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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标准制定的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用电量迅速攀升，各种家

用电器消耗着越来越多的能源。节能作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产

业发展方针，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国家开始制定强制性能效标准，通过淘汰高能耗产

品，提高产品的能效，以减少能源消耗，节约能源。发展至今，许多家用电器包括电视

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等的能效标准已经制定实施。 

同时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量较低，供需矛盾突出，加之受经济结

构、发展阶段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瓶

颈制约，高效合理利用水资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全民节水行动计划，

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领域，城镇、乡村、社区、家庭等各层面，生产、生活、消

费等各环节，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全社会深入、持

久、自觉的行动，以高效的水资源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如澳大利亚强制性用水效率标准和标识制度）和用能

产品能源效标准和标识制度，对量大面广、节能、节水潜力大的用水器具实施强制性能

效和水效标识制度，是我国节能、节水形势严峻的客观要求，也是规范和引导我国节

能、节水产品市场的重要措施，将有力促进我国节能型、节水型产品的健康发展和行业

进步，对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智能坐便器为传统陶瓷产品与电子智能控制模块相结合的跨界产品，属于耗水、耗

电类产品，一般具有冲洗、臀部清洗、妇洗、暖风烘干、坐圈加热等功能。这类产品在

国外出现的很早，在我国受到推广、形成初步规模是开始于2005年之后，经过这几年迅

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智能坐便器企业、生产商近千家。据专家统计，现智能

坐便器经济总量或可达到500亿元，且潜在的智能坐便器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左右，

市场前景广阔。智能坐便器作为科技、方便、卫生、人性化的产品出现在家居市场中，

受到了热捧，智能坐便器的普及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为配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民节水行动计划和《节能

法》的实施，提高智能坐便器能源、水资源利用效率，引导节能、节水技术进步，促进

智能坐便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制定强制性标准《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

级》，可以以研究确定与国际水平相适应、适合我国国情的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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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淘汰市场上高能耗、水耗产品，提高产品能效、水效。同时，起

到引导市场，鼓励消费者选择高效产品，提高公众的节能、节水与环保意识的作用。并

为生产企业和广大消费者提供指导和服务，进一步推动国家节能、节水与环保事业的发

展。 

二、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竞赛

类卡丁车通用技术条件>等35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18】

73号），项目计划号为20183261-Q-469，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由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组织起草，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担任标准起草工

作组组长。 

立项后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陕西）有限公司重新梳理了与《智能坐便器能效

水效限定值及等级》标准有关的标准制订历程、行业调查报告、企业反馈意见、技术分

析报告等资料，并于2019年1月17日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组织下，正式成立标准起草

工作组，工作组其他成员分别是：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科勒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泉州科牧智能厨卫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厦门欧立、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杜拉维特卫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佛山市家家卫浴有限

公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致洁智

能卫浴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宜来卫浴有限公司、松下家电研究开发（杭州）有限公

司、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特洁尔智能洁具有限公司、浙江英士利卫浴有限公

司、西唯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柏瑞长兴（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卫玺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樱井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舜洁卫生器具有限公司、越阳科技

（厦门）有限公司、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厦门帝恒诺卫浴科技有限公司、福建

省汉舍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宁波吉田智能洁具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法恩洁具有限公

司、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浙江维卫电子洁具有限公司、西马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尚高科技有限公司、埃飞灵卫浴科技有限公司、吉博力（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无锡新海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安彼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优胜卫

厨科技有限公司、潮州市金尔璐卫浴有限公司、厦门路达工业有限公司。 

三、标准制定的依据与编制原则 

（一）标准制定的依据 

按照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和规定，确定标准的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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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原则 

1. 协调性原则 

应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保持一致；同时，既考虑了当前智能坐便器主流企业的智能

坐便器能效水效情况，又考虑了未来智能坐便器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规范的尺寸指

标。贯彻执行我国标准化工作精神，在验证试验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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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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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合理性原则 

本标准从智能坐便器能效等级及限定值、水效等级及限定值两个大方面进行规定，

并详细规定了智能坐便器能耗指标、待机功率指标、清洗用水量指标、冲洗用水量指标

以及冲洗功能、清洗功能和坐圈温度指标，且对其试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科学的

分析，最终形成标准定稿。《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等级及限定值》国家标准的制订，能

