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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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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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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宁波大学、浙江杰晖检

测认证有限公司、浙江乐歌智能驱动科技有限公司、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武汉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项乐宏、李响、茅剑辉、夏银水、顾佳佳、史建业、王翀、李裕麒、杨阳、唐

嘉琪、徐晟、薛晓楠、石守东、关永飞、段堃、张海川、叶敏、叶皓宇、王伟、崔晓冬、杨璐、刘尧、

马一然、曾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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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 升降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家居升降桌（下文简称智能升降桌）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办公场所用及家庭使用的智能升降桌的设计、制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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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28.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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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325—2017 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2部分：抗扰度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4798.1—2019 环境条件分类 环境参数组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 第1部分：贮存

GB/T 4798.2—2021 环境条件分类 环境参数组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 第2部分：运输和装卸

GB/T 5296.6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6部分：家具

GB/T 10357.1—201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1部分：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

GB/T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 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

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5607—2017 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GB/T 39223.3—2020 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3部分：办公桌椅

GB/T 41387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家居通用安全规范

QB/T 5271—2018 电动升降桌

3 术语和定义

QB/T 5271—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升降桌 smart height adjustable tables

以智能传感技术为基础，具有数据存储传输功能、智能监测功能、智能提醒功能、桌面高度智能推

荐等多种功能的升降桌。

3.2

智能传感技术 smart sensing technology

一类主要应用于智能场景，探测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信息并将信息传输给控制设备的技术。

3.3

智能控制 smart control

具有智能信息处理、智能信息反馈和控制决策的控制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语音控制；

b) 远程控制。

3.4

接触型控制装置 contact control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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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接触相关实体设备实现操控的控制装置，其实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按钮、触摸屏。

3.5

非接触型控制装置 non-contact control device

无需通过接触相关实体设备实现操控的控制装置，其实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视觉、无线传感。

4 技术要求

4.1 通用要求

4.1.1 允许偏差

产品尺寸偏差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要求

1 面板、框架的邻边垂直度/mm

对角线长度≥1000 mm ＜3

对角线长度＜1000 mm ＜2

对边长度≥1000 mm ＜3

对边长度＜1000 mm ＜2

2 桌面水平允许偏差/‰ ≤5

3 行程的允许偏差/mm ±2

4 中间净空高度允许偏差/mm ±10

4.1.2 外观

产品外观要求应符合GB/T 3325—2017中5.3的规定。

4.1.3 理化性能

产品主要部件材质及表面涂饰层/覆面材料理化性能应符合GB/T 3325—2017中5.5的规定。

4.1.4 力学性能

产品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垂直稳定性 不应倾倒

2 垂直强度 1）零部件应无断裂或豁裂；

2）无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变形；

3）连接部件应无松动；

4）升降功能应保持连续且顺畅；

5）五金件应无明显变形、损坏；

6）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3 水平强度

4 水平疲劳

5 跌落

6 单边负载 产品单边负荷1000 N运行时，智能升降桌桌面的两个短边离地高度偏差不大于5 mm
7 升降机构耐久性 升降功能应保持连续且顺畅，测试过程中，升降机构静止状态时，无下滑现象

8 自锁力
在桌面上均匀加载至1.05倍额定负载（产品实际标称负载），放置时间30 min，产品下降

或下滑量应不大于10 mm

4.1.5 有害物质限量

4.1.5.1 整桌要求

产品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GB/T 35607—2017中5.2的规定。

4.1.5.2 电子电气产品材料

构成电子电气产品的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GB/T 26572的规定。

4.1.6 电磁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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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升降控制系统电磁兼容应符合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及GB/T 17625.2中的规定。

4.1.7 空载运行噪声

产品在升降调节机构空载运行时噪声应不大于50 dB（A）。

4.2 智能功能

4.2.1 总则

产品应至少具备一项智能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传输存储功能、智能监测功能、智能提醒功能、

