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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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智能电器专业委员会、浙江豪中豪健康产品有限公司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豪中豪健康产品有限公司、福建乐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盟迪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荣泰健康电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东田、谢忠惠、戴泽斌、王军良、黄圣辉、梁上音、胡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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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智能按摩椅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商用环境条件下商用智能按摩椅（以下简称按摩椅）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

法和警示要求。

本文件不适用于家庭使用的按摩椅和作为医疗用途的按摩椅。
注：常见的商用环境包括：室内候车室、候机厅、娱乐场所(影剧院、音乐厅等)、酒店大堂、商场、公用休息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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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4.1-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按摩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16999—2010 人民币鉴别仪通用技术条件

GB 21551.2—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GB/T 26125—2011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

的测定

GB/T 26182—2022 家用和类似用途保健按摩椅

GB/T 26572—2011《电子信息产品中限用物质 的限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182—202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按摩椅 massage chair

采用电能驱动，依靠机械、气袋压力等作用对人体背部等部位进行按摩的座椅。

[来源：GB/T 26182—2022，3.1，有修改]

3.2

商用按摩椅 commercial health massage chair

利用电子支付、金融交易卡或其它支付方式启动按摩功能的，且应用在商业环境的按摩椅。
注：商用按摩椅含以按摩为主要功能的商用排椅，排椅是由若干位按摩椅的承重构件在结构上连接成排，座面、椅

背等部件独立安装，或可供多人使用的整体面由若干个承重构件支承的按摩椅。

3.3

商用智能按摩椅 commercial intelligent health massage chair

应用了智能化技术或具备智能化能力/功能的商用按摩椅。

3.4

按摩强度 massage intensity

按摩装置与按摩部位之间的梯度接触压力和运动频率的组合。一般通过按摩档位对不同的按摩强度

进行设置。

3.5

运行程序 massage program

在按摩椅内预先设置好的一系列运行软件，可以通过对按摩动作、动作频率、按摩路径等参数的设

置形成不同的组合。

3.6

人机交互 human-machine 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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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语音、操作键、手控显示器、快捷键面板、移动终端APP等实现人与按摩椅的互动。

3.7

操控系统 operation system

在本机端或远程端实现按摩椅预设功能的软件。例如，实现按摩椅的远程管理、软件升级、故障报

警和分析、交易管理或与云平台的数据交互。

3.8

使用安全 use safety

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有不可接受的风险状态，或因按摩椅的设计、制造和使用会造成人身伤害和心

理的伤害（如惊吓）。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按摩椅的电气安全应符合GB 4706.1和GB 4706.10的要求；电磁兼容、阻燃性能、防护等级及其它

性能应符合GB/T 26182的相关要求。

4.2 使用环境

按摩椅在制造商规定的使用环境下使用，按制造商安装技术规范进行安装。

4.3 外观及皮革面料要求

4.3.1 按摩椅的外观应符合 GB/T 26182—2022 中 5.2 的要求。

4.3.2 按摩椅的皮革面料应符合 GB/T 26182—2022 中 5.16 的要求。

4.4 安全要求

4.4.1 设计安全

按摩椅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按摩椅在任一工作状态下均可随意停机，停机以后各机构应能自动或手动复位。

b) 按摩椅应在显著的位置设有急停按钮，当启动急停按钮后，或按摩椅在突然停电和出现故障

时，按摩椅能立即停止工作，使用者不受按摩装置限制而能脱离按摩椅。

c) 当按摩椅工作时，两只手臂不能同时被夹持。

d) 国家对产品或零部件有规定需要安全认证、消防认证、及其他认证的应满足其认证要求。

4.4.2 机械与卫生安全

4.4.2.1 按摩椅的机械安全应符合 GB/T 26182—2022 中 5.5 的要求。

4.4.2.2 与人体接触的皮革及面料具备抗细菌和霉菌功能，抗菌率大于或等于 90%，防霉菌等级为 1

级以上。

4.5 按摩性能

4.5.1 按摩椅的按摩强度等级划分应当符合制造商的说明。

4.5.2 按摩椅应能实现制造商的声明的运行程序。具有定时功能的按摩椅实际工作时长应大于商家声

明的按摩服务时间。

4.6 操作性能

4.6.1 按摩椅功能和参数应符合制造商规格说明书要求。

4.6.2 按摩椅应具备以下交易功能，交易成功后，按摩椅即可提供按摩服务，实现说明书中规定的各

项功能：

a) 按摩椅应具备电子支付、现金支付或金融卡支付等交易功能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b) 当使用者支付成功后，按摩椅如无法启动,或按摩椅未完成工作任务中终止按摩,操控系统应做

