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门锁》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发布的 2020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将制定《智能门锁》等

六项团体标准项目列为团体标准工作计划。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深圳分中心、威凯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等，计划完成时间 2020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按本标准进度要求，2020年 1月，深圳标准认证联盟秘书处组织并组建了《智能门锁》

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向有关生产厂家收集了有关数据与资料，根据国内外最新产品技术的现状和发

展情况，搜集和整理技术资料，并进行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工作组于 2020

年 3月完成了标准工作组草案框架初稿的编写。 

2020 年 3 月 27 日，工作组在线上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会上，与会专家经过热烈的讨论，

完善了技术框架，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的问题点，修改了标准草稿，基本形成了标准全文内容。 

2020 年 6 月 17 日，工作组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了第二次工作组会议。会上，与会专家对第一次

会议后形成的草稿进行了再次讨论，会后，根据问题点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编制原则与《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细则 智能门锁》保持一致，重点明确智能门锁的力学性

能、电源、气候环境、机械、电磁兼容、反复启闭次数（耐久性）、按键寿命、指纹识别安全、人脸

识别安全、固件安全、移动应用功能等。过程中还参考了《T/SZS 4005-2019 智能门锁通用技术条件》，

紧密结合本行业多年的工作经验而制订。 

上述主要技术指标的选定原则：在满足国家标准 GB 21556-2008《锁具安全通用技术条件》、行

业标准 GA 374-2019《电子防盗锁》和 JG/T 394-2012《建筑智能门锁 通用技术要求》等标准的基础

上，对指标的国内外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以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或者填补国内、国际空白为原则，

从以下八类指标性质提出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技术指标： 

1. 产品创新，能够进一步满足顾客需求，开辟新的市场-人脸识别安全； 

2. 符合产业政策引导（绿色节能）方向-电源； 

3. 填补国内（国际）空白，能够提升产品质量-固件安全、移动应用功能； 

4. 严于国家行业标准，质量提升明显-反复启闭次数（耐久性）、按键寿命、电磁兼容； 

5. 清洁生产，材料选择、生产过程生态环保-气候环境； 

6. 产品安全健康环保，维护人体安全，有利身体健康，加强环境保护-机械； 

7. 消费体验，满足消费者实际需求，提升用户体验-欠压指示、稳定性； 

8. 行业特殊要求，符合并高于产品所在行业的特殊要求，带动质量明显提升-指纹识别安全。 



表 1  智能门锁产品先进性判定标准 

序号 指标性质 关键指标项 参考基准 参考来源 指标先进值 检测方法 说明 

1.  

 严于

国家

行业

标准 

等 

力学

性能 

主锁舌轴向静载荷 

B级：3000 N，回缩量

不应大于 5mm，且电子

防盗锁应能正常工作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B级：4500 N，回缩量

不应大于 3mm，且电子

防盗锁应能正常工作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结合行业水平和

企业实际情况（6

家企业代表中 5

家提出了降低到

4000N的要求），

轴向指标修改

为：修改为4000N  

2.  主锁舌侧向静载荷 
 B级：6000 N，且电子

防盗锁应能正常工作 

GB 21556-2008锁具安全

通用技术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B级：7000 N，且电子

防盗锁应能正常工作 

GB 21556-2008 锁

具安全通用技术

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3.  
电

源 
电池容量 

正常启、闭 3000次以

上 

GB 21556-2008锁具安全

通用技术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正常启、闭 6000次以

上 

GB 21556-2008

锁具安全通用技

术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结合产品差异性

和企业实际情况

（6家企业代表

中 4家提出了对

锂电池单独考核

的要求），增加

对锂电池供电的

要求 

4.  

气

候环

境 

盐雾 Ⅱ级：96h GA 374-2019电子防盗锁 Ⅱ级：128h 
GA 374-2019 电

子防盗锁 

考虑到电镀或喷

漆等行业的污染

和企业实际情况

（6家企业代表

中 5家提出了对

锂电池单独考核

的要求），区分

不同金属零件的

判定等级，分为：

外部可视部件和

外部无法可视部



序号 指标性质 关键指标项 参考基准 参考来源 指标先进值 检测方法 说明 

件 

5.  
机

械 
防钻 

被打开的净工作时间

应不少于 15min 
GA 374-2019电子防盗锁 

被打开的净工作时间

应不少于 30min 

GA 374-2019 电

子防盗锁 
/ 

6.  

