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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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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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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塑料、玻璃、金属、陶瓷、硅橡胶、橡胶等其中一种或多种材质制得的婴幼儿用奶瓶

（奶瓶瓶身、奶嘴和辅助部件）。

本标准不适用于医用奶瓶和奶嘴，也不适用于安抚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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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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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３１—２００６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ＧＰＳ）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２９１８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ＧＢ／Ｔ４５４５　玻璃瓶罐内应力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５４７　玻璃容器　抗热震性和热震耐久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６５５２　玻璃瓶罐　抗机械冲击试验方法

ＧＢ／Ｔ６５７９　实验室玻璃仪器　热冲击和热冲击强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６５８２　玻璃在９８℃耐水性的颗粒试验方法和分级

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　玩具安全　第２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９２８６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奶瓶　犳犲犲犱犻狀犵犫狅狋狋犾犲

由奶瓶瓶身、奶嘴及辅助部件组成的，供婴幼儿吮吸奶汁及其他流体食物的器具。

见图１。

　　注：辅助部件为非必需部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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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奶瓶示例图

３．２

奶瓶瓶身　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盛装流体食物的、标有容量刻度并具有计量功能的、通过奶嘴给婴幼儿喂食的容器。

２

犌犅３８９９５—２０２０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３．３

奶嘴　狋犲犪狋、狀犻狆狆犾犲

装在奶瓶瓶身上，用于代替母亲乳头供婴幼儿吮吸进食的部件。

见图２。

图２　奶嘴示例图

３．４

辅助部件　犿犪狋犮犺犲犱犪犮犮犲狊狊狅狉狔

３．４．１

饮用部件　犱狉犻狀犽犻狀犵犪犮犮犲狊狊狅狉狔

配合奶瓶瓶身使用的、除奶嘴外的其他供婴幼儿吮吸进食的部件。

　　示例：饮嘴／喂食嘴。

３．４．２

保护盖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犮狅狏犲狉

对奶嘴或饮用部件起保护作用的部件。

３．４．３

锁紧环　犾狅犮犽犻狀犵狉犻狀犵

螺纹盖

螺旋盖

旋盖

螺牙

用于将奶嘴或饮用部件固定在奶瓶瓶身上的环状部件。

３．４．４

密封垫片　狊犲犪犾犻狀犵犱犻狊犮

在奶瓶瓶身与锁紧环间使用的起密封作用的部件。

３．４．５

过滤网　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犵犪狌狕犲

过滤流体食物中颗粒较大固态状或胶状物质的部件。

３．４．６

手柄　犺犪狀犱犾犲

安装在奶瓶上的、方便奶瓶使用的辅助部件。

３．４．７

吸管盘　狋狌犫犲犱犻狊犮

连接导管，密封奶嘴以帮助吮吸流体食物的部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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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

导管　狋狌犫犲

安装在奶瓶内部，连接重力球和吸管盘的中空管。

３．４．９

重力球　犵狉犪狏犻狋狔犫犪犾犾

连接在导管末端，起重力导向作用的部件。

３．４．１０

匹配部件　犿犪狋犮犺犲犱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

当喂食婴幼儿时，与奶瓶瓶身、奶嘴、饮用部件、保护盖、锁紧环、密封垫片、过滤网、手柄、吸管盘、导

管、重力球一起相互配合使用的其他部件。

３．５

容量刻度　狀狌犿犫犲狉犲犱犵狉犪犱狌犪狋犻狅狀狊

显示奶瓶内流体食物体积的、带有数值和单位的刻度标识。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通用要求

４．１．１　部件

４．１．１．１　外观

应清洁、干净，不应有异物；不应有影响使用的缺口、孔洞、变形（设计要求的除外）。

４．１．１．２　边缘和尖端

奶瓶及各部件不应有可能造成伤害或危险的锐利边缘和锐利尖端。

４．１．１．３　印刷图案油墨附着力

重复使用产品或部件，其标记的印刷图案（包括文字、容量刻度）油墨附着力应符合ＧＢ／Ｔ９２８６中

１级要求。

４．１．１．４　容量刻度和容量偏差

４．１．１．４．１　容量刻度

奶瓶应标识容量刻度和标称容量，容量刻度应清晰可见。

奶瓶上至少应标识以毫升“ｍＬ”或“ｍｌ”为单位的容量刻度，并应当在容量刻度附近标识单位“ｍＬ”