桌面高度智能推荐和调节功能。

4.2.2 数据传输存储

产品应具有数据传输存储功能，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数据：

a) 传输并存储产品使用状态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桌面高度、使用时间；

b) 传输并存储坐站高度等数据。

4.2.3 智能监测

产品宜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智能监测功能：

a) 监测产品使用状态，包括但不限于：当前桌面高度、坐站状态的使用时间等；

b) 监测使用者桌前姿态，将使用者的桌前姿态与其预设的姿态比较，不一致时，产品应提醒用

户纠正，不一致姿态识别率应不低于 80％。

4.2.4 智能提醒

产品宜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智能提醒功能：

a) 计算用户的坐、站时间，并通过声音、数显、提示灯、震动等其中一种或多种方式提醒用户；

b) 识别用户的坐站姿，并与用户预定义的姿态对比，并通过声音、数显、提示灯、震动等其中

一种或多种方式提醒用户。

4.2.5 桌面高度智能推荐和调节

产品宜具有桌面高度智能推荐或智能调节功能，实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a) 依据用户的体征信息，推荐坐、站桌面高度范围（用户体征信息与推荐桌面高度的关系见附

录 A）；

b) 自适应调节桌面高度，并符合附录 A推荐的坐、站桌面高度范围，准确率应不低于 80％。

4.3 智能控制

4.3.1 总则

产品应至少具有以下控制方式中的一种，包括但不限于：

a) 语音控制；

b) 远程控制。

4.3.2 语音控制

4.3.2.1 语音控制使能

应具有开启和关闭选择功能，实现选择语音控制功能的使用状态。

4.3.2.2 语音识别

应符合GB/T 36464.2的规定。

4.3.2.3 交互决策

应支持智能家居的控制指令，全面覆盖日常生活的交互行为的语义意图理解。

4.3.2.4 交互成功率、响应时间、语音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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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T 36464.2规定。

4.3.3 远程控制

4.3.3.1 产品宜具有 APP、遥控等远程控制功能，通过蓝牙技术、WIFI 技术、红外技术等实现远程操

作产品运行。

4.3.3.2 无线电发射设备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关于调整 2.4 GHz 频段发射功率限值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中对 2.4 GHz 频段发射功率限制或满足《关于使用 5.8 GHz 频段频率事宜的通知》对 5.8 GHz 频段

发射功率的要求。

4.3.4 智能控制安全防护

4.3.4.1 总则

智能控制应以能够防止产生危险的方式进行设计与制造。应符合如下要求：

——所有智能升降功能可选择关闭；

——智能控制系统逻辑操作不导致危险情况；

——智能控制期间，能合理预见使用者的错误操作，防止造成危险情况；

——产品不出现非预期启动。

4.3.4.2 控制装置

产品应至少包含一种接触型控制装置，在工作过程中，产品应至少有一种接触型控制装置保持功能

有效且便于操作。产品的接触型控制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清晰可见、易于识别，必要时可加贴适当标记；

——安装位置便于进行安全操作；

——接触型控制装置的控制优先级高于非接触型控制装置；

——非停止的控制命令中，若接触型控制装置与非接触型控制装置的命令发生冲突时，接触型控

制装置的命令优先执行。

4.3.4.3 智能控制启动

产品初次使用时，智能控制启动应由用户确认。智能控制初次启动前应有提示，提示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数显、声音、指示灯、震动等。

