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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８０９２—２０００《免水冲卫生厕所》。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８０９２—２０００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按安装方式、工作原理、使用场所对免水冲卫生厕所进行了分类。

———归纳了免水冲卫生厕所一般技术要求和相关内容。

———增加了泡沫式大便器的技术要求和相关内容。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环境卫生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紫光泰和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武汉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设计院、华中科

技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树森、黄宪立、杨一新、刘国权、吴文伟、刘竞、冯其林、韩振华、陈朱蕾。

本标准于２０００年５月首次发布。

Ⅰ

犌犅／犜１８０９２—２００８





免 水 冲 卫 生 厕 所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免水冲卫生厕所（以下简称厕所）及大便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标记方法、性能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说明书、运输、储存和安装。

本标准适用于免水冲卫生厕所及其长筒塑料袋打包式免水冲大便器和泡沫封堵式大便器的设计、

制造和产品验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６８２９—１９９５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般要求（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７５５：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通用符号（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６，

ＩＳＯ７００１：１９９０，ＮＥＱ）

ＧＢ１３７３５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ＧＢ／Ｔ１７２１７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ＣＪＪ１４—２００５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ＪＣ／Ｔ７６４—２００８　坐便器坐圈和盖

ＪＧＪ／Ｔ１６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ＪＧＪ５０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免水冲卫生厕所　狑犪狋犲狉犳狉犲犲狊犪狀犻狋犪狉狔狋狅犻犾犲狋

采用打包式大便器或泡沫式大便器，能够达到相应卫生标准要求的厕所。

３．２

打包式大便器　狆犪犮犽犻狀犵犮犾狅狊犲狋

采用长筒塑料袋封装方式清理粪便的大便器。

３．３

泡沫式大便器　犳狅犪犿犻狀犵犮犾狅狊犲狋

采用泡沫覆盖和机械方式封堵粪便臭味，并通过泡沫和液体在便器及顺流管道中下滑输送粪便的

大便器。

３．４

密封机构　狊犲犪犾犻狀犵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将塑料袋密封使之不漏臭气的机构。

３．５

走袋行程　狆犪犮犽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

指打包式大便器中的塑料袋每次使用所移动的长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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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发泡剂　犳狅犪犿犻狀犵犪犵犲狀狋

发泡水溶液中能够产生泡沫的溶剂。

３．７

发泡液　犳狅犪犿犻狀犵犾犻狇狌犻犱

发泡剂与水按一定比例配制的溶液。

３．８

发泡机构　犳狅犪犿狆狉狅狏犻犱犲狉

使发泡液发泡，并将泡沫输送到大便器便池的机构。

３．９

泡沫覆盖率　犳狅犪犿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犮狅狏犲狉犪犵犲

便器中泡沫覆盖面积与大便器上平面内口投影面积的百分比值。

３．１０

泡沫掩盖度　犳狅犪犿狀狅犿犻狀犪犾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用泡沫厚度表达的泡沫掩盖粪便能力的度量。

４　分类与标记

４．１　厕所

４．１．１　厕所分类

ａ）　按安装方式分为：固定式、移动式。

固定式：厕所设置基础构造，不能整体移动，用ＧＮ表示。

移动式：厕所可整体移动，用ＹＮ表示。

ｂ）　按大便器工作原理分为：打包式、泡沫式。

打包式：用Ｂ表示。

泡沫式：用Ｆ表示。

ｃ）　厕所使用场所分为：通用型、特定型。

通用型：用Ｐ表示。

特定型：用Ｔ表示。

４．１．２　厕所标记

４．１．２．１　标记方式

厕所标记由５部分组成。



















　

安装方式代号，见４．１．１ａ ）。

















　

工作原理代号，见４．１．１ｂ ）。















　

使用场所代号，见４．１．１ｃ ）。









功能间组合代号：

第１、２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大便器的数量。

第３、４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小便器的数量。

第５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管理间的数量。

第６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无障碍间的数量



。

×××




　

