康

电器产品在我国的发展已逾 15 年，使用领域涵盖居室、办公场所、

公共场所、工业厂房、医院等室内环境场所中。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

提高，作为颗粒物的去除能力尤为突出，且辅助增加了微生物、气态

污染甲醛等去除功能的此类产品，已从原先的大众认知进入认可阶段



并被广泛选购。特别是 2013 年后雾霾、PM2.5问题的严峻之后，随着

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对烟尘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提出的更高目标

要求，空气净化器作为室内空气净化领域的一类主要的环保产品，在

治理室内 PM2.5、甲醛和 VOC 空气污染方面发挥着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也迅速作为特殊用途产品开始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家

用电器之一。 

2007年后，国内外大量生产销售企业进军空气净化器产业。2009

年至今，我国空气净化器的年销售量和年销售额一直保持 20%以上的

增长，年产量保持 25%以上的增长，产业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其增长

速度以及随之而带来的能源消耗总量不容忽视；同时，市场和消费者

对空气净化器产品的质量、安全、节能和环保综合性能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因此，制定高效能环保空气净化器评价标准，引导空气净化

器生产企业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进行绿色产品设计开发和生产，

可有效增加该行业的绿色产品供给，使消费者可以更加科学地选择和

使用绿色产品，从而缓解资源能源压力、减少对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危

害。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4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国标委综合【2014】67 号文）的要求，由全国环保产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275）提出并归口管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

组织的《高效能环保设备（产品）评价技术要求 空气净化器》



（20140670-T-303）国家标准制定工作于 2015 年 10月正式启动。 

2、协作的单位 

标准制订过程中，主要的协作单位有：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同济大学、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莱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威凯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大金空调（上海）有限公司、3M 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信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东莞宇洁新

材料有限公司、厦门美时美克空气净化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广东松下环境

系统有限公司、上海爱启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阿波

罗环保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本标准制定分准备、起草、征求意见及修改

等三个主要阶段，自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实施调研，成立标准制订工

作组，到征求意见稿完成，经历 3 次标准制定会议、3 次研讨会和 2

次征求意见，标准起草制订过程历时近 2 年。 

准备阶段：2015年 1月至 2016年 2月，正式启动标准制订工作，

进入制订准备和调研阶段。 

起草、征求意见及修改阶段：2016 年 3 月初，召开标准工作组

第一次工作会议，即标准制订启动会，讨论了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并形成意见，初步成立了标准修订工作组； 

2016 年 3 月，技术指标、测试方法的研究和确定，标准草案的



起草； 

2016 年 3 月底，召开工作组专家第一次专项研讨会，对相关技

术指标、测试方法、草案初稿进行研讨； 

2016年 3 月底至 2016 年 4 月，进一步研究测试方法，形成标准

草案； 

2016 年 5 月初，召开标准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标准草

案，确定了初步技术指标和测试方法并形成意见，并成立了标准修订

工作组； 

2016年 5 月至 6 月，进一步试验验证，完善标准草案； 

2016 年 7 月，召开工作组专家第二次专项研讨会，对相关测试

方法的验证情况进行研讨，制定比对试验工作计划； 

2016年 7 月至 8 月，标准草案第一次工作组内征求意见； 

2016 年 8 月，召开工作组专家第三次专项研讨会，对比对试验

工作进行细化，并沟通主要的意见情况； 

2016 年 8 月底，召开标准工作组第三次工作会议，讨论意见，

再次完善标准草案； 

2016年 9 月初，标准草案第二次工作组内征求意见。 

经过以上工作过程，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关键内容说明 

本标准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试验

方法、计算方法、评价方法以及附录等部分构成。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效能空气净化器综合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

求、试验方法、计算方法、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为

（50～800）m3/h 的空气净化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 

——为工业、医疗、车辆、治理等专业用途设计及腐蚀性、爆炸

性等特殊环境使用的空气净化器； 

——仅采用离子发生技术的空气净化类产品； 

——风道式空气净化装置、新风机等类似的空气净化设备。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列出了 11 个规范性引用文件，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 6