够淘汰高能耗、水耗产品，对提高产品的能效、水效，减少能源消耗、节约能源起到良

好的推动作用。 

3. 实用性和前瞻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主要参考了GB/T 6952-2015《卫生陶瓷》、GB/T 34549-2017《卫生

洁具 智能坐便器》、GB/T 35758-2017《家用电器 待机功率测量方法》等标准，结合

了中国智能坐便器行业的发展现状，对消费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同时还对国内外各品牌产品的能效、水效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制订《智能坐便器能

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国家标准直接目的是为了淘汰市场上高能耗、水耗产品，提高

产品能效、水效。同时，也起到引导市场，鼓励消费者选择高效产品，提高公众的节

能、节水与环保意识的作用。 

四、工作过程 

1. 立项阶段。2018年10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正式启动了《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

限定值及等级》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并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交立项申请书，

2018年10月通过家电协会标委会专家组评估并在12月份公开征求意见后正式立项。 

2. 起草阶段。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安排，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陕西）有限公

司组织，于2019年1月17日在西安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对该标准框架进行讨论，并

正式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其中组长单位为：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陕西）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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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副组长单位为：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科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恒洁

卫浴有限公司。 

3. 征求意见阶段。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安排，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陕西）有

限公司组织，于2019年3月17日在云南玉溪召开第二次工作组会议，会上对标准征求意

见稿进行讨论，确定了相关的试验方法，并对标准相关技术指标数据进行重新收集。

2019年4月4日，汇总企业反馈的相关数据后，组织相关企业和行业专家对标准指标、条

款和细节进行进一步讨论和修正，经过讨论、整理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的主要工作内容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坐便器的能效水效限定值、节能节水评价值、能效水效等级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建筑设施内冷水管路上，供水静压力(0.1～0.6)MPa条件下使用的 

一体式智能坐便器、作为整体单元发售的分体式智能坐便器和智能坐便器盖板的能效水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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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5 建筑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919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坐便器 

由机电系统或程序控制，完成智能基础功能的坐便器。 

3.2 一体式智能坐便器 

智能机电控制系统和坐便器不可分开使用的智能坐便器，简称一体机。 

3.3 分体式智能坐便器 

智能机电控制系统和坐便器可以独立分开，经组合后可以使用的智能坐便器盖板部分，简称

分体机。 

3.4 智能坐便器基础功能 

    坐便器智能化的最基本的动作或能力，包括臀部清洗功能、妇洗功能、水温调节功能、坐圈

温度调节功能。 

3.5 智能坐便器辅助功能 

    为提高智能坐便器的健康性能和卫生性能所附加的功能，包括移动清洗功能、喷头自洁功

能、坐圈和盖缓降功能、暖风烘干功能、风温调节功能、喷头调节功能、自动冲洗功能等。 



6  

3.6 智能坐便器扩展功能 

为提高智能坐便器使用舒适性所附加的功能，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功能：坐圈和盖自动启闭

功能、除臭功能、按摩清洗功能、冲洗力度调节功能、遥控功能、灯光照明功能、多媒体功能、

记忆功能、APP功能、WIFI功能、消毒功能等。 

3.7 智能坐便器待机模式 

用能器具在连接到主电源时，提供以下一种或多种面向用户功能或保护功能，且为持续的任

何产品模式： 

——可以通过触发远程开关，内部传感器，定时器来触发其他模式； 

——持续供能：基于传感器的功能。 

3.8 智能坐便器能耗 

依据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计算公式进行实测和计算出的能耗。 

3.9 智能坐便器待机功率  

依据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计算公式进行实测和计算出的待机功率。 

3.10 智能坐便器冲洗用水量 

依据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计算公式进行实测和计算出的冲洗功能用水量。 

3.11 智能坐便器清洗用水量 

依据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计算公式进行实测和计算出的臀部清洗、妇洗功能（含喷头自洁）的

平均用水量。 

3.12 智能坐便器能效限定值 

在标准规定的测试条件下，在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下，智能坐便器所允许的最大能耗。 

3.13 智能坐便器水效限定值 

在标准规定的测试条件下，在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下，智能坐便器所允许的最大冲洗用水量

