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品质和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促使食品保鲜

技术不断进步，以满足消费者对新鲜、营养、健康食品的需求。深冷养鲜技术作为食品保鲜领域的一项重

要创新，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

深冷养鲜技术的核心在于通过极低温度的环境来延长食品的保鲜期。这种技术特别适用于易腐食品，

如肉类、海鲜、水果和蔬菜等。通过深冷养鲜，食品可以在接近其自然状态的环境中保存更长时间，同时

最大限度地减少营养流失和品质下降。

在深冷养鲜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制冷技术的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现代制冷设备的能效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高，而且更加环保。制冷剂的选择也更加注重对臭氧层的保护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技术进步

为深冷养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冷养鲜设备也变得更加智能化。通过传感器和网络技术，可以实时监控食

品的温度和湿度，确保食品在整个供应链中都处于最佳的保鲜状态。这种智能化管理不仅提高了食品保鲜

的效率，还降低了因操作不当导致的食品损耗。

深冷养鲜技术的发展还得益于全球冷链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冷链运输和储存设施的普及，使得食品

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进行长距离运输，而不必担心品质受损。这为食品生产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样化的食品选择。

在深冷养鲜技术的应用方面，超市和便利店通过深冷养鲜技术，能够提供更加新鲜的食品给消费者，

同时减少因食品过期而造成的损失。餐饮业则利用这项技术来保证食材的新鲜度，提升菜品的口感和营养

价值，从而吸引更多的顾客。

目前，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相关的国家标准有GB/T 8059-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该标

准适用于由工厂装配，内部采用空气自然对流或强制对流方式进行冷却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制冷器具。本

团体标准将强调深冷养鲜技术，为用户提供更长时间的新鲜食品保存能力，这在GB/T 8059-2016中并未得

到充分体现。团体标准中将引入了新的试验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制冷器具在深冷环境下的性能表现，

确保产品在实际使用中的养鲜效果，针对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的制冷性能、

温度波动、能耗要求等，急需立项《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该标准，家用

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处于标准空白点，填补标准空白点，明确能耗限额和保鲜

性能要求。《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团体标准的制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

意义：

一、规范市场行为，提升产品质量

随着制冷技术的不断进步，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的种类和功能日益丰富，但市场上也存在着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该团体标准的制定，为制冷器具的深冷养鲜性能提供了明确的评价标准和试验方法，

有助于规范市场行为，淘汰劣质产品，提升整体产品质量。这不仅能够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能够促

进制冷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

二、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生活品质

该团体标准的制定，确保了制冷器具在深冷养鲜方面的性能符合一定标准，能够满足消费者对食品新

鲜度和营养价值的追求。通过提升制冷器具的深冷养鲜性能，可以延长食品的保鲜期，减少食品在保存过

程中的营养流失，从而提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

三、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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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标准的要求，制冷企业需要不断投入研发力量，提升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这不仅能够推动

制冷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还能够促进整个制冷行业的产业升级和转型。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制冷企

业可以生产出更加高效、节能、环保的制冷器具，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四、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

通过制定和执行团体标准，制冷企业可以更加明确地了解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和行

业规范。这有助于减少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同时，团体标准的制定

也有助于提升行业整体的形象和声誉，增强消费者对行业的信任和认可。

五、促进绿色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

该团体标准的制定，注重制冷器具的能效和环保性能，有助于推动制冷行业的绿色发展。通过提高制

冷器具的能效水平和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助于推动制冷行业向更加环保、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海信冰箱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本标准由海信冰箱有限公司、博西华家

用电器有限公司、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捷盛

低温设备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海信冰箱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排，标准

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及标准编

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行业资深专业人员，

行业管理人员。

博西华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广州万宝集团冰箱

有限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澳柯玛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捷盛低温设备有限公司、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生产数据、试验方法，参

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行业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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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5年1月13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

立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编制需要，

海信冰箱有限公司、博西华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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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捷盛低温设备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

定工作组。

4.2.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

准制定工作组完成《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方法》各部分内容，并于2025年1月20

