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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

（
计
划
号
：20190077-Q

-339

）

婴
幼
儿
及
儿
童
家
具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强制性国家标准
（待发布）

代替GB 22793.1—2008
《家具 儿童高椅 第1部分：安全要求》

6个月-3岁婴幼儿使用的餐椅

代替GB 28007—2011
《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3岁-14岁儿童家具安全要求

部分代替GB 24430.1—2009
《家用双层床 第1部分：要求》

6岁-14岁儿童双层床

整合QB 2453.1—1999
《童床和折叠小床 第1部分：安全要求》

内长900-1400mm的童床、折叠小床

婴儿床
内长≤900mm的婴幼儿用床（摇

床、悬挂床、床边床）

婴幼儿床垫
与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配套的床垫

QB/T 5590-2020
《婴幼儿床垫》

QB／T 5659-2021
《婴儿床》

GB／T 22793-2022
《儿童高椅 安全性

能试验方法》

GB/T 24430-2023  
《双层床结构安全试验方

法》

GB/T 43002-2023
《儿童家具 质量检

验及质量判定》

GB/T 43000-2023  
《家具 家用童床
和折叠小床 试验

方法》

（20172535-T-607）

全
国
家
具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

GB/T 43002-2023
《儿童家具 质量检验及质量判定》

GB 28007—2011
《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
通用安全要求（3-14岁）

结构安全
化学安全

力学性能

阻燃

优化

沿承

尺寸
外观
理化

形状和位置公差

增项

新增质量判定

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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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家具的质量要求、试验方法、质量检验和质量判定。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家具的质量检验和质量判定。

儿童家具：设计或预定供3岁～14岁儿童使用的家具产品。

标准的实施主体？

跨年龄段？如：双层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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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主要功能尺寸
产品主要功能尺寸应符合表1的规定。桌椅为配套产品时，在满足中间净空高与椅凳座面配合
高差的前提下，桌面高、座高允许超出表1要求尺寸区间的上限。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3岁～6岁 7岁～10岁 11岁～12岁 13岁～14岁 基本 一般

1

桌类主要尺寸

桌面高 365～485 475～577 510～640 570～710 Ö —
2 中间净空宽 ≥475 Ö —

3 中间净空高与椅凳座面配合高差 ≥105 ≥130 ≥145 ≥155 Ö —

4 椅凳类主要尺寸 扶手椅扶手内宽 ≥230 ≥315 Ö —

5 跨年龄组桌椅（凳）类尺寸
桌、椅（凳）类产品设计或预定供跨2个或2个以上年龄组的
儿童使用时，产品应设计为高度可调节式，桌和椅（凳）经
过调节应分别满足所跨不同年龄组的功能尺寸要求

Ö —

6 柜类主要尺寸
挂衣棍上沿至底板内

表面间距
挂长衣 — ≥1 400 — Ö
挂短衣 — ≥900 — Ö

7

床类主要尺寸

单层床
床铺面高[不放置床垫

（褥）]
≤440 — Ö

8

双层床

双层床安全栏板因梯子
中断长度

300～400 Ö —

9 安全栏板
安全栏板的顶边与床铺面上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300 mm。在
安全栏板的相应位置应有限制床褥厚度的永久性标记线，应
确保永久性标记线位置到安全栏板的顶边距离不小于200 mm

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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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主要功能尺寸

需要配合使用，企业明示。 高度可变，任意点在区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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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外形尺寸偏差
产品尺寸不可调节，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中明示产品的最大外形尺寸。产品尺寸
可调节，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中明示产品调节后的最小及最大外形尺寸。软体家
具实际长、宽、高与标称尺寸的极限偏差为±10 mm，其他家具产品为±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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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形状和位置公差—新增部分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1
翘曲度

 
 

面板、正视
面板件对角

线长度
 

≥1 400 ≤3.0

＞700～＜1 400 ≤2.0
≤700 ≤1.0

2 平整度 面板、正视面板件：≤0.20

3

邻边垂直度
 
 
 

面板、框架
 
 
 