和清洗用水量。 

3.14 智能坐便器节能评价值 

在标准规定的测试条件下，在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下，节能型智能坐便器所允许的最大能

耗。 

3.15 智能坐便器节水评价值 

在标准规定的测试条件下，在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下，节水型智能坐便器所允许的最大冲洗

用水量和清洗用水量。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在标准规定的测试条件下，智能坐便器应符合其明示执行标准规定的相关要求。 

4.2 冲洗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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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试验项目 

智能坐便器冲洗功能试验项目见表1 

表1  智能坐便器冲洗功能项目 

试验项目 

智能坐便器 

全冲 半冲 

洗净功能 √ √ 

球排放试验 √  

颗粒排放试验 √  

混合介质排放试验 √  

管道输送特性试验 √  

水封回复试验 √ √ 

污水置换试验 

单冲式 √  

双冲式  √ 

卫生纸试验  √ 

4.2.2 洗净功能 

按5.2.2规定进行墨线试验，每次冲洗后累积残留墨线的总长度不大于50mm，且每一段残留墨

线长度不大于13mm。 

4.2.3 排放功能 

4.2.3.1 球排放 

按5.2.3.1规定进行球排放试验，3次试验平均数不应低于90个。 

4.2.3.2 颗粒排放 

按5.2.3.2规定进行颗粒排放试验，连续3次试验，智能坐便器存水弯中存留的可见聚乙烯颗

粒3次平均数不多于125个，可见尼龙球3次平均数不多于5个。 

4.2.3.3混合介质排放 

    按5.2.3.3规定进行混合介质排放功能试验，第一次冲出智能坐便器的混合介质（海绵条和纸

球）应不少于22个，如有残留介质，第二次应全部排出。 

4.2.4 排水管道输送特性 

按5.2.4规定进行管道输送特性试验，球的平均传输距离应不小于12m。 

4.2.5 水封回复 

    按5.2.5规定进行水封回复试验，水封回复不得小于50mm，若为虹吸式智能坐便器，每次均应

有虹吸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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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污水置换 

    按5.2.6规定进行污水置换试验，单冲式智能坐便器稀释率应不低于100，双冲式智能坐便

器，只进行半冲水污水置换试验，稀释率应不低于25。 

4.2.7 卫生纸试验 

    双冲式智能坐便器应按5.2.7规定进行半冲水的卫生纸试验，每次智能坐便器便池中应无可见

纸。 

4.3 清洗功能要求 

4.3.1水温特性 

     按5.3.2规定进行水温特性试验，清洗用水最高档的温度应控制在35～42℃。 

4.3.2喷头自洁 

按5.3.3规定进行喷头自洁试验，喷头前端1/4墨线应被清洗干净，无任何墨线残留。 

4.4坐圈温度 

按5.4规定进行坐圈温度试验，所有坐圈测试点的温度不应小于35℃且不应大于42℃。 

4.5  智能坐便器能效等级 

4.5.1按5.5规定进行能耗试验；按5.6规定进行待机功率试验。 

4.5.2智能坐便器能效分为3级，其中3级能效最低。 

4.5.3 各等级智能坐便器的能耗、待机功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2  智能坐便器能效等级指标 

智能坐便器能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能耗(KW·h) ≤0.040 ≤0.050 ≤0.070 

待机功率

(W) 

带漏电保护

器 
≤1.5 ≤2.0 ≤2.5 

不带漏电保

护器 
≤1.0 ≤1.5 ≤2.0 

4.6  智能坐便器水效等级 

4.6.1按5.7规定进行冲洗用水量试验；按5.8规定进行清洗用水量试验。 

4.6.2智能坐便器水效分为3级，其中3级水效最低。 

4.6.3 各等级智能坐便器的用水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3  智能坐便器水效等级指标           （单位为L） 

智能坐便器水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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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平均用水量 ≤0.4 ≤0.5 ≤0.8 