设计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位数不限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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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２　标记示例

示例１：ＹＮＢＴ０１００００１表示移动式打包免水冲特定型单体大便间厕所，设计序号为１。

示例２：ＧＮＦＰ０６０４１１２表示固定式泡沫免水冲通用型厕所，有６大便器，４小便器，１管理间，１无障碍间。设计序

号为２。

４．２　大便器

４．２．１　大便器分类

ａ）　用厕姿势分为：坐式、蹲式。

坐式：用ＮＺ表示。

蹲式：用ＮＤ表示。

ｂ）　按免水冲原理分为：长筒塑料袋打包式、泡沫封堵式。

长筒塑料袋打包式：用Ｂ表示。

泡沫封堵式：用Ｆ表示。

ｃ）　适用场所分为：通用型、车船型、其他。

通用型：用Ｐ表示。

车船型：用Ｃ表示。

其他：用Ｑ表示。

ｄ）　按操作方式分为：电动、脚动、自动、其他。

电动 ：用 Ｍ表示。

脚动 ：用Ｌ表示。

自动 ：用Ａ表示。

其他 ：用Ｑ表示。

４．２．２　大便器标记

４．２．２．１　标记方式

大便器标记由３部分组成。
















用厕姿势，标记代号见４．２．１ａ ）。









编码：

第１位表示免水冲原理，标记代号见４．２．１ｂ）。

第２位表示适用场所，标记代号见４．２．１ｃ）。

第３位表示操作方式，标记代号见４．２．１ｄ



）。

×××




　

设计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位数不限 。

４．２．２．２　标记示例

示例１：ＮＺＢＣＬ００１表示打包式车船脚动坐便器，设计序号为００１。

示例２：ＮＤＦＰＡ００２表示泡沫封堵式通用自动蹲便器，设计序号为００２。

５　通用、结构及设计要求

５．１　厕所

５．１．１　厕所通用要求

５．１．１．１　设计卫生指标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２１７一类厕所的有关规定。

５．１．１．２　设计和建造应符合ＣＪＪ１４—２００５的有关规定。

５．１．１．３　厕所间的空间布置应合理，参见图Ａ．１、图Ａ．２、图Ａ．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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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４　每座厕所基本配套设施应为：大便器、灯具、换气扇、衣帽钩、面镜、手纸架、弃纸篓等。大便器

应符合５．２的要求。灯具、换气扇、衣帽钩、面镜、手纸架、弃纸篓等应符合相关标准。

５．１．１．５　无障碍设施设计应符合ＪＧＪ５０的有关规定。

５．１．１．６　电器设备安装应符合ＪＧＪ／Ｔ１６的有关规定。

５．１．１．７　采用交流市电供电的厕所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其选型、接线应符合 ＧＢ６８２９—１９９５的

要求。

５．１．１．８　洁具及控制系统应可靠、安全。

５．１．１．９　门锁应灵活可靠，应急时能从外面用专用工具打开。

５．１．１．１０　墙面应选用阻燃、环保、易清洗材料，地面应采用防渗、防滑、易保洁的材料。

５．１．１．１１　应具有收集粪便，封堵臭味不向厕所间扩散的功能。

５．１．１．１２　应与收集、运输设备可靠衔接，方便清运。

５．１．１．１３　根据使用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宜考虑防冻、防风措施。

５．１．２　厕所结构要求

５．１．２．１　打包式大便器厕所结构要求

５．１．２．１．１　应具有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收集装置，使用时收集口与厕所的连接能可靠地密封臭气。短时

存放及运输时，收集器具能可靠密封和码放。

５．１．２．１．２　厕所间地板下部应有放置收集装置的空间，收集装置应有物量指示或报警装置。

５．１．２．２　泡沫式大便器厕所结构要求

５．１．２．２．１　移动厕所在地面以上设置的贮粪箱应有如下配套设施：

ａ）　设置粪便液位报警装置。

ｂ）　设置直径不小于１００ｍｍ的排气管，排气管的出口应高于屋顶。

ｃ）　粪便抽吸口的直径应与收集工具相配套。排空口直径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抽吸口和排空口应能