个，推荐性国家标准 4 个，其它文件 1 个。 

（三）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 13 条术语和定义，包括：空气净化器、高效能空

气净化器、额定状态、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室内细颗粒物（PM2.5）、

PM2.5 洁净空气量、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待机功率、净化输入功率、

能效比、能效比衰减率、适用面积、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 

（四）评价要求 

高效能空气净化器评价要求包括评价基本要求及评价指标要求。 

1、评价基本要求 

高效能空气净化器基本要求主要涉及：空气净化器生产制造企业

满足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和保持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对空气净化器的外观质量、主要部件、电气安全、臭

氧发生浓度、紫外线辐射、TVOC 产生浓度、PM10产生浓度、电磁兼容、

有害物质含量和使用说明等提出了要求。 

其中，较产品标准 GB/T 18801-2015规定的要求而言，增加了以

下 4 条要求： 

（1）增加了 4.1.1 条“空气净化器生产制造企业应满足相关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从产品制造端开始即对生产企业的节能环保、

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2）增加了 4.1.2条“空气净化器外观质量不应有指纹、划痕、

气泡和缩孔等缺陷；主要部件应使用安全、无毒无害、无异味、不造

成二次污染的材料制作，并坚固耐用”的要求，对空气净化器产品基

本质量的全面要求。 

（3）增加了 4.1.6条“空气净化器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 GB/T 

26572—2011 以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

定”的要求，从产品角度提出了节能环保的具体考核要求。 

2、评价指标要求 

高效能空气净化器的评价指标要求，包括：技术性能、能源效率、

环境保护、运行安全可靠性等四个方面的指标。 

（1）技术性能指标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PM2.5洁净空气量（标称具备功能时） 



——气体污染物净化效率（标称具备功能时） 

——除菌率（标称具备功能时） 

（2）能源效率指标 

——待机功率 

——能效比 

——能效比衰减率 

（3）环境保护指标 

——噪声（声功率级） 

（4）运行安全可靠性指标 

——适用面积 

——颗粒物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加速老化状态） 

具体指标、评价方法和要求见表 1。 

表 1高效能空气净化器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和要求 

1 技术性能指标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实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 

PM2.5洁净空气量 

（标称具备功能时） 
实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 

（标称具备功能时） 
≥80% 

除菌率 

（标称具备功能时） 
≥99% 

2 能源效率指标 

待机功率 ≤2.0W 

能效比 ≥8.00m
3
/(W•h) 

能效比衰减率 ≤2.0 

3 环境保护指标 
噪声 

（声功率级） 

50 ≤CADR 标称值≤150：≤52dB(A) 

150＜CADR 标称值≤300：≤58dB(A) 

300＜CADR 标称值≤450：≤63dB(A) 

450＜CADR 标称值≤800：≤67dB(A) 

4 安全可靠性指标 
适用面积 标称值应等于计算值 

颗粒物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 一次性使用过滤器更换周期：≥52 周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和要求 