对角线长度
 

≥1 000 长度差≤3

＜1 000 长度差≤2

对边长度
 

≥1 000 对边长度差≤3
＜1 000 对边长度差≤2

4 位差度
门与框架、门与门相邻表面、抽屉与框架、抽
屉与门、抽屉与抽屉相邻两表面间的距离偏差
（非设计要求的距离）≤2.0

5 分缝 所有分缝（非设计要求时）≤2.00
6 底脚平稳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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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7 抽屉下垂度 ≤20

8 抽屉摆动度 ≤15

9
 

沙发

座面对称度
 

≤1 000 ≤8

＞1 000 ≤10

10
 

背面对称度
 

≤1 000 ≤8

＞1 000 ≤10

11
 

相同扶手对称度 
≤1 000 ≤8

＞1 000 ≤10

12
 

床垫 铺面对角线偏差
宽度≤1 200 ≤20

宽度＞1 200 ≤25

形状和位置公差—新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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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外观要求—增项

1

木制件外观
  

贯通裂缝
应无贯通裂缝 Ö —

2 虫蛀
木家具中不应有虫蛀现象 Ö —

3 腐朽材
外表应无腐朽材，内表轻微腐朽面积不应超过零
件面积的20%

Ö —

4 树脂囊 外表和存放物品部位用材应无树脂囊 — Ö

5 节子
外表节子宽度不应超过材宽的1/3，直径不超过
12 mm。（特殊设计要求除外） — Ö

6
死节、孔洞、夹皮
和树脂道、树胶道

应进行修补加工（最大单个长度或直径小于5 mm
的缺陷不计），修补后缺陷数外表不超过4个，
内表不超过6个（设计要求除外） Ö —

7 其他轻微材质缺陷 如裂缝（贯通裂缝除外）、钝棱等，应进行修补
加工

—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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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8
 

人造板件
外观

干花、湿花
 

外表应无干花、湿花 — Ö

内表干花、湿花面积不超过板面的5% — Ö

9 污斑 同一板面外表，允许1处，面积在3 mm2～30 mm2内 — Ö

10 表面划痕 外表应无明显划痕 — Ö

11 表面压痕 外表应无明显压痕 — Ö

12 色差 外表应无明显色差 — Ö

13 鼓泡、龟裂、分层 外表应无鼓泡、龟裂、分层 Ö —

外观要求—增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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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14
 

五金件
外观

电镀件
 

镀层表面应无锈蚀、毛刺、露底 √ —

镀层表面应光滑平整，应无起泡、泛黄、花斑、
烧焦、裂纹、划痕和磕碰伤等

— *√

15
 

喷涂件
 

涂层应无漏喷、锈蚀 √ —

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应无流挂、疙瘩、
皱皮、飞漆等

— *√

16
 

金属合金件
 

应无锈蚀、氧化膜脱落、刃口、锐棱 √ —

表面细密，应无裂纹、毛刺、黑斑等 — *√

17
 焊接件

 

焊接部位应牢固，应无脱焊、虚焊、焊穿 √ —

焊缝均匀，应无毛刺、锐棱、飞溅、裂纹等缺陷 — *√

外观要求—增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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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外观要求—增项

18
 

玻璃件外观

外露周边应磨边处理，安装牢固 √ —

玻璃应光洁平滑，不应有裂纹、划伤、沙粒、
疙瘩和麻点等缺陷 — *√

19 塑料件外观
塑料件表面应光洁，应无裂纹、皱褶、污渍、
明显色差 — *√

20 
 

软包件要求

包覆的面料拼接对称图案应完整；同一部位绒
面料的绒毛方向应一致；不应有明显色差 — *Ö

包覆的面料不应有划痕、色污、油污、起毛、
起球

— *Ö

软面包覆表面应：1）平服饱满、松紧均匀，不
应有明显皱折；2）有对称工艺性皱折应匀称、
层次分明

— *Ö

软面嵌线应：1）圆滑挺直；2）圆角处对称；3）
无明显浮线、明显跳针或外露线头 — *Ö

外露泡钉：1）排列应整齐，间距基本相等；2）
不应有泡钉明显敲扁或脱漆 —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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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外观要求—增项