*冲洗平均用水量 ≤4.0 ≤5.0 ≤6.4 

*双冲式智能坐便器 

全冲用水量 
≤5.0 ≤6.0 ≤8.0 

注：1、每个水效等级中双冲智能坐便器的半冲平均用水量不大于其全冲用水量最大限

定值的70%。 

2、“*”指标不适用于单独销售的分体式智能坐便器盖板产品。 

4.7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限定值 

4.7.1能效等级3级规定的智能坐便器耗电量； 

4.7.2水效等级3级规定的智能坐便器用水量。 

4.8 智能坐便器节能节水评价值 

4.8.1能效等级2级规定的智能坐便器耗电量； 

4.8.2水效等级2级规定的智能坐便器用水量。 

5试验方法 

5.1试验装置 

5.1.1智能坐便器冲洗水量及冲洗功能试验应采用符合附录 A中的 A.1的标准化供水系统。 

5.1.2智能坐便器清洗水量及清洗功能试验应采用符合附录 A中的 A.2的标准化供水系统。 

5.1.3供水系统标准化调试程序 

智能坐便器测试用供水系统应在测试前进行标准化调试。调试具体程序如下： 

a) 将供水水源1调节至静压为(0.24±0.007)MPa。 

b) 打开阀门6，调整阀门4，在(0.055±0.004)MPa动压下，流量计3所测的水流量 

为(25.0±0.2)L/min。 

c) 保持阀门6试验时为全开状态，调试完成后，关闭阀门6。 

d) 调试完成，安装样品。 

5.2冲洗功能试验 

5.2.1试验压力 

重力式智能坐便器供水压力为静压0.14MPa，压力式智能坐便器供水压力为静压0.24MPa。 

5.2.2洗净功能试验 

    将洗净面擦洗干净，在智能坐便器水圈下方25mm处沿洗净面画一条连续的细墨线，启动冲水

装置。观察、测量残留在洗净面上墨线的各段长度，并记录各段长度和各段长度之和，连续进行3

次试验，报告3次测试残留墨线的总长度平均值和单段长度最大值。双冲式智能坐便器还应进行3

次半冲水试验，并报告3次测试残留墨线的总长度最大值和单段长度最大值，精确至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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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排放功能试验 

5.2.3.1球排放试验 

将100个直径为（19±0.4）mm、质量为（3.01±0.1）g的实心固体球轻轻投入坐便器中，启

动冲水装置，检查并记录冲出坐便器排污口外的球数，连续进行3次，报告3次的平均数。 

5.2.3.2 颗粒排放试验 

5.2.3.2.1试验介质 

试验介质如下： 

a) 颗粒：（65±1）g（约 2500 个）直径为（4.2±0.4）mm，厚度为（2.7±0.3）mm，密度为

（951±10）kg/m3的圆柱形聚乙烯（HDPE）颗粒； 

b) 小球：100 个直径为（6.35±0.25）mm 的尼龙球，100 个尼龙球的质量应在 15g～16g 之

间，密度为（1170±10）kg/m
3
。 

5.2.3.2.2试验方法 

正常启动冲水装置一次，然后将试验介质放入坐便器存水弯中，启动冲水装置，记录冲洗后

存水弯中的可见颗粒数和尼龙球数，进行3次试验，在每次试验之前，应将上次的颗粒冲净，报告

3次测定的平均数。 

5.2.3.3 混合介质排放试验 

5.2.3.3.1试验混合介质 

试验混合介质组成如下： 

a）海绵条：尺寸为（20±1）mm×（20±1）mm×（28±3）mm的聚氨酯海绵条20个，新的干

燥密度为（17.5±1.7）kg/m3； 

b）打字纸：定量为30.0g/m
2
，制成（190±6）mm×（150±5）mm试验用纸。 

5.2.3.3.2试验方法 

a) 将20个新海绵条试验前至少在水中浸泡10min； 

b) 将20个新海绵条放在被测智能坐便器存水弯的水中，在水中用手挤压使其排出空气并浸吸

水； 

c) 向智能坐便器存水弯内加水，确保水封为完全水封深度； 

d) 将单张纸弄皱，团成直径约25mm的纸球，每次试验前准备4组纸球，每组8个； 

e) 每次试验前，将8个纸球分别放在盛水容器中，直到水完全浸透； 

f) 将水浸透的8个纸球一个接一个放入便器中并使其随机的分布在海绵条中； 

g) 正常启动冲水装置冲水； 

h) 完成冲水周期后，记录海绵条和纸球冲出智能坐便器的数量，再次冲水，记录留在便器内

的海绵条和纸球数量。 

重复进行4次试验，舍去最差的一组数据，取其余3组第一次冲出数量的平均值，并报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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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冲水是否有残留介质。 

