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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标准由中国保健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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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保健功能桶（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热保健功能桶（屋）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保健功能结果判定、检

验规则、标志和包装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4654-2008   非金属基体红外辐射加热器通用技术条件 

QB/T 4696-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红外桑拿房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3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桑那浴加热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5296.2－2008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2部分家电和类似用途电器 

GB 6566 -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7287-2008   红外辐射加热器试验方法 

GB 18584-2001    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热保健功能桶（屋） 

具有外部电源，通过非金属基体红外辐射加热器加热，并具有远红外功能、负离子性能

等作用，旨在调节和改善机体功能，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毒副作用，达到保健目的的一类

保健功能桶（屋）。 

3.2  

远红外功能 

通过远红外电热组件和功能材料发射的远红外线作用于人体，产生热效应，并具有促进

和改善血液循环等生物学效应的远红外保健功能。 

3.3  

负离子性能 

加载电气石材料的一类保健功能桶（屋），能释放负离子，通过加热和保温，电气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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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快速释放出负离子，通过空气作用于人体，从而起到保健的作用。  

3.4  

负离子浓度 

负离子浓度为单位体积内空气负离子的个数。 

注：单位为个/ cm3。 

4  分类 

4.1 功能分类 

一般分为远红外功能、负离子性能。 

注：保健功能桶（屋）可具备一种远红外功能或同时具备远红外功能和负离子性能。 

4.2 产品分类 

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可分为电热保健功能桶、电热保健功能单人屋和电热保健功能单

人屋。 

5  技术要求 

5.1 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 

保健功能桶（屋）的内在质量、外观质量指标应 QB/T 4696-2014 要求。加热器应符合

GB/T 4654-2008 的技术要求。 

5.2 温度性能 

5.2.1 额定电压与功率范围 

5.2.1.1 电热保健功能桶额定电压为 220V，功率范围为 320W（+5﹪～-10﹪）。 

5.2.1.2 电热保健单人屋额定电压和功率范围：电压 220V，功率为 1460W（+5﹪～-10﹪）。

5.2.1.3 电热保健双人屋额定电压和功率范围：电压 220V，功率为 1650W（+5﹪～-10﹪）。 

5.2.2 工作温度范围 

5.2.2.1 电热保健功能桶从室温 20℃开始，15 分钟升温至 60℃。 

5.2.2.2 电热保健单人屋及电热保健双人屋从室温 20℃开始，30 分钟升温至 60℃。 

5.2.3 控温精度 

通电运行达到热平衡后，内部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的误差应在±5℃范围内。 

5.3 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加热器远红外功能评价指标 

5.3.1 远红外线波长范围应在 4μm~16μm。 

5.3.2 法向发射率应不小于 0.85。  



 

 3 

5.3.3 电-热辐射转换效率应大于 65%。 

5.4 动物实验微循环血流量 

动物实验微循环血流量的增加量应不小于 20％，实验检测温度为 40℃，且生物组织微

循环灌注改善评价指标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5.5 负离子性能评价指标 

5.5.1 负离子浓度 

温度 40℃下，负离子浓度＞2500 个/cm3。 

5.6 安全性评价指标 

5.6.1 保健功能桶（屋）的甲醛释放限量 

保健功能桶（屋）的甲醛释放限量应符合 GB 18584-2001 规定的要求。 

5.6.2 保健功能桶（屋）的电器安全 

应符合 GB 4706.1-2005 的通用要求和 GB 4706.31-2008 的特殊要求。 

5.6.3 放射性安全指标 

桶（屋）中产生负离子的面料、器件等不应具有放射性物质，应符合 GB 6566-2010 中

3.2.1A 类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内在质量、外观质量试验 

内在质量、外观质量试验按照 QB/T 4696-2014 进行检测。 

6.2 保健功能试验 

6.2.1加热器远红外功能试验 

远红外线波长范围、法向发射率和电-热辐射转换效率按照 GB/T 7287-2008 进行检测。 

6.2.2生物微循环血流量试验 

生物微循环血流量按照附录 A 要求进行检测。 

6.2.3负离子浓度试验 

负离子浓度按照附录 B 要求进行检测。 

6.2.4材料的放射性试验 

按照 GB 6566-2010 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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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健功能结果判定 

抽检样品的内在质量、外观质量和安全性检测结果在符合 5.1 和 5.6 要求的基础上，按

照 5.3、5.4 和 5.5 的检测指标进行功能判定。 

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8.1.1 产品须按要求逐台检验合格，并附产品检验合格证。 

