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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ＳＮ／Ｔ１６６７《进出口机电产品检测方法》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音视频和类似设备功耗的测量；

———第２部分：彩色液晶显示器件电光性能的测量；

———第３部分：家用电器待机功率的测量。

本部分为ＳＮ／Ｔ１６６７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在技术内容方面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２３０１：２００５《家用电器待机功率的测量》，并根据行业标准实

际使用情况，做了编辑性修改，同时增加了４．３中国供电电源的标准。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水生、杜青安、颜伟民、唐军、林金强、李盛杰、陈靖源、陈丹薇。

本部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Ⅲ

犛犖／犜１６６７．３—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２３０１：２００５



进出口机电产品检测方法

第３部分：家用电器待机功率的测量

１　范围

ＳＮ／Ｔ１６６７的本部分规定了待机模式下电源功耗的测量方法。它适用于全部由电源供电和使用

其他燃料，如燃气、燃油、部分由电源供电的家用电器。

本部分不规定安全和最低性能要求，也不规定有关功率或能耗的最大限值。

注１：本部分可能适用于其他低功率模式。

注２：特定用途产品能耗和性能的测量要求通常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规定，本部分不涉及这部分内容。

注３：在本部分中，“器具”指的是家用电器或设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ＳＮ／Ｔ１６６７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ＩＳＯ出版物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Ｓ

ＢＮ９２６７１０１８８９）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　国际电工词汇　电气、电子测量和测量仪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Ｖｏｃａｂｕｌａ

ｒ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第１３１部分：电磁回路（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第３１１部分：和测量有关的通用术语（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ｒｍ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第３１２部分：和电气测量有关的通用术语（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ｒｍ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第３１３部分：电气测量仪器的类型（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注：与ＩＥＣＴＣ５９有关的家用电器能量和性能测量标准参见附录Ａ。

３　术语和定义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ＳＮ／Ｔ１６６７的本部分。

３．１

待机模式　狊狋犪狀犱犫狔犿狅犱犲

当器具与电源相连、并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使用时，使用者不可能关断（或影响）、并且可能维持一

段不确定时间的最小功耗模式。

注：和器具主要功能的特定用途相比，待机模式通常为非运行模式。

待机功率用 Ｗ表示。

３．２

测量功率　犿犲犪狊狌狉犲犱狆狅狑犲狉

按第４章测量的有功功率。

３．３

额定功率　狉犪狋犲犱狆狅狑犲狉

由制造商为器具规定的输入功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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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额定电压　狉犪狋犲犱狏狅犾狋犪犵犲

由制造商为器具规定的电压。

３．５

额定频率　狉犪狋犲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

由制造商为器具规定的频率。

３．６

有功功率　犪犮狋犻狏犲狆狅狑犲狉

取一个周期的瞬时功率的平均值（见ＩＥＣ６００５０）。

注：大部分测量仪器取一系列周期（交流周期）来计算有功功率的平均值，这些仪器读数符合本部分的规定。

３．７

瞬时功率　犻狀狊狋犪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狆狅狑犲狉

取在一个端口（负载的终端）上的瞬间电压值和电流值的乘积（见ＩＥＣ６００５０）。

４　通用测量条件

４．１　通用要求

除非另有规定，测量应在４．２～４．５规定的条件和仪器下进行。

４．２　测量环境

测量应在一个器具附近空气气流速度≤０．５ｍ／ｓ的房间内进行。在整个测量过程中，环境温度应

维持在２０℃±５℃。

注：一些产品和模式的功率测量可能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如照明、温度）。

４．３　供电电源

测量电压与额定电压的偏差应不大于±１％，测量频率与额定频率的偏差应不大于±１％。

除非制造商规定了电压和／或频率，若额定值不明确，器具测量时应按与该国标准电压和频率不大

于±１％的偏差进行供电（见表１）。

表１　一些地区典型的标准供电情况

国家／地区 标准电压和频率ａ

欧盟 ２３０Ｖ，５０Ｈｚ

北美 １１５Ｖ，６０Ｈｚ

日本 １００Ｖ，５０／６０Ｈ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２３０Ｖ，５０Ｈｚ

中国 ２２０Ｖ，５０Ｈｚ

ａ　只针对单相值，一些单相供电电压值可以是标准电压的２倍值（变压器中间抽头），三相电压值是单相电压值

的１．７３倍。

４．４　电源电压波形

在规定模式下测量时，供给器具的电源谐波总量不得超过２％（最高包含至第１３次谐波）。谐波总

量定义为相对于基波１００％时，各分量均方根（ｒ．ｍ．ｓ）的总和。

测量电压的峰值必须在其有效值的１．３４倍至１．４９倍之间。

４．５　功率测量准确度

在有功功率≥０．５Ｗ时，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下，测量不确定度≤２％；在有功功率＜０．５Ｗ 时，在