5.2.4 管道输送特性试验 

5.2.4.1试验介质 

用100个直径为（19±0.4）mm，质量为（3.0±0.1）g的实心固体球进行试验。 

5.2.4.2试验方法 

将坐便器安装在符合附录A中规定的试验装置上，将100个固体球放入坐便器存水弯中，启动

冲水装置冲水，观察并记录固体球排出的位置。测定三次。 

5.2.4.3试验记录 

球沿管道方向传送的位置分为8组进行记录，代表不同的传输距离。将18m排水横管分为六

组，由0m～18m每3m为一组，残留在坐便器中的球为一组，冲出排水横管的球为一组。 

试验结果的记录和计算： 

加权传输距离=每组的总球数×该组平均传输距离 

所有球总传输距离=加权传输距离值之和 

球的平均传输距离=所有球总传输距离÷总球数 

 

表4  排水管道输送特性试验结果记录 

传输距离

分组 

球数 
3次冲水每

组总球数 

平均传输

距离/m 

加权传输

距离/m 
第一次 

冲水 

第二次 

冲水 

第三次 

冲水 

坐便器内 1 0 7 8 0 0 

0m～3m 2 0 6 8 1.5 12 

3m～6m 3 1 5 9 4.5 40.5 

6m～9m 4 2 4 10 7.5 75 

9m～12m 5 3 3 11 10.5 115.5 

12m～15m 6 4 2 12 13.5 162 

15m～18m 7 5 1 13 16.5 214.5 

排出管道 72 85 72 229 18 4122 

总数 100 100 100 300  4741.5 

球的平均传输距离=4741.5÷300=15.8 

5.2.5 水封回复试验 

单冲式智能坐便器进行全冲水试验；若为双冲式智能坐便器，则先进行半冲水试验。 

若一次冲水周期完成后，排污口出现溢流，则水封回复值与水封深度值相同，记录结果试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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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溢流出现，则应测量水封深度。在连续完成6个冲水周期；若为双冲式智能坐便器，则按