21 木工要求

人造板部件的非交接面应进行封边或涂饰处理 Ö —
板件或部件在接触人体或贮物部位不应有毛刺、刃口或棱角 Ö —

板件或部件的外表应光滑，倒棱、圆角、圆线应均匀一致 — *Ö
贴面、封边、包边不应出现脱胶、鼓泡或开裂现象 Ö —
贴面应严密、平整，不应有明显透胶 — Ö
榫、塞角、零部件等结合处不应断裂 Ö —
零部件的结合应严密、牢固 — Ö
各种配件、连接件安装不应有少件、透钉、漏钉（预留孔、选择孔除外） Ö —

各种配件安装应严密、平整、端正、牢固，结合处应无开裂或松动 — Ö
启闭部件安装后应使用灵活 — Ö
雕刻的图案应均匀、清晰、层次分明，对称部位应对称，凹凸和大挖、
过桥、棱角、圆弧处应无缺角，铲底应平整，各部位不应有锤印或毛刺。
每项缺陷数不超过4处

— *Ö

车木的线形应一致，凹凸台阶应匀称，对称部位应对称，车削线条应清
晰，加工表面不应有崩茬、刀痕、砂痕。每项缺陷数不超过4处

— *Ö

家具锁锁定到位、开启应灵活 Ö —
脚轮旋转或滑动应灵活 —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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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外观要求—增项

22
 
 
 

漆膜外观要求
 
 
 

同色部件的色泽应相似
— Ö

应无褪色、掉色现象。 Ö —

涂层不应有皱皮、发黏或漏漆现象 Ö —

涂层应平整光滑、清晰，无明显粒子、涨边现象；
应无明显加工痕迹、划痕、裂纹、雾光、白棱、
白点、鼓泡、油白、流挂、缩孔、刷毛、积粉和
杂渣。每项缺陷数不超过4处

—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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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理化性能要求—增项
序号 分类 项目 要求

1

木制件表面涂层/覆
面材料

 

耐液性 10%碳酸钠溶液24 h；10%乙酸溶液24 h。应不低于3级

2 附着力 涂层交叉切割法。应不低于3级　

3 耐湿热（桌、台面） 20 min，70 ℃。应不低于3级

4 耐干热（桌、台面） 20 min，70 ℃。应不低于3级

5 耐冷热温差
排除离试样边缘20 mm的范围，用四倍放大镜观察中间
部分的漆膜表面，不得出现裂纹、鼓泡、明显失光和变
色中的任意缺陷

6 抗冲击 冲击高度50 mm。应不低于3级　

7 耐磨

涂层 1 000 r，应不低于3级

覆面/图案 磨100 r后应无露底现象，应保留50%以上花纹喷涂层

覆面/素色 磨350 r后应无露底现象

8 软硬质覆面 耐污染 应不低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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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理化性能要求—增项

9

金属件

涂层

耐腐蚀
100 h内，观察在溶剂中试样上划道两侧3 mm以外，应
无气泡产生；100 h后，检查划道两侧3 mm以外，应无
锈迹、剥落、起皱、变色和失光等现象

10 硬度 ≥H

11 电镀层 抗盐雾
18 h，1.5 mm以下锈点≤20点/dm²，其中≥1.0 mm锈点
不超过5点(距离边缘棱角2 mm以内的不计)

12

软包件
 

泡沫塑料 75%压缩永久变形 ≤10%

13

纺织面料/
皮革

耐干摩擦 ≥4级

14 耐湿摩擦 ≥3级

15 纺织面料pH值 4.0～8.5　

16 皮革pH值 3.5～6.0(当pH＜4.0时，稀释差应≤0.7)

