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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７５３５：１９８４《表面活性剂　家庭机洗餐具用洗涤剂　性能比较试验导则》（英

文版）。

为了提供与本行业其他国家标准一致的文本结构，本标准根据国际标准重新起草。为便于使用，本

标准增加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等四项资料性附录。本标准与ＩＳＯ７５３５：１９８４的技术性差异

在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并在附录Ａ中的表Ａ．１给出了本标准与ＩＳＯ７５３５：１９８４

的有关章条对照表，表Ａ．２给出了本标准与ＩＳＯ７５３５：１９８４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食品用洗涤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太原），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红艳、姚晨之、王裕荣、公培龙、毛建香、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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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进行各种家庭机洗餐具用洗涤剂和冲洗剂的性能比较试验，应考虑一些相关的或显然无关的变

量、特殊的变量及其重要性，这些因素在各国和地区有所不同，取决于：

———由于不同的饮食习惯形成污垢的多样性；

———厨房用具，餐具和刀叉餐具的制作材料；

———水质和可供挑选机洗餐具的局限；

———洗碗机的程序。

考虑到国外家庭洗碗机的普及性，即使在我国还没有普遍使用，但由于该产品在我国已有市场，并

且已有相关的国际标准对洗碗机用洗涤剂性能比较试验有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家

庭机洗餐具用洗涤剂和冲洗剂的性能比较试验的导则。

鉴于已认识到由相似的基础试验方法得到的比较试验资料，对用户是重要且有价值的，本标准规定

了设计试验和评定结果时须考虑的判据。影响所有消费者的首要判据是从被食品和饮料污染的各类家

庭器皿上有效地去除各种污垢，并尽量减少对器皿和洗涤设备的损伤。另一判据是洁净的器皿外观，例

如：无污斑和膜痕。

尽管毒性和生态性质对于家庭中广泛使用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但超出了本标准的范围，故不予

规定。

本标准规定了对于选用的不同洗碗机所设计的最佳比较试验所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如何设计令人

满意的比较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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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　家庭机洗餐具用洗涤剂

性能比较试验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立家庭机洗餐具用洗涤剂性能比较试验的方法及评价方法的导则。

本标准适用于由表面活性剂和助剂等原料配制的固态（包括膏态）或液态机洗餐具用洗涤剂和冲洗

剂的性能测定。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家庭机洗餐具用洗涤剂　犱犲狋犲狉犵犲狀狋狊犳狅狉犱狅犿犲狊狋犻犮犿犪犮犺犻狀犲犱犻狊犺狑犪狊犺犻狀犵

专为用于家庭洗餐具机而配制的洗涤剂。

２．２

家庭机洗餐具用冲洗剂　狑犪狊犺犾狅狋犻狅狀犳狅狉犱狅犿犲狊狋犻犮犿犪犮犺犻狀犲犱犻狊犺狑犪狊犺犻狀犵

专为改善家庭用洗餐具机洗净器具的外观和干燥效果而配制的液态（冲洗时加入更佳）或固态（在

连续洗涤时加入并留在洗餐具机中）产品。

３　要求

３．１　洗涤剂

应选择在保质期内的洗涤剂进行性能特征的测试试验。

如果需比较不同洗涤剂样品的某些物理特征，如：均匀性、密度、溶解度、分散力等，应以包装无破

损、在保质期内的样品，并贮存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３．２　污染器具负荷

３．２．１　污垢

试验最好选用家庭或小吃店正常污染的器具。每一次重复试验要用大小和组成类似的污染器具，

而且由于器具和污垢的多样性，需对每一种试验器具作多次重复试验，以获得有统计意义的结果。污染

物的放置时间不要超过一天。应控制污染的性质和贮放条件，如相对湿度和温度。

可选择的污渍包括：油和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污染食物残渍、茶叶、咖啡、酒中的鞣质、口红、

水果渍及烧焦和烘烤的食物。

正常使用的污染，可在实验室中以常用食品控制涂布于餐具上来模拟。本标准的附录Ｂ采用国内

常用食品，按一定的比例配制成各种污渍，定量地涂布于餐具上进行模拟试验。

３．２．２　一次洗涤和多次洗涤

对曾用过的试验器具，只要在再次使用前经充分清洗，且其表面或保护层未受损伤的话，可进行一

次洗涤评定。一次洗涤法在定义上不表示产品的累积效应，仅部分反映产品的洗涤性能。

为了评价累积效应，如金属失去光泽，结成污渍（如咖啡、茶），对釉面的影响等，应使用重复洗涤法，

即将待试器具经污染、洗涤、贮放，多次重复此循环。

３．２．３　未污染器具

未污染器具可以用来评定污垢再沉积或损伤情况。当进行该目的的评价时，需在污染负荷存在下，

作重复洗涤。

需要注意的是，污垢的再沉积通常主要受洗碗机本身的影响，而不是所用洗涤剂。

１

犌犅／犜２４６９２—２０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