一次全冲两次半冲的顺序连续完成6个冲水周期，记录每次冲水后所测回复的水封深度； 

在对虹吸式智能坐便器测试过程中，应观察虹吸式智能坐便器每次冲水时是否有虹吸产生；

若有一次未发生虹吸，记录结果，试验结束。 

报告水封回复的最小值；报告虹吸式智能坐便器是否有不虹吸发生。 

5.2.6 污水置换试验 

用80℃的自来水配置浓度为5g/L的亚甲基蓝溶液。 

在试验条件下将智能坐便器冲洗干净，完成正常进水周期后，将30mL染色液倒入便器水封

中，搅拌均匀，由水封中取5mL溶液至容器中，按相应产品的技术要求加水稀释至125mL或500mL

（标准稀释率为25或100），混匀后移入比色管中作为标液待用。 

启动智能坐便器冲水装置，冲水周期完成后，将便器内的稀释液装入与装标准液同样规格的

比色管中，目测与标准液的色差。 

若比标准液颜色深，则记录稀释率小于标准稀释率； 

若与标准液颜色相同，则记录稀释率等于标准稀释率； 

若比标准液颜色浅，则记录稀释率大于标准稀释率。 

5.2.7  卫生纸试验 

5.2.7.1试验介质 

试验介质为6张定量为（16±1.0）g/m
2
，尺寸为（114±2）mm×（114±2）mm的成联单层卫生

纸，卫生纸应符合GB 20810的要求，且应符合下列条件： 

a) 浸水时间不大于3s，应满足以下试验：将该6联卫生纸紧紧缠绕在一个直径为50mm的PVC管

上。将缠绕的纸从管子上滑离。将纸筒向内部折叠来得到一个直径大约50mm的纸球。将这个纸球

垂直慢慢放入水中。记录纸球完全湿透所需时间。 

b) 湿拉张强度应通过以下试验：用一个直径为50mm的PVC管来作为支撑试验用纸的支架。将一

张卫生用纸放于支架上，将支架倒转使纸浸入水中5s后，立即将支架从水中取出，放回到原始的

垂直位置。将一个直径为8mm，质量为（2±0.1）g的钢球放在湿纸的中间。支撑钢球的纸不能有

任何撕裂。 

5.2.7.2试验方法 

将6联未用过的单层卫生纸制成直径大约为50mm～70mm的松散纸球，每组4个纸球。 

将4个纸球投入智能坐便器存水弯中，让其完全湿透，在湿透后的5s内启动半冲水开关进行冲

水，冲水周期完成后，查看并记录坐便器内是否有纸残留，如有残留纸，则试验结束，报告试验

结果。 

如没有残留纸，再重复进行第二次试验；如有残留纸，则试验结束，报告试验结果。 

如没有残留纸，再重复进行第三次试验；如有残留纸，则试验结束，报告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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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洗功能试验 

5.3.1试验压力 

清洗功能试验供水压力为动压0.20MPa。 

5.3.2水温特性试验 

将智能坐便器的水温调节装置设定为最高档，通电30min后开始测试，记录最高温度值。 

5.3.3 喷头自洁试验 

试验步骤如下： 

a) 排尽智能坐便器清洗系统内空气，在正常操作压力和温度下注入水。 

b) 将喷头拉伸出来，用纸巾或卫生纸将喷头擦干； 

c) 喷头擦干后，使用可溶于水的、颜色鲜明的标记笔在喷头上画线；在喷水杆长度方向四等

分的3条定位线处，围绕喷水杆画3个圆圈；然后自喷水杆前端沿长度方向在上面画第4条线至末

端； 

d) 画好线之后，放开喷头使其恢复到原始状态。以开/停的方式让喷头循环两次；让清洗喷头

持续工作5s，然后关闭5s，再重复一次； 

e) 检查并记录是否有任何画线残留。 

5.4坐圈温度试验 

测试环境温度控制在（23±2）℃，测试坐圈温度时，着座感应装置不能导通，试验步骤如

下： 

按图示所示布置热电偶，使用尺寸为 10mm×10mm的铝箔胶带（型号：3M425）覆盖热电偶，

铝箔胶带与热电偶应紧密贴合，中间不得有气泡，胶带中心为热电偶顶端点，且除铝箔胶带覆盖

外的热电偶导线应竖立离开坐圈表面。将智能坐便器坐圈加热置于温度最高模式，接通电源，打

开便盖，非落座情况下，启动坐圈加热功能，保持无风环境，15min后测定图示所示的温度测定点

（不包含电容接触感应区域）坐圈温度。每个点隔 2min测量1次,共测量 5次，取 5次算术平均值

计为该测试点的坐圈温度。 

 

图1  坐圈温度测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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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L——坐圈内空部的长度 

W——坐圈中心线自外框缘部的宽度 

5.5 能耗试验 

5.5.1试验条件 

用于试验的电工仪表精确度等级为0.5级，测量时间用仪表精确度等级不低于0.5%，测量温度

的仪器仪表精确度不低于0.5℃，环境温度为（15±1）℃，进水温度为（15±1）℃，试验环境无

强制对流空气（风速＜1m/s）。调节坐圈温度至最高档，水温至最高档，臀部最大清洗模式，并

按说明书关闭其它所有能关闭的功能。 

5.5.2试验步骤 

将智能坐便器按照说明书安装至正常使用状态，并运行臀部清洗模式1到2个周期，之后在要

求的环境温度下放置1h，达到稳定状态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能耗测试： 

a) 测定开始； 

b) 30s时着坐（着坐感应器开）； 

c) 120s时臀部清洗开始； 

d) 150s时清洗结束； 

e) 180s时离坐（着坐感应关），盖板关闭； 

f) 继续放置至1.5h，并记录1.5h期间消耗电量。 

再次重复以上步骤，取2次的平均值，带漏电保护器的测试值乘以系数0.97。 

5.6 待机功率试验 

自带待机模式或类似模式的，按照其说明书规定的模式进行试验； 

不带待机模式的，关闭其能关闭的所有功能进行试验。 

5.7 冲洗用水量试验方法 

5.7.1试验压力 

         表5  智能坐便器冲洗用水量试验压力          单位为MPa 

冲水装置 水箱式（重力式） 压力式 

试验压力 

 