可靠密封。

５．１．２．２．２　地面以下设置的贮粪池应有如下配套设施：

ａ）　厕所间、贮粪池应设置高于厕所屋顶的排气口。

ｂ）　贮粪池在方便清掏的位置设粪便清掏口，清掏口应能可靠密封。

５．１．３　厕所设计要求

５．１．３．１　打包式大便器厕所设计要求

５．１．３．１．１　贮粪桶所在位置应能用常规清洁方法，清除污物，避免异味。

５．１．３．１．２　厕所地板应防渗，应平整，用常规清洁方法，能清除地板上的污物（如尿液等）。

５．１．３．２　泡沫式大便器厕所设计要求

５．１．３．２．１　冬季结冰地区的厕所管路、发泡机构应有加热保温措施，可能结冰的部位温度应保持在

４℃以上。

５．１．３．２．２　泡沫厕所的粪便可直接排入排污管网，当无排污管网时应有收集贮存粪便的贮粪箱或贮

粪池。

５．１．３．２．３　大便器及粪便顺流管道应确保粪便靠泡沫液及自重的作用顺利地进入贮粪池、排污管网或

贮粪箱。

５．１．３．２．４　贮粪箱的容积根据厕所占地面积和有效空间合理设置，在冬季结冰地区应有保温防冻

措施。

５．１．３．２．５　贮粪池设置于地下时，其贮粪容积可参照ＣＪＪ１４—２００５的４．０．１５规定计算，其清掏次数

在冬季结冰地区，应按冬季最长的清掏周期确定。

５．１．３．２．６　厕所地板应防渗，应平整，用常规清洁方法，能清除地板上的污物（如尿液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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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大便器