4.3.4.4 智能控制停止

在所有控制命令中停止命令应具有最高优先级，若已发出停止命令，产品应执行停止操作，从停止

命令发出到产品完全停止的时间应小于1 s。

4.4 安全要求

4.4.1 遇阻回退

产品应具有遇阻回退功能，遇到障碍物，能反方向运行（20±10）mm 的保护距离。

4.4.2 电气安全和保护

4.4.2.1 产品电气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4706.1 的规定。

4.4.2.2 当产品连续升降时间大于 2 min，升降保护装置应自动启动，并有异常信号提示。

4.4.2.3 产品应配置控制盒信号异常保护。

4.4.3 信息安全

应符合GB/T 41387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环境

室内：温度20 ℃～30 ℃，相对湿度60％～80％。



T/ZFA 14—2023

5

5.2 允许偏差试验

按QB/T 5271—2018中5.2的规定进行。

5.3 外观检验

按GB/T 3325—2017的规定进行。

5.4 理化性能试验

按GB/T 3325—2017的规定进行。

5.5 力学性能试验

5.5.1 垂直稳定性、垂直强度、水平强度、水平疲劳、跌落、升降机构耐久性、单边负载

按QB/T 5271—2018的规定进行。

5.5.2 自锁力

依据GB/T 10357.1—2013中5.1.1.3桌面持续垂直静载荷试验方法进行，在桌面上均匀加载标称额

定载荷的1.05 倍载荷，通过按键使产品上升或下降，在产品运行过程中突然切断电源，持续加载30 min
后，测量桌面下滑距离。

5.6 有害物质限量试验

5.6.1 整桌试验

按GB/T 35607—2017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5.6.2 电子电气产品材料

按GB/T 2657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5.7 电磁兼容试验

按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及GB/T 17625.2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5.8 空载运行噪声试验

整机装配后，背景噪音不大于26 dB(A)，在距离框架中心位置500 mm的位置放置声级计，在产品的

电动调节装置空载运行下，分别记录上升与下降的噪声数值。

5.9 智能功能试验

5.9.1 数据传输存储

产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设定坐站的记忆高度，并使用一段时间，记录使用的时间、桌面高度、坐

站高度等数据。将产品的控制器与数据终端装置连接，运行采集监测软件，读取存储数据。验证读取的

存储数据是否与记录的数据一致。

5.9.2 智能监测

5.9.2.1 产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将产品的控制器与数据终端装置连接，运行采集监测软件，读取数

据。在数据终端装置界面上，验证是否正确显示产品使用状态数据或使用者状态数据。

5.9.2.2 按照试验员选用原则和程序（见 GB/T 39223.3—2020 附录 A），试验人员 10 人，在试验前

记录每个试验人员的正确坐姿，试验时每人各做 1 种以用户自定义为判定基准的正确和错误的坐姿，测

试后统计识别率。

按公式（1）计算：

�� = �
�+�

× 100％···················································· (1)

式中：

PS——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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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识别成功次数；

F——识别失败次数。

5.9.3 智能提醒

5.9.3.1 按产品说明书设定保持坐或站时间，检查样品是否通过声音、数显、提示灯、震动等其中一

种或多种方式发出提醒。

5.9.3.2 按产品说明书设定保持错误坐姿或站姿时间，检查样品是否通过声音、数显、提示灯、震动

等其中一种或多种方式发出提醒。

5.9.4 桌面高度智能推荐和调节

5.9.4.1 桌面高度智能推荐

在信息输入界面中输入用户体征信息，验证产品是否返回推荐高度信息。

5.9.4.2 桌面高度智能调节

按照试验员选用原则和程序（见GB/T 39223.3—2020 附录A），试验人员10人，每人腰背挺直，保

持双肩平齐放松，由桌面高度智能调节功能自适应调节至高度h，测量桌面高度是否满足ℎ��� ≤ ℎ ≤
ℎ���，并计算准确率。

按公式（2）计算：

�� = �
�+�

× 100％···················································· (2)