到退款，并记录退款信息。同时在手控显示器或移动终端 APP 显示退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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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用现金支付的投币器应具备假币的识别能力，漏辨率≤0.03，误辨率≤0.03；并且能正确识别

和接收完整的纸币、硬币，错点率≤0.001；

d) 当按摩椅无法使用时，操控系统不应接受支付。

4.7 智能化要求

4.7.1 体征参数检测

按摩椅宜自动检测使用者的肩位，录入身高、体重、体型等参数，由操控系统推送适合使用者的按

摩强度和按摩程序。

4.7.2 语音播报

按摩椅宜具备语音播报功能，并且：

a) 有一种或多种语言播报能力，其中至少有一种是标准普通话；

b) 首次语音播报提示响应时间不大于 5s；

c) 公众场合的按摩椅语音播报最大音的音量按5.7.2.3的要求进行测量，音量应≤75dB（A计权）。

4.7.3 故障报警和分析

按摩椅宜在本机端发生故障时自动采取报警措施，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可对自身各主要功能部件状态进行部分或全部自检，例如：按摩功能电机、气泵气阀、电热元

件等部件工作状态

b） 可预测潜在的故障，并在故障发生前提前预测，提示经营者和制造商，且经营者具有是否启用

该功能的权限，例如：皮套磨损、皮带磨损、电机寿命等潜在故障；

c） 可通过操控系统对本机进行在线诊断，且经营者具有是否启用该功能的权限；

d） 可通过操控系统将故障信息和经营者信息发送到售后服务部门进行自动报修，且经营者具有是

否启用该功能的权限。

4.7.4 人机交互

按摩椅宜具备人机交互功能，并符合下列要求：

a) 手控显示器具备操作键操作或触摸屏操作及显示功能，宜显示按摩椅的工作状态、工作时长、

故障情况等。操作键应操作灵活，无卡滞，字体显示清晰，与按摩椅动作配合协调。

b) 快捷键操作面板应具备开关键、暂停键或部分操作功能键等，操作键与功能键等应操作灵活，

没卡滞、迟缓现象，各项操作功能与印制的内容相符。

c) 通过移动终端 APP 操控按摩椅，按摩椅应执行相应功能，按摩椅本机和 APP 应有明确的反馈

指示。

4.7.5 在线升级

按摩椅宜具备在线升级的能力，具体要求如下：

a) 在线升级时应保证网络安全；

b) 升级后的按摩椅功能应正常；

c) 升级异常后，应能恢复原来版本，且各个功能可以正常使用，按摩椅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d) 可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或几种方式查看升级后的版本信息：

——手控显示器；

——控制终端 APP；

——操控系统。

4.7.6 操控系统

按摩椅的操控系统，还宜具备运行监控、全域按摩椅设备分布、数据集成展示等功能。

4.8 结构强度、噪声和耐久性

4.8.1 结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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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1 按摩椅结构件强度符合 GB/T 26182—2022 中 5.6 条规定。