５．２．１　大便器通用要求

５．２．１．１　坐便器盖开启后应与水平面成不小于９５°的夹角。

５．２．１．２　坐便器盖铰链开启灵活，并足以承受规定的冲击实验所施加的负荷。

５．２．１．３　便器盖的缓冲垫应选用邵氏Ａ型硬度为６６°±５°的普通橡胶或相宜的塑料制成。

５．２．１．４　坐圈和盖耐撞击性按ＪＣ／Ｔ７６４—２００８中的５．４．４的规定。

５．２．１．５　外罩、坐圈和盖抗燃性按ＪＣ／Ｔ７６４—２００８中的５．５．１的规定。

５．２．１．６　外罩、坐圈和盖抗沾污性按ＪＣ／Ｔ７６４—２００８中的５．５．２的规定。

５．２．２　大便器的结构要求

５．２．２．１　打包式大便器结构要求

５．２．２．１．１　打包式大便器结构型式有２种：

ａ）　打包式坐便器，参见图Ｂ．１、图Ｂ．２。

ｂ）　打包式蹲便器，参见图Ｂ．３。

５．２．２．１．２　打包式大便器基本结构由机架、走袋机构、密封机构、储袋架、便池架、长筒塑料袋、无袋检

测装置、贮粪容器等组成。

５．２．２．１．３　打包式坐便器除基本结构外，还应有坐圈、外罩、坐便器盖等。

５．２．２．１．４　打包式蹲便器除基本机构外，还应有可翻转的蹲便器踏板。

５．２．２．１．５　走袋机构和密封机构在装袋时，应有不小于３０ｍｍ 的装袋间距。装袋后，密封机构能

复位。

５．２．２．１．６　大便器的外罩、坐圈、坐便器盖、储袋架、便池架宜采用工程塑料制造。

５．２．２．２　泡沫式大便器结构要求

５．２．２．２．１　泡沫式大便器结构型式有４种：

ａ）　发泡系统相对蹲便器分立的泡沫式蹲便器，结构示意参见图Ｃ．１。

ｂ）　发泡系统与蹲便器一体的泡沫式蹲便器，结构示意参见图Ｃ．２。

ｃ）　发泡系统相对坐便器分立的泡沫式坐便器，结构示意参见图Ｃ．３。

ｄ）　发泡系统与坐便器一体的泡沫式坐便器，结构示意参见图Ｃ．４。

５．２．２．２．２　泡沫式大便器基本结构由大便器便池、防止臭气返排机构、发泡机构、泡沫高度检测装置等

组成。

５．２．２．２．３　泡沫式坐便器除基本结构外，还有坐圈、盖等。

５．２．２．２．４　泡沫式蹲便器除基本结构外，还有脚踏板。

５．２．２．２．５　坐圈、便器盖宜采用工程塑料制造。

５．２．２．２．６　大便器、泡沫箱、水箱宜采用陶瓷、耐腐蚀的金属材料或其他耐腐蚀材料。

５．２．３　大便器设计要求

５．２．３．１　打包式大便器设计要求

５．２．３．１．１　走袋间隙应均匀，走袋应顺畅，能防止异物进入储袋腔，受力状态合理。

５．２．３．１．２　打包式蹲便器在１５０ｋｇ重物作用下，仍应有足够的走袋间隙。

５．２．３．２　泡沫式大便器设计要求

５．２．３．２．１　应有清洁厕具的冲水管路。

５．２．３．２．２　泡沫高度检测装置应防潮、防水，安装在不影响用厕、不影响保洁的位置，且不易损坏，便于

维护。

５．２．３．２．３　防止臭气返排机构可以从厕具上面检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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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性能要求

６．１　厕所

６．１．１　成品厕所性能要求

成品厕所性能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成品厕所性能要求

编　号 项　目 性能要求 测试方法

６．１．１．１ 外观质量 设备齐全，外观整洁，锁具可靠 ７．１．１．１

６．１．１．２ 便器及卫生设施 运行可靠、安全、卫生 ７．１．１．２

６．１．１．３ 电器漏电保护装置 选型合理；接线正确；动作灵敏 ７．１．１．３

６．１．１．４

６．１．１．５

电绝缘
绝缘电阻 ＞１ＭΩ ７．１．１．４

耐电压 ５００Ｖ连续１ｍｉｎ无击穿、烧焦 ７．１．１．５

６．１．１．６ 臭味强度 ＜１级 ７．１．１．６

６．１．１．７ 移动厕所防雨性能 无漏雨、渗雨现象 ７．１．１．７

６．１．１．８ 移动厕所抗风能力 ８级 ７．１．１．８

６．１．２　打包式大便器厕所性能要求

６．１．２．１　贮粪桶所在位置应能用常规清洁方法，清除污物，避免异味。

６．１．２．２　厕所地板应能防滑，用常规清洁方法应能清除地板上的尿液等污物。

６．１．２．３　打包式成品大便器物理性能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６．１．２．４　打包式成品大便器使用性能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６．１．２．５　打包式大便器包装粪便的塑料薄膜，应符合ＧＢ１３７３５的要求。

６．１．３　泡沫式大便器厕所性能要求

６．１．３．１　厕所地板应能防滑，用常规清洁方法应能清除地板上的尿液等污物。

６．１．３．２　泡沫式大便器物理性能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６．１．３．３　泡沫式大便器物理性能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６．１．３．４　发泡剂应无腐蚀、无毒（须经有资质的质量检验部门检验）。

６．２　大便器

６．２．１　大便器构件的物理性能要求

大便器构件的物理性能要求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２　大便器构件的物理性能要求

编号 构件名称 项目 性能要求 质量要求 试验方法

６．２．１．１

６．２．１．２

６．２．１．３

６．２．１．４

大便器

大便器盖

外罩、坐圈、

便器盖

静载

动载

抗撞击

抗燃性

抗沾污性

１５０ｋｇ

１００ｋｇ

试后表面无裂纹、缺陷

抗燃

抗沾污

无可见损伤、变形

无引燃或逐渐发热现象

表面不受试剂影响

７．２．１．１

７．２．１．２

７．２．１．３

７．２．１．４

６．２．２　打包式成品大便器使用性能要求

打包式成品大便器使用性能要求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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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打包式成品大便器使用性能要求