或“ｍｌ”一处或一处以上。最大可目测容量刻度和单位构成奶瓶的标称容量，例如：３００ｍＬ，１５０ｍｌ等。

　　注：奶瓶允许其他容量单位的容量刻度同时标识。

奶瓶的最小容量刻度应小于或等于６０ｍＬ。如果奶瓶有一个以上的容量刻度，容量刻度的间隔应

小于或等于６０ｍＬ。

４．１．１．４．２　容量偏差

奶瓶容量偏差要求见表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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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奶瓶容量偏差

奶瓶容量刻度 ≥１００ｍＬ ＜１００ｍＬ

容量偏差 ±５％ ±５ｍＬ

　　注：奶瓶容量刻度单位建议统一为“ｍＬ”，对已有表示为“ｍｌ”的可先使用，但建议尽量调整为“ｍＬ”。

　　奶瓶容量偏差试验按５．２．１．４．２规定的方法Ａ或方法Ｂ进行。但当仲裁检验时，按方法Ｂ进行。

４．１．１．５　小零件

所有可拆卸和可分离的部件、５．２．２．７测试后脱落的部件，按５．２．１．５进行测试时，均不应完全容入

小零件试验器。通孔针、重力球不适用本要求，但应设安全警示（见７．１．５）。

４．１．１．６　密封垫片

密封垫片的直径应大于或等于３５ｍｍ。

４．１．１．７　针刺和抗拉扯性能

奶嘴或饮用部件按５．２．１．７．１进行针刺测试时不应刺破。若刺破则该奶嘴或饮用部件应再进行

５．２．１．７．２抗拉扯性能测试。按５．２．１．７．２测试时，奶嘴或饮用部件不应断裂、分离。

４．１．２　系统性能

４．１．２．１　奶瓶部件配合

按５．２．２．１测试时，奶瓶部件之间应配合完好。

４．１．２．２　耐沸水性能

按５．２．２．２测试时，奶瓶的部件不应出现可见的变形或损坏。

耐沸水性能钠钙玻璃材质部件除外。

４．１．２．３　耐热冲击性能

按５．２．２．３测试时，奶瓶的部件（玻璃材质部件除外）不应出现可见的开裂或破裂。

玻璃奶瓶瓶体的耐热冲击性能要求见４．２．２．１。

４．１．２．４　密封性能

经５．２．２．２、５．２．２．３测试后的奶瓶，按５．２．２．４测试时，不应发生漏水现象。

　　注：奶嘴和饮用部件的出奶孔不适用本要求。

４．１．２．５　透光性能

正确安装和使用奶瓶时，容量刻度应清晰可见，奶瓶内流体食物的液面应清晰可辨。

　　注：金属奶瓶不适用本要求。

４．１．２．６　奶嘴或饮用部件

４．１．２．６．１　测试模板通过要求

按５．２．２．６．１测试时，奶瓶的部件（包括奶嘴或饮用部件）不应突出于测试模板Ａ／模板Ｂ的底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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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奶嘴或饮用部件突出于测试模板Ａ／模板Ｂ的底部，则均应符合４．１．２．６．２的要求。