电

磁兼

容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

扰度 

试验场强 10V/m(GB/T 

17626.3-2016中试验

等级 3级) 

GB 21556-2008锁具安全

通用技术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试验场强 30V/m（GB/T 

17626.3-2016中试验

等级 4级） 

GB 21556-2008 锁

具安全通用技术

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 

7.  
 严 于

国 家

行 业

标准 

 消 费

体 验

等 

反复启闭次数（耐久性） 10000次 GA 374-2019电子防盗锁 200000次 
GA 374-2019 电

子防盗锁 

考虑到产品使用

周期（20万次可

以用 20年以上）

和企业实际情况

（6家企业代表

中 3家提出了降

低耐久性次数要

求），考虑到 10

万次，产品已经

可以用 10年以

上，选定位 10万

次 

8.  按键寿命 6000次 
GB 21556-2008锁具安全

通用技术条件 
200000次 

GB 21556-2008

锁具安全通用技

术条件 

按键寿命与耐久

性，情况等同 

9.  稳定性 

在正常大气压下连续

加电 7 天，每天启、闭

不少于 30 次，产品应

能正常工作，不出现误 

GB 21556-2008锁具安全

通用技术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在正常大气压下连续

加电 30 天，每天启、

闭不少于 200次，产品

应能正常工作，不出现

GB 21556-2008 锁

具安全通用技术

条件或 GA 

374-2019 

/ 



序号 指标性质 关键指标项 参考基准 参考来源 指标先进值 检测方法 说明 

动作。 误动作。 电子防盗锁 

10.  欠压指示 

应能给出欠压指示，

且给出欠压指示后还

能正常启、闭不少于 50

次 

GB 21556-2008锁具安全

通用技术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应能给出欠压指示，且

给出欠压指示后还能

正常启、闭不少于 100

次 

GB 21556-2008 锁

具安全通用技术

条件或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 

11.  

 填 补

国 内

空 白

等 

指纹识别安

全 

认假率 / / ≤0.001% GA 701-2007 

指纹防盗锁通用

技术条件 

/ 

拒真率 / / ≤1% / 

12.  
人脸识别安

全 

2D 防伪率

SAR 
/ / ≤0% 

T/SZS 4005-2019

智能门锁通用技

术条件 

适用于具有人脸

识别功能的智能

门锁。 

13.  固件安全 / / 

a）应具备固件升级功

能； 

b）固件升级应校验固

件文件的签名信息。  

T/SZS 4005-2019

智能门锁通用技

术条件 

/ 

14.  移动应用功能 / / 
智能门锁应具备移动

应用管理的功能。 
视检 /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本标准对应的产品为智能门锁，是该产品的先进性评价标准，它主要包括了力学性能、电源、气

候环境、机械、电磁兼容、反复启闭次数（耐久性）、按键寿命、指纹识别安全、人脸识别安全、固

件安全、移动应用功的技术要求，可以作为采购单位认定该产品整体技术水平的依据。为此，标准工

作组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试验工作,对该类试验的最终结果和各项性能指标进行了验证。 

四、标准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项目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吸收了智能门锁最新的产品技术，并根据智能门锁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标要求。

标准制定公布后，对于规范国内智能门锁的生产，拔高该产品的各项技术及性能指标，有实际的指导

意义；同时对于该类产品的使用单位，也提供了一份可以借鉴与参考的技术资料，使供需双方能在技

术的层面达成一致。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查询到同类的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性 

本标准为智能门锁的先进性评价标准，与现有智能门锁的其它团体和行业标准协调使用。 

本标准与现行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国家法律法规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本标准正式发布后，深圳标准认证联盟秘书处将根据部分生产商的需求进行宣贯培训。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即刻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