4.8.1.2 用作为排椅的按摩椅的座椅强度按 GB/T 26182—2022 中附录 A中 A3.5 条 b）表 A.1 规定的

力学性能试验后，机构运行及各种按摩功能正常。

4.8.1.3 用于排椅的按摩椅的两椅联接的部件应牢固，在最不利的位置承受 30kgf 的扳力或推力后不

发生损坏。

4.8.2 噪声及异响

4.8.2.1 按摩椅的噪声限值应符合 GB/T 26182—2022 中 5.4 条的规定。

4.8.2.2 按摩椅使用过程中，机械传动及电动元器件、气动元件工作时不应产生异常声音，如：规则

的、重复或间断性的“哒”、“哒哒”、“咔啦”、“ 吱吱”、 “沙沙”等声音。

4.8.3 耐久性

按摩椅按5.8.3的方法连续运行。并且：

a) 达到 500h 的寿命时间后，按摩机芯、电磁阀、气囊等部件摩擦接触的布料不应破裂；以及对

应位置的包装面料、皮革、人造革不应有老化变脆，表面龟裂、脱落、严重脱色、变色等现

象发生；并对上述材料进行更换后继续测试。

b) 达到 1000h 的寿命时间后，满足：

——结构无损坏，各种功能应正常，允许比规定性能指标降低，但应不超过 10%。如：按摩椅

的噪声值为≤60dB(A),运行时间达到 1000h 后，其允许的噪声值为 60+(60×0%)=66dB(A)

及以下。

——按摩椅外观不应发生严重碰伤、划伤情况；电镀层、涂覆层不应有自行脱落或金属件严重

锈蚀现象发生；塑料件不应老化、变脆、开裂。

——测试完成后，更换过的包装面料、皮革、人造革，不应有老化变脆，表面龟裂、脱落、严

重脱色、变色等现象发生；与按摩机芯、电磁阀、气囊等部件摩擦接触的布料不应破裂。

4.9 有害物质限量

按摩椅中电子元器件、部件、材料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GB/T 26572—2011中规定的限量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及试验用的仪器仪表

5.1.1 试验条件

除特殊要求外，试验应在以下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20 ℃±5 ℃；

b) 环境相对湿度：45%-85%；

c)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d) 实验电源为单相交流正弦波，电压及频率波动范围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

e) 按摩椅如通过操控系统实现远程控制，则将按摩椅按说明书要求安装调试好，保证有稳定良

好的网络环境，并通信正常；

f) 在无强烈阳光照射、无其他热辐射、无腐蚀的环境中进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g) 目视检查条件: 应在自然光下或光照度为 300 lx～600 lx 范围内的近似自然光（类似 40W 日

光灯）下, 与水平面成 45°的夹角，距离被检物 0.45m 处。

5.1.2 试验用仪器仪表

试验用仪器、仪表和设备应符合GB/T 26182—2022中6.1.2表1的要求。

5.2 一般要求检验

电气安全测试，依据GB 4706.1和GB 4706.10的规定进行；电磁兼容、阻燃性能、防护等级及其它

性能，按GB/T 26182—2022的规定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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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外观及涂层、附着力、印刷附着力及皮革面料检测

5.3.1 外观检查

按GB/T 26182—2022的6.2.1、6.2.2和6.2.3的规定检查。

5.3.2 皮革面料检测

按GB/T 26182—2022第6.16的规定进行测试。

5.4 安全要求

5.4.1 设计安全检测

5.4.1.1 在按摩椅所有工作状态下分别操作手动停机，检查按摩椅是否能停机；并检查停机后按摩椅

是否能自动复位、或在按下复位功能键后进行复位。

5.4.1.2 用视检法检查按摩椅是否设有停止按钮功能键；启动停止按钮键后，或在按摩椅正常按摩时，

特意突然关闭电源，检查按摩椅是否能立即停止所有机械动作且气囊随即泄放，观察使用者是否会受到

危险伤害、是否会受按摩装置限制、是否能够脱离按摩椅离开位置。

5.4.1.3 体感按摩椅工作时，两只手臂放在按摩椅扶手上是否会同时被夹持。

5.4.1.4 检查按摩椅中国家有规定要求认证的主要零部件是否有安全认证等证书。

5.4.2 机械与卫生安全

5.4.2.1 按摩椅的机械安全按 GB/T 26182—2010 中 6.5 的规定进行测试。

5.4.2.2 卫生安全试验

5.4.2.2.1 抗菌试验

对按摩椅与人体接触的皮革和布料按GB 21551.2-2010附录A（贴膜法）或附录B（吸收法）进行抗

菌试验，试验菌种可选表A.1.2中一种或多种。

5.4.2.2.2 防霉试验

对按摩椅与人体接触的皮革和布料按GB 21551.2—2010附录C的要求进行抗霉试验，试验菌种可选

表A.1.1中一种或多种。

5.5 按摩性能

5.5.1 检测人员躺按摩椅上，将按摩椅调至不同档位，检查按摩椅的按摩强度等级划分是否与说明书

的内容保持一致。

5.5.2 检测人员躺按摩椅上，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逐项检查运行程序是否符合说明书的规定。