若奶瓶的部件（不包括奶嘴或饮用部件）突出于测试模板Ａ／模板Ｂ的底部，则应符合４．１．２．６．２．２的

要求。

４．１．２．６．２　奶嘴或饮用部件其他要求

４．１．２．６．２．１　长度

按使用说明要求装配奶嘴或饮用部件，并按５．２．２．６．２．１测试时，奶嘴或饮用部件长度应小于或等于

１００ｍｍ。

４．１．２．６．２．２　安全保持力

按５．２．２．６．２．２安全保持力测试时，奶瓶的部件（包括奶嘴或饮用部件）不应断裂、破裂或从奶瓶瓶身

上分离。

４．１．２．６．２．３　柔性测试

按５．２．２．６．２．３柔性测试时，锁紧环（没有锁紧环，则奶瓶瓶身瓶口）到奶嘴或饮用部件弯曲点的距

离小于４０ｍｍ。

４．１．２．７　整体跌落性能

按５．２．２．７测试时，奶瓶瓶身、奶嘴（或饮用部件）和锁紧环不应分离，且不应有可见开裂和破裂。玻

璃材质奶瓶、陶瓷材质奶瓶不适用本要求，但应设安全警示（见７．１．５）。

４．２　附加要求

４．２．１　塑料奶瓶瓶身的抗压变形性能

按５．３．１测试时，塑料奶瓶瓶身沿受压方向的直径变化率应小于或等于１０％。

如产品申明奶瓶瓶身为可压缩的产品时，不做此项要求，但产品应设安全警示（见７．１．５）。

４．２．２　玻璃奶瓶瓶身

４．２．２．１　耐热冲击性能

按５．３．２．１测试时，玻璃奶瓶瓶身耐热冲击性能应符合表２要求。

表２　玻璃奶瓶瓶身耐热冲击性能

部件所用的玻璃材质 急冷热温差 要求

钠钙玻璃 ４５℃ 无可见裂纹或破碎

硼硅玻璃 １００℃ 无可见裂纹或破碎

４．２．２．２　耐水性

玻璃奶瓶瓶身的耐水性应符合表３要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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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玻璃奶瓶瓶身的耐水性

部件所用的玻璃材质 耐水性

钠钙玻璃 ＨＧＢ３级

硼硅玻璃 ＨＧＢ１级

４．２．２．３　内应力

玻璃奶瓶瓶底表观应力应小于或等于４级。

４．２．２．４　机械冲击强度

按５．３．２．４测试时，玻璃奶瓶瓶身的抗机械冲击强度应大于或等于０．１０Ｊ，冲击８个样品允许破裂数

小于或等于１个。

　　注：整个外表面采用其他材料完全封闭的玻璃奶瓶不要求。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试样的准备

５．１．１　可重复使用产品或部件的沸水处理

所有测试前，试样应完全浸没于水中加热至沸腾，并保持１０ｍｉｎ（试样不应与沸水容器的内壁接

触），然后取出并按照５．１．３所述进行状态调节。

　　注：沸水处理，适用于除外观外的测试项目。

５．１．２　一次性使用产品或部件

试样按照５．１．３所述进行状态调节。

５．１．３　状态调节

按 ＧＢ／Ｔ２９１８规定的标准环境，在温度（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５）％的环境中，进行状态调节时

间不少于４０ｈ。直到进行测试前，样品都应放置在该环境中。测试可不在该标准环境条件下进行。

５．１．４　测试用水要求

本标准中测试用水除方法中有具体规定外，应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中三级水的要求。

５．２　通用要求试验方法

５．２．１　部件

５．２．１．１　外观

在自然光下目测。

５．２．１．２　边缘和尖端

５．２．１．２．１　边缘

按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５．８规定的方法测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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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２．２　尖端

按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５．９规定的方法测试。

每个试样选取三个不同位置进行测试。

取三个试样进行测试。三个样品全部合格，则本项目合格。

５．２．１．３　印刷图案油墨附着力

重复使用产品或部件，其标记的印刷图案（包括文字、容量刻度）油墨附着力按ＧＢ／Ｔ９２８６的方法

测试。

５．２．１．４　容量刻度和容量偏差

５．２．１．４．１　容量刻度

在自然光下目测。

５．２．１．４．２　容量偏差

５．２．１．４．２．１　方法犃

用精度为０．１ｍＬ的量筒测量体积。

将温度为（２０±５）℃水倒入试样中，水的凹液面最低点与试样的容量刻度线的中心线保持水平（如

果容量刻度线在试样的奶瓶瓶身内侧，则水与奶瓶瓶身的接触线与容量刻度线的中心线保持水平），然

后将水倒入量筒中，记录试样容量实测值犞１。

试样容量刻度≥１００ｍＬ时，按式（１）计算试样容量偏差。

试样容量刻度＜１００ｍＬ时，按式（２）计算试样容量偏差。

Δ犞′＝
犞１－犞０

犞０
×１００％ ……………………（１）

Δ犞″＝犞１－犞０ ……………………（２）

　　式中：

Δ犞′———奶瓶容量偏差，％；

Δ犞″———奶瓶容量偏差，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 ———试样容量刻度示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１ ———试样容量实测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测试三个不同的容量刻度：最小容量刻度、最大容量刻度、位于最小和最大容量刻度中间的容量刻

