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 3部分：制冷设

备的特殊要求》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本文件于 2021 年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正式立项，由全国测量、控制和

实验室电器设备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计划编号为 20214084-T-604。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杭州雪中碳恒温技术有限公

司、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医疗器械审

评检查中心、冰山松洋生物科技（大连）有限公司、辽宁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院

等单位共同起草（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主要起草人：  

主要工作过程:  

2021 年 10 月，标准立项后，征集并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8 月，由标准牵头单位，负责完成标准草案第一稿。  

2022 年 6 月 23 日和 9 月 14 日，《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

要求第 3 部分：制冷设备的特殊要求》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分两次通过网络

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认真的审查，会后，由秘书处人员修改

和编辑，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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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GB/T XXXXX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第 2 部分：材料加热用实验室设备的特殊要求；  

——第 3 部分：制冷设备的特殊要求；  

——第 5 部分：实验室用离心机的特殊要求；  

——第 10 部分：绝缘电阻测量和介电强度试验设备的特殊要求；  

——第 14 部分：实验室用分析和其它目的自动和半自动设备的特殊要求；  

——第 18 部分：控制设备的特殊要求；  

——第 19 部分：电动控制阀门执行器的特殊要求。  

本文件为 GB/T XXXXX 的第 3 部分。  

本文件适用于制冷设备的特殊安全，规定了制冷设备的安全要求和相关试验：  

1、主要内容包括：  

1）防电击；2）防机械危险；3）耐机械应力；4）防止火焰蔓延；5）设备的



温度限值和耐热；6）防止流体和固体异物的危险；7）防辐射（包括激光源）、

声压和超声压；8）对释放的气体和物质、爆炸和内爆的防护；9）元器件和组件；

10）利用联锁装置的保护；11）应用引起的危险；12）风险评定。 

2、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家关于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3、标准等同采用 IEC 61010-2-011:2019。  

4、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但也要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国企业进行产品

设计和开发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用于冷冻、冷藏等目的的制冷设备是在实验室中广泛使用的一类设备。产品

的技术非常成熟并为公众所接受，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产品必将有着更广

阔的发展前途。目前国内没有实验室制冷设备的专用电气安全要求标准，各个制

冷设备供应商或者实验室设备供应商根据测量、控制和实验室设备的通用安全要

求自行设计和制造制冷设备，通用安全要求未能顾及制冷设备的特殊性，造成该

类设备在设计、制造和使用过程中对一些特殊的安全风险管控不足，影响设备的

安全使用。本标准为制冷设备的安全专用要求，规定了制冷设备的专用安全要求

和试验方法。有助于识别该类产品设备风险，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降低设

备的安全风险。 

本文件针对制冷设备的特殊性提出专用安全要求，为降低制冷设备安全风险，

保障使用安全提供了技术依据。本项目引进国际先进的制冷设备安全标准，适时

地制定符合我国制冷设备的安全标准，对于引领国内制造业积极参与安全标准的

制定与修订工作并将安全标准贯彻于产品的设计、制造、贸易与使用中具有深远

的意义。对于测量、控制和实验室制冷设备领域的使用人员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

起到重要作用，对于促进我国实验室制冷设备的产业发展，提高我国实验室制冷

设备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缩小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文件采用国际标准。本文件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际先进水平。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的实施日期为出版后 12个月。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