日汇总形成标准草案。

4.2.3 2025年5月13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深冷养鲜要求及试验

方法》团体标准讨论会，与会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

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和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

入讨论。明确了该标准编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5月14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海信冰箱有限公司、博西华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长虹美菱

股份有限公司、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捷盛低温设备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内容：

1、深冷温度范围

器具在深冷模式下的有效控温区间。要求最低温度≤-30℃，温度波动范围≤±2℃，确保食材细胞活

性保持率≥90%，避免冰晶过度生长导致的营养流失。

2、能耗限额

单位容积（L）深冷模式下24小时综合耗电量。要求额定工况下（环境温度25℃）耗电量≤0.15 kWh/L，

较常规冷藏模式（-18℃）能耗增幅≤25%。

3、温度均匀性

腔体内不同区域的温差控制能力。使用多点测温法验证，最高与最低点温差≤3℃，保障食材全域养

鲜效果一致性。

4、环境适应性

器具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运行稳定性：

耐高温性能：在43℃环境中连续运行72小时，压缩机排气温度≤130℃，冷凝器散热效率衰减≤10%。

防潮防结霜：相对湿度80%环境下运行24小时，蒸发器结霜速率≤4g/h，电路板绝缘电阻≥100MΩ。

5、耐久性验证

全生命周期（10年）内深冷模式累计运行能力。要求完成5000小时耐久测试后，压缩机磨损量≤设计

极限值，制冷剂泄漏率≤0.5g/年。

六、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1）核心性能验证

通过模拟极端负载与温控场景，验证深冷功能的关键指标：

1）深冷极限验证：在-35℃设定温度下，测试压缩机连续启停稳定性，确保最低温度达标且波动≤±

1.5℃。

2）能耗效率验证：依据IEC 62552标准，测量深冷模式单位容积能耗，对比常规冷藏模式的能效提升

率。

（2）环境适应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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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温高湿验证：在43℃/80%RH环境中运行96小时，验证冷凝器散热性能及电子元件抗湿热老化能

力。

2）低温冷启动验证：在10℃环境中模拟冷启动，测试压缩机预热时间≤1.5分钟，启动电流峰值≤额

定值110%。

（3）应用场景兼容性验证

1）多食材养鲜验证：针对肉类、海鲜、高端药材等，测试深冷模式下细胞活性保持率（如ATP酶活性

≥85%）、汁液流失率≤5%。

2）电网兼容性验证：在电压波动（198V-242V）条件下，验证功率因数≥0.98，总谐波失真（THD）

≤5%。

6.2 技术经济论证

（1）实验室验证阶段（2022年6月-2023年9月）

完成样机台架测试，优化变频压缩机与真空绝热层匹配设计，深冷模式COP提升至1.9，为量产工艺提

供参数基准。

（2）实际应用验证阶段（2023年10月-2024年1月）

联合家电企业在热带（海南）、温带（上海）地区进行用户场景测试。结果显示：深冷模式下食材保

鲜周期延长至常规冷藏的2.5倍，日均能耗降低15%；高温环境下故障率＜0.08%。

（3）产业化推广阶段（2024年2月-2025年5月）

通过全自动化生产线（如真空绝热板激光焊接工艺）实现规模化生产，单位成本降低18%，产品合格

率≥96%。标准化能效标识（如中国能效标识1级）缩短市场准入周期25%，市场份额年增长12%。

6.3 预期的经济效果

深冷养鲜技术标准的实施将推动行业向高效节能方向转型。预计三年内，标准化产品覆盖50%以上高

端家用制冷市场，带动高效压缩机、纳米绝热材料等供应链发展，采购成本降低12%-15%。技术层面，标

准将促进变频控制芯片国产化，产品通过ENERGY STAR认证，出口份额从3%提升至18%。社会效益上，高能

效深冷技术可减少家庭年均用电量150kWh，助力“双碳”目标，预计年减少CO₂ 排放量30万吨。

七、标准水平分析

7.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7.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7.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7.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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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二、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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