度。取三个不同容量刻度的最大偏差为该试样最终结果。

取三个试样进行测试，最终结果取三个试样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５．２．１．４．２．２　方法犅

用精度为０．１ｇ的天平称量质量。

用天平称量试样质量犿１，将温度为（２０±５）℃水倒入试样中，水的凹液面最低点与试样的容量刻

度线的中心线保持水平（如果容量刻度线在试样的奶瓶瓶身内侧，则水与奶瓶瓶身的接触线与容量刻度

线的中心线保持水平），用天平称量试样和水的总质量犿２，按式（３）计算试样容量实测值犞１：

犞１＝
犿２－犿１

ρ
……………………（３）

　　式中：

犞１ ———试样容量实测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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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１———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试样和水的总质量，单位为克（ｇ）；

ρ ———水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试样容量刻度≥１００ｍＬ时，按式（１）计算试样容量偏差。

试样容量刻度＜１００ｍＬ时，按式（２）计算试样容量偏差。

测试三个不同的容量刻度：最小容量刻度、最大容量刻度、位于最小和最大容量刻度中间的容量刻

度。取三个不同容量刻度的最大偏差为该试样最终结果。

取三个试样进行测试，最终结果取三个试样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５．２．１．５　小零件

在无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以任一方向将试样分别放入如图３所示的小零件试验器。确定试样是否

可以完全容入小零件试验器。

单位为毫米

图３　小零件试验器

５．２．１．６　密封垫片

用精度为０．０２ｍｍ的量具测量试样的直径。

分别取三个试样进行测试，最终结果取三个试样测试结果的最小值。

５．２．１．７　针刺和抗拉扯性能

５．２．１．７．１　针刺

将试样放在厚度至少１０ｍｍ、硬度为邵尔Ｄ（７０±５）的面板上（如图４所示）。

尖针（见图５）放在试样的轴线垂直的方向上，并位于试样的腰部或颈部区域，距离试样顶端

１５ｍｍ～２０ｍｍ处。

如果试样没有圆形截面，尖针应放在试样颈部位置平坦表面上方。

尖针下刺速度为（１０±５）ｍｍ／ｍｉｎ，施加力犉 为（２００±１０）Ｎ，保持时间为（１±０．５）ｓ。目测试样。

在测试前尖针应进行目视检查，如果发现有损伤，则不应采用，以免影响测试结果。所有标注公差

的尺寸按ＧＢ／Ｔ１３１—２００６中 ＭＲＲ犚犪０．４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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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尖针；

２———试样顶端；

３———切割面板。

图４　针刺测试

单位为毫米

　　注：针尖的材料为 Ｈ１３高铬工具钢或等效材料，硬度为 ＨＲＣ４５～５０。

图５　尖针

５．２．１．７．２　抗拉扯性能

用合适的夹具沿试样轴线方向分别安全地夹住试样的两端。

沿试样轴线方向施加（５±２）Ｎ的拉力，检查试样。然后方向不变，以（２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将

拉力增至（９０±５）Ｎ，并保持（１０±０．５）ｓ时间。目测试样。

测试时，夹具应无损伤地夹住试样，避免试样夹住处破损影响测试结果，如发生这种夹住处破损，则

测试结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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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系统性能试验方法

５．２．２．１　奶瓶部件配合

按产品使用说明要求组装试样，检测能否正确组装。

５．２．２．２　耐沸水性能

在常温常压下，将试样拆卸，所有部件浸没于沸水中１０ｍｉｎ～１２ｍｉｎ后取出试样，目测试样。在测

试过程中，试样不应与沸水容器壁接触。

５．２．２．３　耐热冲击性能

在常温常压下，拆卸试样，将所有部件（玻璃材质部件除外）浸没于沸水中１０ｍｉｎ～１２ｍｉｎ后取出，

并在５ｓ时间内，再浸没于０℃的冰水混合物中，１０ｍｉｎ～１２ｍｉｎ后取出。在测试过程中，试样不应与

沸水容器壁接触。目测试样。

５．２．２．４　密封性能

在常温常压下，将室温的水注入试样中，注入量约为标称容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按产品使用说明要