９５％的置信水平下，测量不确定度≤０．０１Ｗ。测量有功功率的功率测量仪器至少要有０．０１Ｗ 的分

辨力。

注：参见附录Ｂ和《ＩＳＯ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以了解更多的细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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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测量

５．１　通用要求

制定本测量方法目的在于确定维持在一个随机周期内待机模式的有功功率。只要根据５．３的规

定，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进行测量，则认为是足够的。

注１：一些器具在关闭后（或者在一开始接通电源时），在降到一个较低功率的状态前，可能先处在一个较高功率的

状态上，或者过一段时间才回到一个较低功率的状态上。

注２：当器具具有模式自动转换功能时，可能需要在试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动顺序反复操作多次，以保证在记录测量

结果和完成报告之前，模式转换顺序被完全理解并记录下来。参见附录Ｃ以获取更多的指导。

注３：一些主要器具的典型模式参见附录Ｄ。

根据本部分，功耗确定如下：

当功率值稳定时，记录有功功率；或

当功率值不稳定时，通过一个特定的周期来计算平均有功功率，或者选择记录一定周期内的能耗，

再除以时间，得到功率值。

注：通过一定周期的能量累加来计算平均有功功率是等效的。能量累加器（基于有功功率）比测量者通过一个指定

周期来计算平均有功功率更普遍。

５．２　器具或设备的选择和准备

本部分测量只在一个器具上进行。

器具必须按照制造商说明书进行准备和设置，除非说明书和本部分存在矛盾。如果制造商没有提

供说明书，则按出厂要求或“默认值”设置；若没有这种设置说明，则按器具交付的待机状态进行测量。

注：电池供电（便携式）的器具待机模式通常要求器具和充电器或机座分离。

５．３　测量过程

５．３．１　被选模式为稳定状态

本方法适用于模式和被测量功率为稳定时的状态。根据本部分，在３ｍｉｎ内，若功率测量值变化小

于１％，则认为是稳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读数即为有功功率。

连接被测器具（或设备）到功率计，选择测量模式，观察功率值，让被测器具（或设备）至少稳定工作

５ｍｉｎ。当功率计读数稳定后，若负载不出现周期变化或突变时，则可以直接从功率计上读取负载的有

功功率。如果器具再工作５ｍｉｎ后，读数依然稳定，则记录的数据即为该模式的测量功率。

５．３．２　其他测量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模式或被测量功率为不稳定时的状态。然而，它同时还适用于所有稳定模式。当对

器具的工作和稳定模式存在疑问时，它也可以作为推荐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测量者选择的周期来

计算平均功率值或能量累加值。

连接被测器具（或设备）到功率计，选择测量模式（这可能需要一系列操作，而且需要等待被测量器

具自动进入指定模式），观察有功功率。通过下面描述的平均功率法或能量累加法来计算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法：适用于测量仪器能够在测量者选定的周期内，记录准确的平均功率，选定的周期不小

于３ｍｉｎ（除非包含其他工作周期，见下文）。

能量累加法：适用于测量仪器能够在测量者选定的周期内累加能量，选定的周期不小于３ｍｉｎ（除

非包含其他工作周期，见下文）。累加周期必须保证能量和时间的记录值比测量仪器的能量和时间分辨

力高２００倍。通过累加的能量值除以时间来计算平均功率值。

注１：为了保证单位的一致性，建议上面单位采用 Ｗｈ和ｈ，给出值为 Ｗ。

注２：例１，如果测量仪器时间分辨力为１ｓ，则测量的累加时间至少２００ｓ（３．３３ｍｉｎ）。例２，如果测量仪器能量分辨

力为０．１ｍＷｈ，对于这台测量仪器，则至少累加至２０ｍＷｈ（对于０．１Ｗ 的负载，需要１２ｍｉｎ；对于１Ｗ 的负

载，需要１．２ｍｉｎ）。注意时间和能量分辨力必须同时满足读数要求。

如果功率在一个周期内是变化的（如功率状态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按一定顺序变化），则为了获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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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平均值，计算平均功率和累加能量所选定的周期必须拥有一个或多个完整的循环周期。