（加速老化状态） 可重复使用过滤器维护周期：≥26 周 

3、评价指标设定的目的和定值的依据 

评价指标和评价指标值的确定，依据如下： 

（1）颗粒物洁净空气量指标，是推算空气净化器产品适用面积

的基本指标，基于现有产品的实际状况，提高了要求，以保证产品的

实际使用效果，进一步保障使用者的人体健康。技术要求定义为“实

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较产品标准 GB/T 18801-2015规定的“实测

值应不小于标称值的 90%”提高了要求，确保了产品的实际效果。 

（2）新增了 PM2.5洁净空气量指标，为标称具备功能时需要符合，

提出了对空气净化器产品有效净化细颗粒物的要求，进一步保障使用

者的人体健康，规定的技术要求与颗粒物洁净空气量的要求一致，为

“实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 

（3）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指标，为标称具备功能时需要符合，

是体现产品对室内空气环境中不同气态污染物净化能力的性能指标，

是指空气净化器产品在其适用面积条件下运行 1h 得到的针对性气态

污染物的理论净化效果，设定的要求能够有效满足有此方面需要的使

用者的需求，同时便于选购者合理的选择。指标值的确定基于现有产

品数据统计分析得到。 

（4）除菌率指标，为标称具备功能时需要符合，以保证有此方面

需要的使用者的身体健康安全。规定的指标值较产品标准 GB/T 

18801-2015规定的 50%提高到 99%。 

（5）能效比（颗粒物）指标，是考量空气净化器产品节能能力



的基本指标。指标值的确定基于现有产品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到，规定

的能效比指标值较产品标准 GB/T 18801-2015规定的最高级（高效级）

的 5.00m3/(W•h)提高到 8.00m3/(W•h)，以引导和推动产品的节能能力；

并针对空气净化器产品的净化能力随使用而快速衰减的特性，新增了

能效比衰减率，保证了全面、合理的评价产品的节能能力，提升了此

类产品节能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6）噪声（声功率）指标，基于对现有产品的调研，提高了要

求，各档的限定值均提高了 3dB(A)，以进一步降低空气净化器产品

对使用环境的噪声影响，保证使用者的人体健康安全，有利于推动此

类产品的设计要求和质量提升。 

（7）评价指标（产品属性）中技术性能要求，新增了颗粒物过

滤器更换维护周期（加速老化状态）指标，保障了产品使用过程中的

安全可靠。 

以上指标，较产品标准 GB/T 18801-2015 规定的要求而言，增加

了能效比衰减率、PM2.5洁净空气量、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标称具备

功能时）、颗粒物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加速老化状态）等要求。 

（五）试验方法 

本部分针对高效能空气净化器相关评价技术指标，列出了对应试

验方法，涉及的依据标准和方法包括：GB 4706.1、GB 4706.45、GB 

21551.3—2010、GB 4343.1—2009、GB 4343.2—2009、GB/T 26572、

GB/T 18801-2015、附录 A 、附录 B、附录 D 和 GB/T 4214.1—2000。 

（六）计算方法 



本部分针对高效能空气净化器相关评价技术指标，列出了对应试

验方法相关的计算方法，涉及的依据标准和方法包括：GB 4706.1、

GB 4706.45、GB 21551.3—2010、GB 4343.1—2009、GB 4343.2—2009、

GB/T 26572、GB/T 18801-2015、附录 A 、附录 B、附录 D、GB/T 

4214.1—2000 和 ANSI/AHAM AC—1—2013。 

（七）评价方法 

符合 4.1评价基本要求及 4.2表 1中评价指标要求的空气净化器，

评价为高效能空气净化器。 

（八）附录 

本标准共有 PM2.5洁净空气量、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等效测试时

间推导、能效比衰减率和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和人工尘的发生与基准

发生量的测定等 5个附录，其中：规范性附录 3个、资料性附录 2 个。 

1、附录 A（规范性附录）PM2.5洁净空气量试验方法 

针对本标准第 4章“评价要求”中 4.2表 1列出的“PM2.5洁净空

气量”指标进行检测的对应试验方法。 

2、附录 B（规范性附录）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试验方法 

针对本标准第 4章“评价要求”中 4.2表 1列出的“气体污染物

净化效率”指标进行检测的对应试验方法。 

3、附录 C（资料性附录）等效测试时间推导 

本标准附录C“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试验方法”中技术参数“等

效测试时间”的推导方法。 

4、附录 D（规范性附录）能效比衰减率和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



试验方法 

针对本标准第 4章“评价要求”中 4.2表 1列出的“能效比衰减

率”和“颗粒物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等两项指标进行检测的对应

试验方法。 

5、附录 E（资料性附录）人工尘发生与基准发生量测定 

本标准附录D“能效比衰减率和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试验方法”

中所用人工尘颗粒物源的发生及其基准发生量的测定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