求正确组装试样，倒置３ｍｉｎ后，目测试样。

５．２．２．５　透光性能

按产品使用说明要求正确组装试样，在自然光下目测。

５．２．２．６　奶嘴或饮用部件

５．２．２．６．１　测试模板通过要求

将图６所示的测试模板Ａ用夹具固定好，使槽的轴线基本垂直并使槽的上下开口处畅通无阻。

调整被测试的试样，使其以最有可能进入并穿过测试模板内槽的方位将试样放入槽内，使作用在试

样上的力仅是它本身的重力。

观察试样任何部分是否穿过测试模板的孔的全部深度。

用图６所示的测试模板Ｂ重复上述测试程序。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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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６　测试模板犃和测试模板犅

５．２．２．６．２　奶嘴或饮用部件其他要求

５．２．２．６．２．１　长度

精度为０．０２ｍｍ的量具测量试样顶端到锁紧环的长度。如果没有锁紧环，则测量试样顶端到奶瓶

瓶身瓶口处的长度。见图８。

５．２．２．６．２．２　安全保持力

安全保持力测试的目的是检测奶瓶的部件（包括奶嘴或饮用部件）在正常使用时的安全性。因奶瓶

是由多部件构成一体使用的，因此奶瓶的部件（包括奶嘴或饮用部件）应按使用说明组装一起进行安全

保持力测试。

按产品使用说明要求正确组装试样，用（１．７５±０．２５）Ｎ·ｍ的力矩安装锁紧环。

如图７，固定试样，并应使试样的奶瓶瓶身轴线与主轴成４５°角。

选用合适的夹具，夹住测试部件距离顶端（１０±２）ｍｍ的位置。

施加一个与试样轴线成４５°角、大小为（５±２）Ｎ的拉力，检查试样。然后方向不变，以（２００±５）ｍｍ／ｍｉｎ

的速度将拉力增至（６０±５）Ｎ，并保持（１０±０．５）ｓ时间。目测试样。

图７中的Ａ为施力方向。测试时，夹具应无损伤地夹住试样，避免试样夹住处破损影响测试结果，

如发生这种夹住处破损，则测试结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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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安全保持力测试

５．２．２．６．２．３　柔性测试

使用抛光钢板施力于奶嘴或饮用部的末端，并测量奶嘴或饮用部件的弯曲点位置。

按产品使用说明要求将试样正确组装，再用合适的夹具固定试样。

试样的主轴与抛光钢板垂直（见图８）。在试验开始时，奶嘴或饮用部件允许偏离主轴最大为５°。

以（１０±２）ｍｍ／ｍｉｎ的速度施加（１０±１）Ｎ的力到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抛光钢板上。测量从锁紧

环到奶嘴或饮用部件弯曲点的距离。如果没有锁紧环，则测量奶瓶瓶身瓶口到奶嘴或饮用部件弯曲点

的距离。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Ａ———施力方向；

Ｂ———钢板。

图８　柔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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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７　整体跌落性能

常温常压下，在试样中注入标称容量的室温水，按产品使用说明要求正确组装试样，用（１．７５±

０．２５）Ｎ·ｍ 的力矩安装试样的锁紧环，在距离试验台撞击面上方（１２０±５）ｃｍ的高处，以随机方向自由

落体、跌落在撞击面上。

撞击面应由厚度３ｍｍ的乙烯基聚合物片材组成，乙烯基聚合物片材放置在至少６４ｍｍ厚度的混

凝土上，该表面应达到邵尔硬度Ｄ（８０±１０），面积至少为０．３ｍ２。

每次跌落，让试样自行静止。连续三次跌落后目测试样。

取三个试样进行测试，三个全部合格判本项目合格，否则判本项目不合格。

５．３　附加要求试验方法

５．３．１　塑料奶瓶瓶身的抗压变形性能

用精度为０．１Ｎ的测力仪测量施加的力；用精度为０．０２ｍｍ的量具测量试样的外径。

测试点选择试样的中部和最大外径处。如果试样是异形的，应分别进行测试最大外径方向和最大

外径方向的垂直方向直径变化率，测试示意图见图９。

用压具对试样测试点施加２０Ｎ的力，测量加压后外径尺寸，试样直径变化率按式（４）计算。

Δ犇＝
犇１－犇２

犇１

×１００％ …………………………（４）

　　式中：

Δ犇 ———奶瓶瓶身的直径变化率，％；

犇１ ———试验前试样外径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２ ———加压２０Ｎ后试样外径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取上述测试结果的最大值作为该奶瓶瓶身的直径变化率。