具有定时功能的按摩椅，选择支付时长，用秒表测定从按摩程序启动开始到按摩程序结束的时间。

5.6 操作性能测试

5.6.1 视检按摩椅各项功能与参数，核对其与说明书中规格参数是否一致。

5.6.2 支付成功后启动按摩椅，按照产品操作说明书要求操作，目视和体感检查按摩椅各项功能。并

且进行以下检查：

a) 检查按摩椅是否能实现所有说明书中声明的支付方式；

b) 支付成功后，关闭电源（或设置故障）使按摩椅不能工作，检查操控系统是否记录退款信息

和手控显示器或移动终端 APP 界面是否显示退款信息；

c) 对于用现金支付的投币器按 GB 16999—2010 中 6.2.4 规定的方法检测漏辨率和误辨率；按 GB

16999—2010 中 6.2.8.3 规定的方法检测错点率；

d) 当按摩椅不能工作时，视检操控系统是否不接受支付；将纸币或硬币投入投币器中，观察投

币器是否拒收。

5.6.3 在网络异常状态下，或人为使按摩椅处于无法工作状态，进行支付操作，检查按摩椅显示屏或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界面，是否有明确的状态异常提示、并且不能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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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智能化要求

5.7.1 体型智能检测试验

5.7.1.1 选择三位或三位以上，身高、体重、胖瘦存在明显差异的检测人员。

5.7.1.2 检测人员正常姿势坐在按摩椅上，打开按摩椅电源按键启动，进行以下检查：

a) 检查具有自动检测功能的按摩椅，是否能自动测量检测者臀部到肩部的距离，并在人机交互

装置显示或语音提示；

b) 检查具有手动录入信息功能的按摩椅，是否能通过人机交互装置手动录入检测者的身高、体

重、体型参数；

c) 检查按摩椅是否能根据自动检测的数据或手动录入的信息，对不同检测人员提供不同的按摩

强度和运行程序；

d) 重复试验 2 次，检查按摩椅对同一检测人员提供的按摩强度和运行程序，如 2 次试验均推荐

相同的按摩强度和运行程序则判定为合格。

5.7.2 语音播报测试

5.7.2.1 检测者坐在按摩椅上，开启语音功能，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语音播报要求，运行一个

完整的自动程序；听感语音清晰可辨识，无杂音，确认是否符合 4.7.2 a）的要求。

5.7.2.2 用秒表测定听到提示音时间与启动按摩椅时间的时间间隔，确认是否符合 4.6.3 b)的要求。

5.7.2.3 按摩椅置于一个符合 GB/T 4214.1-2017 中 4.2 要求的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中，按照产品

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语音播报要求，运行一个完整的自动程序。按 GB/T 4214.1—2017 中 7.1.1 规定的方

法确定测量位置，按 GB/T 4214.1—2017 中 7.4 规定的方法测量，按 GB/T 4214.1-2017 中 8.2、8.4、

8.6 规定的方法，进行背景噪声级修正，各测点平均声压级的计算，以及声功率级的计算。

5.7.3 故障报警和分析

视检说明书是否有自检、自动报修、在线诊断、故障预测等功能的相关声明。如有相关声明，通过

视检和声明的操作方法进行测试，并按照表2在按摩椅的本机端人为操作设定故障，确认按摩椅是否能

检测出故障并通过网络报警通知操控系统远程端。如果有其他故障，可以根据制造商自定义故障设置方

法测试。

表 1 故障列表

序号 故障类型 故障设置方法

1 断电 电源连接断开

2 按摩机芯插线松脱 按摩机芯插线断开

3 电机故障 电机供电线断开和短路

4 气泵故障 气泵供电线断开和短路

5 气阀故障 气阀供电线断开和短路

6 发热元件故障 发热元件供电线断开和短路

5.7.4 人机交互

机交互装置测试方法如下：

a) 手控显示器测试：

目视检查手控显示器各项功能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检查操作键操作是否灵活，无卡滞；显示器（触