8.1.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结构检查、温度控制、接地措施、电气强度和电源软线。 

8.2 型式检验 

8.2.1 正常生产时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检测；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前； 

b）材料、设计、工艺有重大改进时； 

c）停产两年后再生产；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2.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9  标志和包装 

9.1 标明产品执行的标准。 

9.2 产品使用说明应标明适宜人群和禁忌人群。 

9.3 产品的使用说明应符合 GB/T 5296.2的要求。 

9.4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 GB/T 1019、GB/T 191的要求。 

10 运输和贮存 

10.1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挤压、雨淋，搬运时不得滚动和抛掷。 

10.2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气体的仓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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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物体表微循环影响检测方法 

 

A.1 实验动物 

BALB/C 裸鼠(6 周)，体重在 18~20g。电热保健功能桶（屋）样品检测组：30 例；恒温

箱对照组：30 例。腹腔内注射戊巴比妥钠麻醉动物。 

A.2 检测仪器  

血流灌注散斑成像仪（PeriCam PSI），进行裸鼠体表血流灌注扫描成像检测。 

A.3 检测方法 

使用血流成像仪对俯卧位裸鼠分别进行入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和入电热保健功能桶

（屋）后扫描，形成裸鼠皮肤血流灌注图像，着重分析背部血流灌注入桶前后的变化。 

实验组：（1）裸鼠麻醉后放入 30℃恒温检测箱适应 15min，用 PeriCam PSI 测检测进桶

前血流值；（2）裸鼠放入红外保健桶（屋）预先将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开机，并设定温度

为 40℃，30min，然后置于 30℃恒温检测箱，检测进电热保健功能（屋）后血流值。 

电热保健功能桶检测时裸鼠放在距桶底 25cm 中心处，电热保健功能屋检测时裸鼠放在

距坐台 25cm 中心处。 

对照组：（1）裸鼠麻醉后放入 30℃恒温检测箱适应 15min，用 PeriCam PSI 测检测温箱

前血流值；（2）裸鼠继续在 30℃恒温检测箱 30min，然后检测温箱后血流值。 

A.4 保健功能桶（屋）对体表微循环血流影响有效性判断 

实验组裸鼠背部血流灌注值进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前与进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后的

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对照组裸鼠背部温箱前血流值和温箱后血流值比较不具显著

差异（P>0.05），动物实验微循环血流量的增加量应不小于 20％。 

A.5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本标准编号； 

——所用试验仪器型号； 

——测量环境条件，包括试验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测试日期； 

——测试人员；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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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电热保健功能桶（屋）负离子浓度测试方法 

 

B.1 试验仪器 

空气离子测试仪，应符合以下条件： 

——采用电容式吸入法收集空气离子，能收集离子迁移率＞0.15(cm2/V• s)的离子；  

——能测定负离子，分辨率≤l0 个/cm3；  

——工作温度和相对湿度的范围能满足试验条件的要求；  

——能记录负离子发生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B.2 试验条件 

在标准大气下，温度 20℃，相对湿度 65％的环境中对试样进行试验，且试验应在干净

和气流稳定的试验环境下进行，试验环境条件不能有剧烈震动和噪声，且应避免一切静电或

电信号的干扰。 

B.3 试样的制备 

样品在标准测试条件下放置 24 h 后进行测量。 

B.4 试验步骤 

B.4.1测试准备 

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将空气离子测试仪放入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内部，使其处于距离

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底部 15cm 高处的中央位置。 

B.4.2 测试 

B.4.2.1 开启温升功能，待电热保健功能桶（屋）稳定在 40℃后，开启空气离子测试仪，测

定电热保健功能桶（屋）内空气负离子浓度，测定时间至少为 10min，记录试样负离子发生

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B.4.2.2 重复测试至少 3 次，每次的测试时间为 10min。两次测试间隔至少 30min。 
B.5 结果计算 

B.5.1 在记录曲线上 30s 以后选择并读取除异常峰值外的前 5 个最大有效峰值，单位为：个

/cm3，结果保留至整数位。 

注：异常峰值一般大于最大有效峰值的 10 倍。 

B.5.2 计算除异常峰值外的前 5个最大有效峰值的平均值，作为每组试样的负离子发生量，

单位为个/cm3，结果保留至整数位。 
B.5.3 计算样品多次测量的负离子发生量的平均值,结果保留至整数位。 
B.6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本标准编号； 

——所用试验仪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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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环境条件，包括试验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测试日期； 

——测试结果平均值，必要时报出单指； 

——测试结果及可能影响结果的任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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