取三个试样进行测试，最终结果取三个试样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注：如果测试点有棱角或加强筋，应避开。

图９　抗压变形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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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　玻璃奶瓶瓶身

５．３．２．１　耐热冲击性能

５．３．２．１．１　钠钙玻璃

按照ＧＢ／Ｔ４５４７规定的方法测试。

５．３．２．１．２　硼硅玻璃

按ＧＢ／Ｔ６５７９规定的方法测试。

５．３．２．２　耐水性

按ＧＢ／Ｔ６５８２规定的方法测试。

５．３．２．３　内应力

按ＧＢ／Ｔ４５４５规定的方法测试。

５．３．２．４　机械冲击强度

按ＧＢ／Ｔ６５５２规定的方法测试。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６．２　出厂检验

６．２．１　组批

同一原料、规格、配方、工艺的数量不超过５万只的产品为一批，如果７ｄ的产量不足５万只，则以

７ｄ的产量为一批。

６．２．２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为外观、印刷图案油墨附着力、容量偏差、奶瓶部件配合。

６．２．３　抽样与判定

６．２．３．１　外观

外观出厂检验的抽样与判定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规定进行，采用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取一般检验

水平Ⅱ，接收质量限（ＡＱＬ）为６．５。抽样方案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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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抽样方案 单位为只

批 量 样 本 样本量 累计样本量 接收数Ａｃ 拒收数Ｒｅ

２６～５０
第一

第二

５

５

５

１０

０

１

２

２

５１～９０
第一

第二

８

８

８

１６

０

３

３

４

９１～１５０
第一

第二

１３

１３

１３

２６

１

４

３

５

１５１～２８０
第一

第二

２０

２０

２０

４０

２

６

５

７

２８１～５００
第一

第二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４

３

９

６

１０

５０１～１２００
第一

第二

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５

１２

９

１３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第一

第二

８０

８０

８０

１６０

７

１８

１１

１９

≥３２０１
第一

第二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２５０

１１

２６

１６

２７

６．２．３．２　印刷图案油墨附着力、容量偏差、奶瓶部件配合

印刷图案油墨附着力、容量偏差、奶瓶部件配合的出厂检验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在每批中抽取足够

试验用的试样。

若有不合格项目，应在原批中抽取双倍样品分别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合格则判该项合

格，否则判该项不合格。

６．２．３．３　合格批的判定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合格。

６．３　型式检验

６．３．１　检验时机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配方、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正式生产后，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ｄ）　产品停产６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ｆ）　国家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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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　抽样

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任意抽取足够数量的产品进行型式检验。

６．３．３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的全部要求项目。

６．３．４　判定规则

６．３．４．１　合格项的判定

若有不合格项目，应抽取双倍样品分别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合格则判该项合格，否则

判该项不合格。

６．３．４．２　合格产品的判定

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则判定产品合格。

７　标识、运输和贮存

７．１　标识

７．１．１　基本原则

产品标识应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ａ）　销售的产品应提供使用说明。使用说明应真实说明产品的使用效果，不应用来弥补产品设计

上的缺陷。

ｂ）　使用说明应按单件产品或最小销售单位提供。

ｃ）　使用说明应使用规范的中文。

ｄ）　如包含其他语言，同一段落中相同叙述内容应不大于中文字体。

ｅ）　使用说明应清晰易读，句型简短，结构简单，使用常用词语。

ｆ）　对使用中可能造成伤害的奶瓶，应有安全警示及警示说明。

ｇ）　使用说明中“危险”“警示”“注意”等安全警示的字体应不小于四号黑体字，警示内容的字体应

不小于五号黑体字。

７．１．２　购买信息

在产品上或产品销售包装上应标注如下购买信息：

ａ）　产品名称；

ｂ）　产品型号；

ｃ）　执行标准编号；

ｄ）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次号；

ｅ）　产品保存期限；

ｆ）　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对进口产品，应标明该产品的原产地（国家／地区），以及代理商