0.14 
0.24 

0.35 

0.55 

5.7.2 试验步骤 

a)将被测智能坐便器按5.1要求安装在附录A要求的标准供水系统上，连接后各接口应无渗

漏，清洁清洗面和存水弯，并冲水使便器水封冲水至正常水位； 

b)在5.5.1规定的试验压力下，按产品说明调节冲水装置至规定用水量，其中水箱（重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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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水装置应调至水箱工作水位线标识； 

c）按正常方式（一般不超过1s）启动冲水装置，记录一个冲水周期的用水量；保持装置此时

的安装状态，按5.5.1规定调节试验压力，分别在各规定压力下连续测定3次，双冲式智能坐便器

应同时在规定压力下测定3次的半冲用水量，记录每次冲水的静压力、总水量。 

5.8清洗用水量试验 

调节臀部清洗、妇洗至流量最大档，正常运行1次后，进行试验，测量前后喷头自洁功能的用

水量和开始清洗后30秒内的用水量，用水量总和为清洗用水量，臀部清洗和妇洗各测量3次，取6

次的平均值。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标准化供水系统 
A.1 智能坐便器冲洗水量及冲洗性能测试标准化供水系统 

智能坐便器冲洗水量及冲洗性能标准化测试系统示意图见图 A.1。 

 
图 A.1智能坐便器冲洗水量及冲洗性能标准化测试系统示意图 

1—供水水源。试验应为干净水，应能提供0.6MPa的静压。调压范围应不小于0MPa～0.6MPa，在 

0.55MPa动压下，流量不小于38L/min。 

2—气囊稳压罐。要求耐压值大于等于1MPa。 

3—流量计。流量计的使用范围应不小于1.5L/min～38L/min，精度为全量程的1%。 

4—阀门。控制调节阀是市场上可买至的DN32对应的调节阀或类似便利阀。 

5—压力计。压力计的使用范围不小于 0MPa～1MPa， 分度值为10kPa或更优，精度不低于全量程 

的1%。 

6—球阀或闸阀。用于控制通断的人工控制阀，阀门选择球阀或闸阀，与DN20对应的球阀或闸阀。 

7—测试样品。智能坐便器。 

8—集水槽。用于收集盛放待测水量的水槽，容积大于20L。 

9—电子秤。测量范围0-30kg,分辨率0.01kg. 

注：1.整个供水系统的供水管，应使用不小于 DN20的刚性供水管。 

2.原则上与智能坐便器连接的软管使用厂家提供配套的软管进行测试，若未提供，则选用内径不小于10mm，长

度 500mm的软管进行测试。 

A.2 智能坐便器清洗水量及清洗性能测试标准化供水系统 

智能坐便器清洗水量及清洗性能标准化测试系统示意图见图 A.2 



16  

 
图A.2智能坐便器清洗水量及清洗性能标准化测试系统示意图 

1—供水水源。试验应为干净水，应能提供0.6MPa的静压。调压范围应不小于0MPa～0.6MPa，在0.55MPa动压下，流

量不小于38L/min。 

2—气囊稳压罐。要求耐压值大于等于1MPa。 

3—流量计。流量计的使用范围应不小于10ml/min～2500ml/min，精度为全量程的1%，分辨率为10ml。 

4—阀门。控制调节阀是市场上可买至的DN32对应的调节阀或类似便利阀。 

5—压力计。压力计的使用范围不小于 0MPa～1MPa， 分度值为10kPa或更优，精度不低于全量程的1%。 

6—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20℃～120℃，测量精度±0.5℃。 

7—球阀或闸阀。用于控制通断的人工控制阀，阀门选择球阀或闸阀，与DN20对应的球阀或闸阀。 

8—测试样品。智能坐便器。 

9—收集壶。用于收集清洗水量的收集壶，容积大于1000ml。 

注：1.整个供水系统的供水管，应使用不小于 DN20的刚性供水管。 

2.原则上与智能坐便器连接的软管使用厂家提供配套的软管进行测试，若未提供，则选用内径不小于10mm，长

度 500mm的软管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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