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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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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45097《智能消费品安全》的第1部分。GB/T4509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危害(源)识别;
———第2部分:风险评估;
———第3部分: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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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消费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0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美

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欧菲克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检

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小米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小度技术有限公司、国家文教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标

标准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霞、罗自立、詹德佑、房祥静、陈良权、张力潇、严海、顾雾睛、应立峰、李红伟、

黄石、许丽丹、许玉娜、陈倩雯、庞强、王坤然、彭妍妍、穆亚敏、曾剑、刘格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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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智能消费品(如智能家电、智能电子信息技术产品、智能门锁等)是近年来新兴的消费品,在带来便

利生活的同时,其质量安全问题也备受关注。对智能消费品质量安全危害(源)开展识别、风险评估和风

险控制是有效防范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GB/T45097《智能消费品安全》旨在提供一套涵盖

上述措施的方法体系,为科学、规范、高效地开展智能消费品风险管理,从而助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促进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财产安全,奠定技术基础。拟由三部分构成。
———第1部分:危害(源)识别。旨在为识别智能消费品质量安全危害(源)提供原则、方法,并给出

现阶段该类产品主要危害(源)清单。
———第2部分:风险评估。旨在为开展智能消费品安全风险评估提供流程和方法指导。
———第3部分:风险控制。旨在针对智能消费品危害(源)的不同风险等级,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风

险控制措施手段,使智能消费品的质量安全风险被控制在可容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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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消费品安全
第1部分:危害(源)识别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智能消费品安全危害(源)识别的原则、危害(源)分类,确立了智能消费品安全危害

(源)识别的一般流程,包括信息准备、特征分析及危害(源)确定。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智能消费品危害(源)识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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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9011—2020 消费品安全 危害识别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 intelligence
具有人类或类似人类智慧特征的能力。
注:人类或类似人类的智慧特征,表现为在实现某个目的的过程中,总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的感知、决策、执行的过程

或过程循环,并在其中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身实现目的的能力和实现目的的效率与效果;本文件认为,在体现

人类或类似人类的智慧特征上,感知、决策、执行和在其中的学习的各项能力和过程具有不可或缺性。

[来源:GB/T28219—2018,3.1]

3.2
消费品 consumerproduct
主要但不限于为个人使用而设计、生产的产品,包括产品的组件、零部件、附件、使用说明和包装。
[来源:GB/T35248—2017,2.2]

3.3
安全 safety
免除了不可接受的风险的状态。
[来源:GB/T20002.4—2015,3.14]

3.4
危害(源) hazard
可能导致伤害的潜在根源。
[来源:GB/T28803—2012,3.2]

3.5
信息危害(源) informationhazard
导致信息受未经授权的、意外或故意的获取、披露、传输、修改或销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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