注３：如何将功率值转化成能量值可参见附录Ｅ。

６　测量报告

在测量报告中，必须记录以下信息。

６．１　器具（设备）信息

———商标、型号、规格和序列号；

———如果适用，产品的描述；

———额定电压和频率；

———制造商信息。

６．２　测量参数

———环境温度（℃）；

———测量电压（Ｖ）和频率（Ｈｚ）；

———电源供电系统的总谐波失真；

———有关测量仪器、设置和电气测量线路的信息或文件。

６．３　每个适用模式的测量数据

———平均功率，单位为 Ｗ，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对于负载≥１０Ｗ，必须报告三位有效数字；

———使用的测量方法（见５．３．１和５．３．２）（在５．３．２情况下，应注明使用的是平均功率法或能量累

加法）；

———如果适用，累加的能量值和测量时间（ｓ／ｍｉｎ／ｈ）；

———描述如何选择或编辑器具的模式；

———当器具模式自动变化时，到达测量模式的顺序；

———任何有关被测器具（设备）的操作说明。

６．４　测量和实验室信息

———测量报告编号或参考编号；

———测量日期；

———测量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测量人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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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与犐犈犆犜犆５９有关的家用电器能量和性能测量的出版物目录

　ＩＥＣ６０２９９《家用电热毯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３１１《家用或类似用途的电熨斗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３１２《家用真空吸尘器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３５０《家用电灶、烤架和烤炉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３６９《家用地板擦光机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３７９《家用贮水式电热水器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４３６《电动洗碗机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４４２《家用和类似用途的面包片电烘烤器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４５６《家用洗衣机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５０８《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熨烫机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５３０《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水罐和电水壶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５３１《家用室内电加热器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５３５《喷气扇和调速器》

ＩＥＣ６０６１９《电动食品加工机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６６１《家用电动咖啡机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６６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交流排气扇和调速器》

ＩＥＣ６０６７５《家用直接式电加热器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７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微波炉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０８７９《循环电扇和调速器的性能与结构》

ＩＥＣ６１１２１《家用滚桶式烘干机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１１７６《手持式电动圆锯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１２５４《家用电动剃须刀　性能测量方法》

ＩＥＣ６１５９１《家用吸油烟机　性能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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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测量不确定度的确定

　下述内容摘自ＲＲＣｏｏｋ的《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估》，在１９９９年由澳大利亚ＮＡＴＡ公布，图书编号

ＩＳＢＮ０９０９３０７４６６。更多的信息可参考该书或ＩＳＯ出版物《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

任何测量（测量的主体）可以通过测量值得到一个接近准确的真值。在测量值和真值之间，测量误

差也不尽相同。通常测量值不可能准确地重复，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用来描述误差范围以及“模糊”或分

散情况的参数。这个参数称做测量不确定度。它以测量值为中心，给出范围和真值的分布概率。通常

（但不全是）范围的正负限值是相等的。

不确定度声明必须提供相关的置信概率才有意义，如需要声明真值在给定范围内的分布概率。

在本部分中选择９５％置信水平的理由是：

———在大部分欧洲、北美和亚洲，它已是通常的惯例。

———在ＩＳＯ的《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中，假设合成不确定度是一个接近正态的分布。９５％的置

信概率接近２倍的标准偏差。普遍认为对于大部分测量系统来说，接近正态分布的合成不确

定度若是标准偏差的２倍才是比较可靠的，若较小则不可靠。

———接近９５％置信度，可以简单地从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乘以２获得。

评估不确定度步骤如下：

———保证所有的修正和校准可以正确地应用在读数上。

———建立测量系统模型，列出所有对最终结果有影响的分量。

———决定每个分量按Ａ类或Ｂ类评估（详细可参考ＩＳＯ的《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Ａ类分析