编　号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试验方法

６．２．２．１ 外观质量 无明显色差和缺陷 ７．２．２．１

６．２．２．２ 打包功能

１．能自动完成。

２．停止在密封位置。

３．运行可靠

７．２．２．２

６．２．２．３ 走袋行程 符合设计要求 ７．２．２．３

６．２．２．４ 走袋速度 符合设计要求 ７．２．２．４

６．２．２．５ 密封性 密封间隙＜０．０３ｍｍ ７．２．２．５

６．２．２．６
（走袋机构、密封机构在装袋时的）

“打开”功能

１．间隙≥３０ｍｍ。

２．操作方便。

３．运动灵活

７．２．２．６

６．２．２．７ 走袋力
１．走袋力：２５Ｎ～３０Ｎ。

２．走袋力稳定
７．２．２．７

６．２．２．８ 长筒塑料袋检验 不漏水 ７．２．２．８

６．２．２．９ 缺袋功能
１．缺袋时，不能走袋。

２．缺袋指示准确
７．２．２．９

６．２．２．１０ 走袋间隙 间隙应确保走袋顺畅 ７．２．２．１０

６．２．３　泡沫式成品大便器使用性能要求

泡沫式成品大便器使用性能要求应符合表４的要求。

表４　泡沫式成品大便器使用性能要求

编　号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试验方法

６．２．３．１ 外观质量 无明显色差和缺陷 ７．２．３．１

６．２．３．２ 防止臭气返排机构
１．开闭灵活、准确、可靠。

２．粪便下滑顺畅
７．２．３．２

６．２．３．３ 便池粪便下滑功能 下滑顺畅

６．２．３．４ 泡沫高度的控制

１．自动控制泡沫高度。

２．泡 沫 高 度 上 限：坐 便 器 坐 圈 面 以 下

１００ｍｍ处。蹲便器脚踏平面以上１０ｍｍ处。

３．泡沫高度下限：能掩盖住粪便的高度。

４．下限＜泡沫高度＜上限

７．２．３．３

７．２．３．４

６．２．３．５ 泡沫覆盖率 ≥８０％ ７．２．３．５

６．２．３．６ 泡沫掩盖度 ≤３０ｍｍ ７．２．３．６

６．２．３．７ 快速发泡能力 ≤１２０ｓ ７．２．３．７

６．２．３．８ 完全覆盖粪便能力 ≤３０ｓ ７．２．３．８

６．２．３．９ 泡沫高度失常报警 准确、可靠 ７．２．３．９

７

犌犅／犜１８０９２—２００８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厕所试验方法

７．１．１　成品厕所性能试验方法

７．１．１．１　外观质量

在不低于２００ｌｘ白炽灯光照明条件下，距试样５００ｍｍ处目测外观缺陷，２０００ｍｍ处目测色差。

７．１．１．２　便器及卫生设施

ａ）　试验前准备

试验按正常运行给设施提供条件，如送电、送水、打包厕具装长筒塑料袋、发泡厕具配制发泡液等。

ｂ）　初步启动设施，观察运行情况并作记录。

ｃ）　初步启动正常后，连续７２ｈ运行，按设施的性能指标，检查设施的运行可靠情况、安全情况、卫

生情况，并作详细记录。

ｄ）　根据初步启动记录，连续７２ｈ运行记录，作出性能评价。

７．１．１．３　电器漏电保护装置

漏电保护装置主要用于由于间接接触或直接接触引起的单相电击。根据ＧＢ６８２９—１９９５中的相

关方法试验。

７．１．１．４　绝缘电阻

试验用手摇兆欧表，规格为５００Ｖ，５００ＭΩ，精度等级为１．０级。用手摇兆欧表测量厕所内带电部

位（灯口、插座等）与不带电的金属件（门框、手把等）之间的绝缘电阻。

７．１．１．５　耐电压