或者进口商或者销售商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ｇ）　附加信息（对含有奶嘴和饮用配件的产品，则应给出产品的适用人群、奶嘴有关孔径大小或使

用奶嘴的类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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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产品材质标识

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应按部件标识材质，可标识在产品上或产品的销售包装上或使用说明上。

７．１．４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可标注在产品上或产品的销售包装上或使用说明物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的安全使用信息。

ｂ）　不适用的、有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的常见加热方法。

ｃ）　对可重复使用的产品，应提供以下附加信息：

———至少一种的清洁方法；

———注明“请在第一次使用前清洁本产品”；

———不适用的、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的常见清洁、储存和使用方法。

ｄ）　对于带奶嘴的产品，应包含以下内容：

———每次使用前先检查、并向各方向拉伸奶嘴，一旦出现破损或缺陷应立即丢弃；

———不要将奶嘴置于阳光直射处、直接置于热源处或长期置于消毒剂中，这将导致奶嘴老化；

———为保证卫生，首次使用前在沸水中消毒５ｍｉｎ，煮沸消毒时水量应足够，避免产品因长时

间接触到温度较高的锅底或锅沿而导致变形；

———每次使用前进行清洁或消毒。

７．１．５　安全警示

７．１．５．１　安全警示应标注在产品上或产品的销售包装上或使用说明上。安全警示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

下列内容。

７．１．５．２　应包含以下类似警示内容：

“为了您孩子的安全与健康

警告！

应在成人监护下使用本产品；

不应将奶嘴作为安抚奶嘴使用；

长期吸吮将会导致龋病；

喂食前应检查食物的温度。”

７．１．５．３　如适用下列给出的情形，应包含以下类似警告内容：

ａ）　对于玻璃奶瓶 ：

“玻璃易碎。”

ｂ）　对于钠钙玻璃奶瓶：

“本产品含有钠钙玻璃材质的部件。”

“应特别注意：钠钙玻璃奶瓶瓶身在消毒及使用时，急冷急热温差不可超过４５℃，否则容易发

生爆裂现象。”

ｃ）　对于含有吸管的产品：

“吸管不适合６个月以下婴儿使用。”

ｄ）　对于含有密封垫片、保护盖、导管、吸管盘等部件的产品：

“保持所有不使用的部件放在儿童可触及范围之外，使儿童不能接触，以免被儿童入口误吞或

发生其他危险的意外。不应将奶瓶及奶瓶任何部件作为玩具使用。”

ｅ）　对于含有重力球的产品：

“保持重力球放在儿童可触及范围之外，使儿童不能接触，以免被儿童入口误吞或发生其他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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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意外。不应将重力球作为玩具使用。”

ｆ）　对于含有通孔针的产品：

“保持通孔针放在儿童可触及范围之外，使儿童不能接触，以免被儿童入口误吞或发生其他危

险的意外。不应将通孔针作为玩具使用。”

ｇ）　对于一次性使用产品：

“一次性使用产品。”

ｈ）　对于申明奶瓶瓶身可压缩的产品：

“奶瓶瓶身易被压缩。当奶瓶瓶身被压缩时，奶瓶内流体食品会从出奶孔中喷射而出。”

ｉ）　对于含有天然橡胶的产品：

“本产品含有天然橡胶，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

７．１．５．４　对于可使用微波预热食物的产品，应包含以下类似内容：

“当使用微波加热时应格外小心，经常搅动食品确保受热均匀，喂食前请检查食物温度。”

７．１．６　标识的形式

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或其任意的组合：

ａ）　压印、印刷、粘贴在产品上；

ｂ）　印刷在产品的销售包装上；

ｃ）　悬挂在产品上的标签、标牌；

ｄ）　随产品提供的使用说明。

７．２　运输和贮存

运输应清洁卫生，干燥无污染，搬运时应轻拿轻放，禁止摔打和碰撞。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卫生、干燥，通风良好处，远离热源，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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