使用重复性测量和统计方法，以减小随机误差和噪声造成的影响。Ｂ类分析使用工程方法（非

统计方法）来估算最恶劣情况下限值或测量偏差（基于仪器准确度、校准数据、规格等———从第

三方来的代表性数据）。

———合成所有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给出总的测量不确定度。

更多的信息可参考ＩＳＯ的《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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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有关低功率模式的测量说明

　在典型的待机和其他低功率模式（通常小于１０Ｗ）中，可以发现存在许多小负载的功率测量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与测量仪器对电流波形的准确响应能力有关。下面将简要讨论这些要点。

有功功率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在于测量器具在特定状态下的有功功率。然而，在很多低功率模式中，电流波形

不象正弦波，因此需要保证测量仪器有足够的扫描速率，以便能够捕捉到普通的非正常电流波形（如脉

冲或尖峰信号）。为了确定有功功率，测量仪器必须在每个循环周期中将瞬时的电流值和电压值相乘数

百次（大约１５ｍｓ一次）。大部分数字仪器将这些值累加起来，并在一秒内显示一次或二次平均有功功

率。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产品在低功率模式下有功功率通常小于１０Ｗ（有些可能会很小），这点很重

要。这不仅与小电流有关，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和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不一致有关。

峰值因数

峰值因数定义为电流峰值和电流有效值的比值（或电压峰值和电压有效值的比值）。对于纯正弦

波，峰值因数为１．４１４，而对于纯恒定直流负载，载峰值因数为１．０。在通常情况下，假设供电电源内阻

能保证在待机小负载时电压波形还是保持通常的正弦波（注意４．４允许的供电电源谐波要求），因此，关

心的主要参数是它的电流和波形。在测量中，关键的是仪器使用的峰值因数要比实际负载的峰值因数

大，否则电流峰值会被“削掉”，合成的功率将不准确。大部分仪器每个量程的额定输入功率均标有对应

的额定峰值因数。通常情况下，随着与选择输入量程有关的实际负载变得越小，使用的峰值因数将增

大。如果选择的量程太大，则测量准确度将变差。较好的仪器当使用的峰值因数超过时，会显示“量程

溢出”。注意在待机负载情况下，峰值因数典型值为３，在一些情况下最高可达１０。为了保证测量准确

度，较好的仪器会提供有关如何解决高峰值因数负载的指导。

功率测量仪器

一般情况下，若数字功率分析仪准确度至少为０．５％或更高，则可以很好地满足本部分对仪器和不

确定度的要求。通常传统使用的旋转盘式千瓦时功率计不符合这些要求（不管是准确度要求还是测量

方法）。

下面是一些针对有关功率测量仪器的普遍建议：

———功率分辨力１ｍＷ或更高；

———在额定量程内，有效电流峰值因数为３（或更大）；

———电流最小量程为１０ｍＡ（或更小）。

对于测量仪器来说，比较理想的是，能够在任何测量者选择的时间间隔内，准确地测量平均有功功

率（最准确和最通常的方法是，通过仪器内建的数学公式，将累加的能量除于时间间隔）。另外，作为可

选择的方法之一是，在任何测量者选择的时间间隔内，测量仪器能够累加能量，能量分辨力小于或等于

０．１ｍＷｈ，累加的显示时间分辨力等于或小于１ｓ。

电流波形的谐波成分

当电流波形在相位上同电压波形一样，是一个纯正弦波时（如电阻加热负载），在电流波形上没有谐

波成分。然而，与低功率模式有关的一些电流波形有很高的失真，在一个典型的交流周期内，电流可能

出现一系列的短尖峰或脉冲。这明显意味着，电流波形是由一系列更高次谐波组成的，它们是基波

（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的倍数。大部分数字功率分析仪对精确测量低功率模式中的高次电流谐波是没有问

题的。然而，这里推荐的功率仪器必须能够测量到至少２．５ｋＨｚ的谐波成分。必须注意比４９次

（２４５０Ｈｚ）谐波更大的谐波分量通常和有功功率无关。作为测量标准，功率测量仪器的扫描频率必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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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是与功率有显著关系的最高谐波分量频率的两倍。

循环周期或脉冲负载的影响

一些负载在待机状态下可能具有循环周期或脉冲特性。我们不可能通过功率计读取通常的有功功

率来确定待机功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能够在测量者选择的合理周期内（如几分钟），可以测量准