17 合成革pH值 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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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外角
产品正常使用状态下可接触及的危险外角（见图中画圈位置）应经倒圆处理，
倒圆半径不小于10 mm，或倒圆弧长不小于15 mm。产品使用说明中明示产品
需靠墙放置且与墙体相连时，产品中靠墙一侧的外角可以不做倒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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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边缘和尖端
产品上可触及的刚性材料的边缘按锐利边缘测试（见5.5.3）不应是危险锐利边缘。
产品上可触及的刚性材料的尖端按锐利尖端测试（见5.5.3）不应是危险锐利尖端。
若不使用专用工具，仅通过旋钮，产品上的螺栓螺纹即暴露出了可触及的边缘，
该边缘也应通过锐利边缘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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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危险突出物
产品不应有危险突出物。如果存在危险突出物，应采用合适的方式对其加以保护。
如，将末端弯曲或加上保护帽或罩以有效增加可能与皮肤接触的面积。保护帽或
罩按5.5.4进行保护件拉力测试，不应脱落。A应大于12.7mm，B应大于3.2mm，R
应大于6.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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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孔、间隙及开口
产品刚性材料上深度超过10 mm的孔、洞及间隙，其直径或间隙按5.5.5测试，小
于7 mm或大于等于12 mm；产品上所有可触及的管状部件的开口应封闭，密封
罩或帽按5.5.4进行保护件拉力测试，不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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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剪切和挤压点
没有驱动机构影响的情况下，产品的活动部件仅在折叠、打开和关闭的过程中
允许存在剪切和挤压点。活动部件处于完全打开或闭合状态时，部件间的可接
触间隙应小于7 mm或大于等于12 mm。剪切或挤压点由弹簧或者其他能量源驱
动，部件间的可触及间隙应始终小于5 mm或大于等于1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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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剪切和挤压点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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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折叠机构锁定装置
可支撑儿童质量或相应质量的产品中的折叠机构、支架或支撑杆应有安全止动或
锁定装置以防意外突然移动或折叠。按5.5.6进行折叠试验，产品不应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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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翻板或箱盖
质量大于0.25 kg垂直开启的翻板或箱盖，应设置支撑机构。支撑机构应不需要使
用者调节就能保证翻板或箱盖不出现突然下落，即在离完全闭合处的弧行程大于
50 mm，但距完全闭合处的弧度不大于60°的任意位置，翻板或箱盖在其自身质
量作用下，下落行程不得超过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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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封闭式家具
当产品有不透气密闭空间，当其封闭的连
续空间大于0.03 m³，内部尺寸均不小于
150 mm时，应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设单个开口面积为650 mm²且相距至
少150 mm的两个不受阻碍的通风开口，
或设一个将两个650 mm²开口及之间间隔
区域扩展为一体的有等效面积的通风开口；
——盖、门及类似装置不配有自动锁定装
置，按5.5.8进行关闭件试验，开启力不大
于4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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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绳带和绳圈
产品中除用于束缚儿童用的安全带以外，绳带（包括彩带或绑
紧用的绳索）应满足以下要求：
a）在（25±1）N拉力下，自由端至固定端的长度不大于300 mm；
b）若绳带形成绳圈，根据绳圈测试（见5.5.9）时，在45 N的作
用力下，头型塞规不能完全通过绳圈；
c）自由末端不使用立体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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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其他要求
儿童家具产品的其他要求：
a)除在离地面高度或儿童站立面高度1 600 mm以上的区域外，产品不应使用玻
璃部件；
b)产品中抽屉、键盘托等推拉件应有防拉脱装置，推拉件防脱装置按5.5.10进行
推拉件防脱离试验，不应失效；
c)所有高桌台及高度大于600 mm的柜类产品，应提供固定产品于建筑物上的连
接件或安装其他防倾翻装置，并在使用说明中明示安装、使用方法。连接件及
防倾翻装置若非使用专用工具应不可被拆卸；
d)除转椅外，安装有脚轮的产品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应至少有2个脚轮能被锁定或
至少有2个非脚轮支撑脚；
e)转椅气动杆不应自动升降或升降不顺，气动杆与其他配件应配合良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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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要求—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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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要求—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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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结构要求—其他要求

锁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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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化学安全—挥发性有机物
产品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释放量应符合表5中的规定。

项目 产品 限量值/（mg/m3）

甲醛
软体家具

沙发 ≤0.05

床垫 ≤0.08

木家具等其他家具 ≤0.08

苯

木家具等其他家具

≤0.06

甲苯 ≤0.15

二甲苯 ≤0.20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软体家具

沙发 ≤0.50

床垫 ≤0.50

木家具等其他家具 ≤0.50

其他家具指软体沙发、床垫以外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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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化学安全—其他物质
产品中其他物质限量应符合表6的规定。