式中：

PS——识别准确率；

S——ℎ��� ≤ ℎ ≤ ℎ���的次数；

F——ℎ��� > ℎ或ℎ > ℎ���的次数。

5.10 智能控制试验

5.10.1 语音控制

5.10.1.1 语音控制使能

关闭语音控制功能，测试语音功能，应无法使用。

开启语音控制功能，测试语音功能，应正常使用。

5.10.1.2 其他语音控制

按GB/T 36464.2—2018第6章的规定进行。

5.10.2 远程控制

5.10.2.1 将远程控制单元与产品配对，通过远程控制单元发送运行命令，检查产品是否根据操作命令

运行。

5.10.2.2 无线电发射设备试验按《关于使用 5.8 GHz 频段频率事宜的通知》（信部无[2002]277 号）、

《关于调整 2.4 GHz 频段发射功率限值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信部无[2002]353 号）文件规定进行。

5.10.3 智能控制安全防护

5.10.3.1 控制装置

5.10.3.1.1 接触型控制和非接触型控制优先级

使用接触型控制装置触发升降控制命令的过程中，使用非接触型装置触发不同的升降控制命令，产

品优先执行接触型控制装置的命令；使用非接触装置触发升级控制命令的过程中，使用接触型装置触发

不同的升降控制命令，产品优先执行接触型控制装置的命令。

5.10.3.1.2 停止命令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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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接触型控制装置的升降命令过程中，触发非接触型控制装置的停止命令，产品优先执行停止命

令；使用非接触型控制装置的升降命令过程中，触发接触型控制装置的停止命令，产品优先执行停止命

令。

5.10.3.2 智能控制启动

5.10.3.2.1 测试产品初次使用时，在未确认使用智能升降模式的情况下，智能升降功能是否能够正常

使用。

5.10.3.2.2 启动智能升降模式，检查产品是否给出明确提示。当产品的智能控制功能不止一种时，应

逐一测试每一种智能控制功能。

5.10.3.3 智能控制停止

启动产品并使其正常升降，升降过程中，使用控制装置发出停止命令，产品应符合4.3.4.4的规定。

当产品的拥有停止功能的控制方式不止一种时，应逐一测试每一种智能控制功能。

5.11 安全试验

5.11.1 遇阻回退

按QB/T 5271—2018中5.4.7规定的方法进行。

5.11.2 电气安全和保护

5.11.2.1 电气安全

按GB 4706.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11.2.2 升降保护装置

连续调节产品升降超过2 min，观察升降保护装置是否自动启动，并伴有异常信号提示。

5.11.2.3 控制盒信号异常保护

运行产品升降调节装置时，切断任意一条位置信号线，观察运行状态。

5.11.3 信息安全

按GB/T 41387规定的方法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3。

表 3 检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条款项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允许偏差 4.1.1 5.2 ● ●

2 外观 4.1.2 5.3 ● ●

3 理化性能 4.1.3 5.4 — ●

4 力学性能 4.1.4 5.5 — ●

5 有害物质限量 4.1.5 5.6 — ●

6 电磁兼容 4.1.6 5.7 — ●

7 空载运行噪声 4.1.7 5.8 — ●

8 智能功能 4.2 5.9 — ●

9 智能控制 4.3 5.10 — ●

10 遇阻回退 4.4.1 5.11.1 — ●

11 电气安全和保护 4.4.2 5.11.2 — ●

12 信息安全 4.4.3 5.11.3 — ●

注：“●”表示应检验的项目；“—”表示不检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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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抽样和组批规则

抽样检验方法依据GB/T 2828.1中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验水平Ⅱ，质量接

受限（AQL）为6.5，其样本量及判定数值按表4进行。

表 4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件

本批次产品总数 样本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200 80 10 11

1201～3200 125 14 15

注：26件以下为全数检验

6.3 出厂检验

6.3.1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是产品出厂或交货前进行的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3检验项目逐项进行。

6.3.2 抽样和组批规则

出厂检验抽样和组批规则按表4进行。

6.3.3 单件产品出厂检验的评定

单件产品出厂检验在产品组装完成后进行。出厂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时，判为单件产品