确平均功率的功率计，或能在几分钟内（建议大约５ｍｉｎ，这取决于仪器的时间和能量的分辨力，以及负

载的功率数量级和特性）累加能量的仪器。

一些负载具有循环周期特性，在一段时间后可能是进入稳定状态（通常数十分钟后），然后短时间内

进入一个较高或较低的能量状态（如加热器运行、对一些电容充电、或暂时将一些元器件关闭或打开）。

一些产品只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吸收一个能量脉冲。在这种情况下，在测量之前理解产品的特性是很

重要的。当不同能量状态有一个“规则”的循环周期时，在确定平均功率时，必须验证所有的循环周期。

为了更好地理解产品的特性，用负载显著变化作为触发器来触发一台阴极射线管示波器，可以帮助验证

负载的特性。

非对称电流波形（直流成分）

由于供电电源配置和设计的原因，一些小负载（如那些与待机有关）可能导致电流的不对称性。它

们在交流电压周期内只吸收正或负极性部分。这在由交流电压供电的直流电源负载成分中比较明显。

大部分数字功率分析仪在测量功率时适用于低频或直流成分。然而，准确测量任何使用输入变压器，如

电流变压器这种电流波形是不适合的，变压器输入的直流成分是观察不到的。因此，对任何功率计来

说，使用直接并联输入方式来测量电流是很关键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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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一些主要器具的典型模式

　背景

本附录用示意图形式列出一些可能具有待机功耗或其他与低功耗有关模式的常见器具的配置情

况。影响器具功耗的主要元器件在下述每种模式（Ａ～Ｇ）中予以举例和说明。

　辅助功能

这是一种完成主要负载辅助功能的一种模式。辅助功能通常需要消耗少量电力。一些辅助功能可

以用独立开关来切断与供电电源的连接。辅助功能在图Ｄ．１中用ＳＵＢ表示，辅助功能例子有：

———工作负载的电源遥控功能（通过一个遥控电源开关有效控制）；

———在完成功能后自动断开负载（电源自动开关）；

———显示（可能显示工作模式、程序、状态或时钟等）；

———因存储器和时钟功能所需的低电压供电；

———因电子控制和开关所需的低电压供电；

———电磁兼容（ＥＭＣ）滤波器；

———冷却风扇或辅助件的运行。

　电源开关

允许使用者将器具（或工作负载）置于“开”或“关”的状态。电源开关有以下几种变化情况：

———全关断电源开关：当开关置于“关”状态时，和断开供电电源情况是一样的；

———自动关断电源开关：手动置于“开”状态，在完成工作后自动转为“关”状态；

———电源控制开关：一种集成一些类似调光器、晶闸管或阀门器等电源控制器件的电源开关。

　工作负载

这是器具的主要功能。用于控制工作负载的温控器或温度控制装置通常被认为是工作负载的一

部分。

　器具类型

图Ｄ．１描述一些常见的器具类型，同时对每个类型给予简单的说明和举例。

注：分配给每个器具类型的字母是随意的。

犃类：这类器具没有辅助负载，也没有电源开关。当插入电源插座时，器具就开始工作。器具内部

可能有一些负载调节（如温控器或温度控制装置）。这种器具没有待机功率。

Ａ类器具例子：电热水壶（没有开关）、一些厨房小器具、储水式电热水器、冰箱和冷冻柜。

犅类：这类器具有一个电源开关。当手动将电源开关置于“开”状态时，器具工作；当置于“关”状态

时，器具停止工作。电源开关可以是自动关断类型（当完成工作后自动关闭）。这种器具没有待机功率。

Ｂ类器具例子：电加热器（没有温控器）、干发器、烘烤器、电热水壶（有煮沸切断功能）、一些大家电

（一些洗碗机、洗衣机和干衣机）、许多厨房小器具、电灶、一些电烤箱、老式电视机（没有遥控功能）、一些

带有硬开关的计算机和外围设备。

犆类：这类器具没有电源开关（硬开关），但有控制工作负载或完成相关功能的辅助功能。器具可能

具有遥控功能或电子开关。待机功率可能与这些辅助功能有关。

Ｃ类器具例子：面包机、一些小厨房器具、一些大家电（一些洗碗机、洗衣机和干衣机）、一些微波炉、

许多家庭娱乐设备（立体声和高保真设备）、大部分录像机、带有遥控功能的空调器、任何带有遥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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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硬开关的器具、任何带有“软”（电子）开关的器具、为气体器具供电的电源（带有电子点火器和控