材 料 项　　目 要　　求

表面涂层 可迁移元素

锑Sb ≤60　mg/kg
砷As ≤25　mg/kg
钡Ba ≤1000　mg/kg
镉Cd ≤75　mg/kg
铬Cr ≤60　mg/kg
铅Pb ≤90　mg/kg
汞Hg ≤60　mg/kg
硒Se ≤500　mg/kg

纺织材料
游离甲醛 ≤30　mg/kg

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 禁用

皮革
游离甲醛 ≤30　mg/kg

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 禁用

塑料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异辛
酯(DEH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3种增塑剂总含量≤0.1%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
异癸酯(DID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

3种增塑剂总含量≤0.1%

注：本表中的要求仅适用于正常使用状态下的可触及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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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警示标识
如果产品需安装，应在使用说明中标示警示语“注意！只允许成人安装，儿童勿
近”。
如果产品有折叠或调整装置，应在产品适当位置标示警示语“警告！小心夹伤”。
如果是有升降气动杆的转椅，应在产品适当位置标示警示语“危险！请勿频繁升
降玩耍”。
对于封闭家具，应在通风口附近显著位置标明警示语：“通风位置，切勿遮蔽或
封堵”。
对于高桌台和高度大于600 mm的柜类产品，应在产品显著位置标明警示语：
“警告！为防止倾覆，家具必须永久与墙面连接固定”。
以上警示语中“危险”“警告”“注意”等安全警示字体不小于四号黑体字，警示内容
不应小于五号黑体字。

注意警示标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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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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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

使用说明
产品适用年龄段，如：“3~6岁”、“3岁及以上”或“7岁及以上”；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执行标准编号；
主要原辅材料的名称、特性及使用部位；
有害物质限量的控制指标；
产品安装和调整技术要求，支撑机构（如有）的安装、调整和维护方法；
产品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产品故障分析和排除、保养方法；
售后服务；
警示标识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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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B 28007的主要技术差异

本文件与GB 28007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增加了主要功能尺寸的要求；
——外观要求中增加了木工要求和漆膜外观要求；
——增加了形状和位置公差的要求；
——增加了软硬质覆面耐污染的要求；
——增加了合成革pH值的要求；
——刚性材料上的孔的要求下限由6mm改为7mm；
——剪切和挤压点的缝隙要求下限由5mm改为7mm；
——增加了带有驱动机构的剪切和挤压点的要求（5mm-18mm）；
——翻板的要求由下落关闭力改为了下落距离；
——增加了绳圈和绳带立体装饰物的要求；
——增加了苯、甲苯、二甲苯和TVOC的要求，将甲醛的测试方法改为了气候
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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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B 28007的主要技术差异

本文件与GB 28007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将塑料中塑化剂的要求由6种总量小于0.1%，改为每3种小于0.1%；
——将阻燃要求由家用满足GB 17927.1，公共场所用满足GB 17927.2，改为任
何场合都要同时满足两者的要求；
——增加了通风位置防止遮蔽的警示语；
——增加了高于600mm的柜需要与墙体连接的警示语；
——增加了警示标识耐久性测试要求；
——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由企业自行在3岁-14岁之间选择区间；
——力学性能：增加了摇椅稳定性的要求；
——力学性能：按照GB 10357.3—2023进行了修改；
——力学性能：增加了床铺面静载荷、床长边静载荷和床结构耐久性要求；
——增加了质量检验及质量判定部分的内容：不合格项目总数应≤4项；
——增加了附录A未成年人人体尺寸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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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的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紧跟目前我国儿童家具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标准的发
布实施将响应消费者对儿童家具产品消费升级的需要，引导行业的技术发展趋
势，推动整个行业继续进行产业升级、促进产品技术革新。标准中的很多试验
方法是对《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有效补充，对
于实质性发挥强制性标准的托底保障作用起到了必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此外，该标准的实施将显著提高儿童家具产品质量水平，规范儿童家具设
计、制造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对保障儿童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根据目前市场的产品升级对相应的性能指标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更加发
挥了标准实施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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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谢！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江月路900号   电话：021-54336550、021-54336502
邮箱：sactc48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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