试验装置输出电压应满足０Ｖ～１０００Ｖ连续可调。绝缘电阻试验后，试验装置在厕所内带电部位

（灯口、插座等）与不带电的金属件（门框、手把等）之间，施加５００Ｖ交流电压１ｍｉｎ，检查有无击穿、烧

伤等现象。

７．１．１．６　臭味强度

按照ＧＢ／Ｔ１７２１７规定进行。

７．１．１．７　移动厕所防雨性能

应使用喷水枪，调节喷水嘴的压力为０．２ＭＰａ，保持喷射距离为３００ｍｍ，沿厕所外围墙与墙、墙与

顶面以及墙与房顶的连接部位喷水，检查有无渗漏现象。

７．１．１．８　移动厕所抗风能力

ａ）　试验条件

将厕所放置在水泥水平地面上。测出厕所的长、宽、高（犃、犅、犆，其中犃＞犅），以厕所抗风能力最弱

的受力面为试验受力面，设试验面为犃×犆面。

ｂ）　推力试验

顶端中间逐渐施加水平推力，当试验面底端离开地平面１０ｍｍ时测出水平推力值犉（抗颠覆推力

极限值）见图１。

抗风能力验算按公式（１）计算：

犉≥
１

２
犃×犆×ω …………………………（１）

　　式中：

犉———抗颠覆推力极限值，ｋＮ；

犃———试验平面长度，ｍ；

犆———试验平面高度，ｍ；

ω———蒲福风级８级标准风级换算风压，０．５０４ｋＮ／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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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ｃ）　判别

当抗倾覆推力极限值犉满足（１）式时认为抗风能力足够；否则认为不够，应采取必要的抗风措施。

７．１．２　打包式大便器厕所性能试验方法

７．１．２．１　贮粪桶所在空间可清洁性

用铁锹、耙子、笤帚、拖把等常用清洁工具，在２ｍｉｎ时间内能使贮粪桶所在空间清洁，按

ＧＢ／Ｔ１７２１相关规定试验，使其臭味强度＜１级，则认为贮粪桶所在空间清洁性好，否则认为清洁性

不好。

７．１．２．２　地板防渗性，地板可清洁性

ａ）　地板防渗性

在地板上放置１块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塑料革地板。同时把塑料革地板和塑料革周围地板泼上水，

静置２０ｍｉｎ，对比地板和塑料革地板的吸水性。若两块地板吸水相当，则认为地板防渗特性满足要求；

若地板吸水明显比塑料革地板多，则认为地板防渗性不满足要求。

ｂ）　地板可清洁性

将３ｋｇ水，１ｋｇ砂子，１ｋｇ粘土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构成污物模拟物，将模拟物撒在地板上不易

清洁的地方。用笤帚清扫１次，再用拖把拖１遍，若模拟物被清除干净，则认为地板可清洁性好，否则认

为可清洁性不好。

７．１．３　泡沫式大便器厕所试验方法

７．１．３．１　地板防渗性，地板可清洁性

ａ）　地板防渗性

在地板上放置１块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塑料革地板。同时把塑料革地板和塑料革周围地板泼上水，

静置２０ｍｉｎ，对比地板和塑料革地板的吸水性。若两块地板吸水相当，则认为地板防渗特性满足要求；

若地板吸水明显比塑料革地板多，则认为地板防渗性不满足要求。

ｂ）　地板可清洁性

将３ｋｇ水、１ｋｇ砂子、１ｋｇ粘土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构成污物模拟物，将模拟物撒在地板上不易