制器）、很多类型的计算机和外围设备。

犇类：这类器具有一个电源开关关断工作负载，辅助功能和电源永久连接着。待机功率可能与辅助

功能有关。

Ｄ类器具例子：一些空调器、传统烤箱、一些类型的加热器、任何需要电力来维持辅助功能（如时钟、

显示等）的器具、一些类型的计算机和外围设备。

犈类：这类器具有一个电源开关关断工作负载。它的辅助功能可能与电源永久连接着，或可以由电

源开关关断。待机功率可能与永久连接的辅助功能有关，其他低功率模式可能与切换的辅助功能有关。

Ｅ类器具例子：一些空调器、一些微波炉、一些大家电（一些洗碗机、洗衣机和干衣机）、电视机、一些

类型的加热器、任何需要电源来维持辅助功能（如时钟、显示等）的器具、任何存在永久连接的电子或电

磁兼容滤波器的器具。

犉类：这类器具有一个外部供电电源，用于提供完成主要功能的电力。电源通常是特低电压（小于

５０Ｖ），可以是交流或直流，可以通过一个电源插头连接。器具结构可以是上面Ａ类至Ｅ类。待机功率

和供电电源有关，可能有许多低功率模式。

Ｆ类器具例子：任何需要依靠外部供电电源才能正常工作的器具（很多类型的信息技术设备、一些

玩具、一些电话机、专用充电器）。

犌类：这类器具有一个外部供电电源，主要用于给器具电池充电。主要功能在正常运行时器具与供

电电源是断开的（电池供电和便携式器具），但也可以使用相连的供电电源。电源通常是特低电压（小于

５０Ｖ），可以是交流或直流，通过可分离插头与电源相连。待机功率与供电电源有关，低功率模式和电

池充电、使用情况有关。

Ｇ类器具例子：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器具（使用电池的剃须刀、电动牙刷、便携式真空吸尘器、其他电

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

图犇．１　器具类型的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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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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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如何将功率值转化成能量值

　通用要求

本附录提供有关按本部分测量的功率值转化为能耗值的一些指导性意见。

能量值是平均功率乘以时间。电能量通常表示为 Ｗｈ或ｋＷｈ。能量值也可以以焦耳来表示。１Ｗ

就是每秒消耗１Ｊ的能量速率。１ｋＷｈ等于３．６ＭＪ。

将功率转化成能量（如每年的能耗），必须知道在每个给定周期内、每个模式的工作时间和每个模式

的平均功率。由于大部分器具运行模式很多，不同国家的使用类型、习惯差距很大，在本部分内将测量

的功率值转化成能量值是相当困难的。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一个器具只有一个工作模式，假设全年只有一个稳定的功率值，可以将其转

化为每年的能耗值。一年有８７６０ｈ（这里忽略闰年），若该器具待机功率稳定为５Ｗ（假设没有其他模

式），则每年消耗４３８００Ｗｈ或４３．８ｋＷｈ。

确定年平均能耗可能由于使用者的不同类型而变得更加复杂，它是功率和一年内每种模式运行时

间（如１ｈ～８７６０ｈ）相乘的总合。

当考虑大家电的总能耗时，需要知道每个循环周期的最小“开”模式时间和能耗时间，每年的使用时

间（周期）和“待机”（通常是“关”模式）的功率。

例：一台洗衣机有一个８５ｍｉｎ的定时器，每个循环周期能耗０．９５ｋＷｈ，待机功率（“关”模式）１．３０Ｗ。每年使用

３００次，则年能耗为（假设开始后没有延时，结束后功耗等于待机功耗）：

使用时间＝８５×３００÷６０＝４２５ｈ（每年）

待机时间＝８７６０－４２５＝８３３５ｈ（每年）

总能耗＝（８３３５×１．３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９５）＝１０．８３５５＋２８５＝２９５．８４ｋＷｈ（每年）

在这种情况下，器具待机能耗和总能耗相比，是很小的。然而，随着器具使用频率的减少和待机功

率的增大，待机成份变得更加明显。例如对微波炉进行监测显示，在一些国家里，平均待机功率３Ｗ（每

年大约２５ｋＷｈ），相对于正常使用（煮饭或加热）来说，数量级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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