合格；有某项指标不合格时，允许复检一次，复检全部合格的，判为单件产品合格。

6.3.4 批产品出厂检验的评定

批产品出厂检验可按产品的独立包装运输件进行检验，必要时可在产品组装完成后进行。批产品的

出厂检验，按表4规定抽取样品量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Ac），应评定该批产品为合格批；

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Re），应评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

6.4 型式检验

6.4.1 型式检验条件

型式检验应按表4检验项目逐项进行，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式生产时，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对批量产品进行抽样检查，周期检验一般为 1 年；

d) 产品停产半年或半年以上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4.2 抽样规则

在一个检验周期内，从近期生产的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4件样品，2件送检，2件封存。

6.4.3 判定规则

所有检验项目的结果均达到本文件规定要求时，判定该产品为合格品。若任何一项检验项目不符合

规定时，即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7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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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标志

产品标志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执行标准编号；

b) 检验合格证明、生产日期、产品警示标识；

c) 生产者中文名称和地址；

d) 产品电机上应附有铭牌，铭牌的内容至少包括：产品型号、输入电压、工作制、出厂编号；

e) 产品控制器（控制盒）上应有铭牌，铭牌的内容至少包括：输入电压、输出电压、额定功率。

7.2 使用说明

应提供符合GB/T 5296.6的使用说明，至少应包括：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执行标准编号；

b) 主要原辅材料的名称、特性及使用部位；

c) 有害物质限量的控制指标；

d) 产品安装和调整技术要求；

e) 产品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f) 产品故障分析和排除、保养方法；

g) 售后服务。

7.3 包装

产品应进行合适的包装，产品包装应保证产品不受损伤，应防污、防震、便于贮存和运输。

7.4 运输

产品运输过程应平整堆放，加以衬垫和覆盖等必要防护，应避免污染、虫蚀、受潮、曝晒、碰撞、

重压和雨雪淋袭，不应与有毒及有腐蚀性物品混运，产品运输应符合GB/T 4798.2—2021中2K12级的规

定。

7.5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阴凉、通风、干燥、清洁的环境中，应防止污染和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及有腐蚀性

物品混贮，电动儿童学习桌贮存应符合GB/T 4798.1—2019中1K22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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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坐、站桌面高度计算方法

A.1 坐、站桌面高度计算方法

人体站姿桌面高度计算示意图如图A.1所示，其中l1表示人体肩膀点到手肘点的距离，l2是l1的投影，

表示肩膀点到桌面的直线距离，l3是l4和分别表示手肘点和手腕点到投影点的距离。

已知人体肘部夹角（即l1与l3的夹角）在躯干上的投影角θ1（即l2与l4的夹角）的最佳范围在90°- 120°

之间，人体手臂与躯干夹角θ2（即l2与l4的夹角）的最佳范围在0-15°之间，求此时桌面最佳高度范围h

的值。

图 A.1 站姿桌面高度计算示意图

如图A.2所示，桌面高度的下界应在θ1为90°时取得，按公式A.1计算：

ℎ��� = � − �1 × cos �1
·············································(A.1)

式中：

hmin——桌面高度的下界；

θ1——人体肘部夹角（即l1与l3的夹角）在躯干上的投影角；
H——肩膀点到地面的距离；

l1——人体肩膀点到手肘点的距离。

图 A.2 桌面高度下界计算示意图

如图A.3所示，桌面高度的上界hmax应该在θ1为120°时取得，按公式A.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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ℎ��� = � − 3
2

× �1 × ����1
·········································· (A.2)

式中：

hmax——桌面高度的上界；

θ1——人体肘部夹角（即l1与l3的夹角）在躯干上的投影角；

H——肩膀点到地面的距离；

l1——人体肩膀点到手肘点的距离。

图 A.3 桌面高度上界计算示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计算hmin时的l1与计算hmax的长度不同，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获取。最终推荐的合适高

度h的范围为[hmin，hmax]。
坐、站姿态仅仅影响测量的具体数值，不影响上述桌面高度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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