清洁的地方。用笤帚清扫１次，再用拖把拖１遍，若模拟物被清除干净，则认为地板可清洁性好，否则认

为可清洁性不好。

７．２　大便器试验方法

７．２．１　大便器构件物理性能试验方法

７．２．１．１　大便器静载、动载

ａ）　坐式大便器静载

参见图Ｄ．２、图Ｄ．４，把坐便器试验板放在坐便器坐圈口上，再将质量为１５０ｋｇ的沙袋静压其上，

静压１５ｍｉｎ后取下沙袋和试验板，仔细观察坐圈有无裂痕和变形。

ｂ）　坐式大便器动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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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Ｄ．２、图Ｄ．４，把坐便器试验板放在坐便器坐圈口上，并在试验板正上方５００ｍｍ高处吊一

重量为１００ｋｇ沙袋，让沙袋自由落下，重复试验２次，每次仔细观察坐圈有无裂痕和变形。

ｃ）　蹲式大便器静载

参见图Ｄ．３、图Ｄ．５，把蹲便器试验板放在蹲便器脚踏板上，再将质量为１５０ｋｇ的沙袋静压其上，

静压１５ｍｉｎ后取下沙袋和试验板，仔细观察脚踏板有无裂痕和变形。

ｄ）　蹲式大便器动载

参见图Ｄ．３、图Ｄ．５，把蹲便器试验板放在蹲便器脚踏板上，并在试验板正上方５００ｍｍ高处吊一

重量为１００ｋｇ沙袋，让沙袋自由落下，重复试验２次，每次仔细观察脚踏板有无裂痕和变形。

７．２．１．２　大便器盖抗撞击

按ＪＣ／Ｔ７６４—２００８中的６．９方法进行。

７．２．１．３　外罩、坐圈、便器盖抗燃性

按ＪＣ／Ｔ７６４—２００８中的６．１４方法进行。

７．２．１．４　抗沾污性

按ＪＣ／Ｔ７６４—２００８中的６．１５方法进行。

７．２．２　打包式成品大便器使用性能试验方法

７．２．２．１　外观质量

在不低于２００ｌｘ白炽灯光照明条件下，距试样５００ｍｍ处目测外观缺陷，２０００ｍｍ处目测色差。

７．２．２．２　打包功能

ａ）　模拟粪便的制备

将淀粉、锯末和适量水按一定比例揉合成形，做成尺寸约３０ｍｍ～３５ｍｍ，长约１５０ｍｍ，湿重约

１５０ｇ～２００ｇ的模拟粪便。

ｂ）　打包功能模拟试验

在装配完整的大便器中，放入模拟粪便，另加入５张１５０ｍｍ×１００ｍｍ对折卫生纸或报纸。反复

运转３次，每次观察有无卡袋、卷袋、脱袋、泄漏等现象，工作是否正常、可靠。

７．２．２．３　走袋行程

用钢卷尺和标记笔测量并记录长筒塑料袋自动移动长度，移动长度即为走袋行程。

７．２．２．４　走袋速度

在空袋条件下，反复操作运转３次，每次用秒表记录走袋时间。

走袋速度用公式（２）计算：

狏＝犔／狋 …………………………（２）

　　式中：

狏———走袋速度，ｍｍ／ｓ；

犔———走袋行程，ｍｍ；

狋———走袋时间，ｓ。

７．２．２．５　密封性

密封机构的密封间隙不大于０．０３ｍｍ，用塞尺检测。

７．２．２．６　装袋时的“打开”功能

打包式大便器用长筒塑料袋包装粪便，长筒塑料袋长度是有限的，当一段长筒塑料袋用完后需要再

把一段装入走袋机构（现在的走袋机构和密封机构是联体的）。使走袋机构“打开”和“关闭”反复操作

５次，测量打开间隙，观察机构操作的方便性，机构运动的灵活性。

７．２．２．７　走袋力

密封机构将５０ｍｍ×０．３ｍｍ×３００ｍｍ的不锈钢带夹住，用１０ｋｇ的弹簧秤缓慢的拉动不锈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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