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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GB/T34450—2017《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模块化设计 通则》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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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青岛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无锡小天鹅股份

有限公司、松下家电研究开发(杭州)有限公司、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博
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焰、赵鹏飞、张革、向东、纪学东、黎辉、贾春耕、杨宇澄、万学龙、高浪、李珊珊。

Ⅰ

GB/T34449—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模块化 洗衣机设计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的模块化设计的术语和定义、模块化设计的目的、原则、
方法及分类、模块化设计流程和模块化设计文档。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以下简称洗衣机)的模块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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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450—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模块化设计 通则

GB4706.2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衣机的特殊要求

GB4706.2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离心式脱水机的特殊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34450—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洗衣机模块 washingmachinemodule
洗衣机产品中可组合成整机产品或系统的(系统可划分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和规范接口结构的、

典型的通用独立单元。
洗衣机模块包括:洗衣机模块标准实体和洗衣机模块细分实体。

3.2
洗衣机模块标准实体 washingmachinestandardentity
洗衣机产品平台间可互相通用的标准化实体。如:内桶(内筒)。

3.3
洗衣机模块细分实体 washingmachinedivisionentity
洗衣机产品为满足细分市场需求,不断发生变化的实体。如:门盖。

4 模块化设计的目的、原则、方法

4.1 目的

综合考虑市场、技术、成本、环境保护等需求,建立洗衣机产品架构和模块系统,并通过模块独立开

发和制造,实现产品的功能扩展、规格扩充与产品升级。
具体包括:
———优化并降低产品系统设计与制造的复杂性,实现并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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