摸屏或LED屏）字体是否清晰，是否能正确显示按摩椅的工作状态，如：工作时长和故障显示。

b) 快捷键操作面板测试：

检查操作面板功能：各功能键操作是否灵活，无卡滞、迟缓现象；面板各项按键指示功是否与实际

启动功能相符、并达到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要求。

c) APP功能测试：

在同一网络内用移动终端检查APP上显示功能与按摩椅说明书中描述的功能是否完全一致；通过APP

进行操控，按摩椅是否在5s内正确响应。

5.7.5 操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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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操控系统的功能是否与说明书中的内容一致。

5.7.6 在线升级

试验时由制造方提供升级前后不同版本号的升级程序和错误的升级程序，进行在线升级测试，在线

升级测试项见表2。

表 2 在线升级测试项

序号 测试项 测试要求 记录要求

1 正常升级测试 升级成功，各个功能正常使用 是否有升级记录，正确显示升级后的版本信息

2 异常升级检测

下载过程中断网、断电，重新开机后，系统恢

复原来版本，且各个功能可以正常使用

是否有升级异常记录

升级过程中断电，重新上电，开机后系统恢复

原来版本或继续升级到已下载的版本，且各个

功能可以正常使用

错误的升级程序，终止系统升级，重新开机后

系统恢复原来版本，且各个功能可以正常使用

其他升级失败的情况，重新开机后系统恢复原

来版本，且各个功能可以正常使用

5.8 结构强度、噪声和耐久性

5.8.1 结构强度测试

5.8.1.1 按摩椅按 GB/T 26182—2022 中 6.6 的规定进行测试。

5.8.1.2 用于排椅的按摩椅按 GB/T 26182—2022 附录 A3.5b)的规定进行测试。

5.8.1.3 用于排椅的按摩椅，在最不利的位置施加 30kgf 的扳力或推力，检查排椅之间连结件是否脱

落，部件是否损坏。

5.8.2 噪声和异响

5.8.2.1 按摩椅噪声按 GB/T 26182—2022 中 6.4 的规定进行测试。

5.8.2.2 异响测试

用90 kg质量人体模型（靠背30 kg，坐垫45 kg，小腿15 kg，负载均匀分布）或等质量的检测人员

按常规坐姿坐在按摩椅上，耳听位置为靠背架顶端向下10cm～50cm，离靠背垫5cm以上的位置。检查按

摩机械椅整体和背靠架轨道运行中以及按摩机械手摆臂和按摩轮工作时是否会发出重复或间断性的“哒”

“哒哒”“咔啦”“吱吱”“沙沙”等声音。
注：一些按摩椅没有腿部机构的，小腿无需加载负荷。

5.8.3 按摩椅耐久性测试

将按摩椅置于测试平台或放在水泥地面上，靠背处于最大升背状态，施加100kg沙袋负载（沙袋应

符合GB/T 26182—2022附录E的要求），将按摩椅功能全开，并调至最强档，以可设置的最长工作时间

开，2min关的方式连续运行。

5.9 有害物质限量检测

按GB/T 2612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 售后保养及服务要求

制造商说明书应对按摩椅的维护保养和服务要求给出相应的详细说明。按摩椅维护保养管理规范的

内容见附录A。

7 警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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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安全警示标志，应图案醒目、清晰、易于识别。

7.2 按摩椅在下列情况时,应予以安全警示：

a) 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后,仍存在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未被管理的风险；

b) 有某些特定或限制的使用要求时，如限定使用按摩椅的人群；

c) 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场景做预警，如使用时应去掉首饰、发饰等物品；

d) 产品使用说明书上规定的安全注意事项。

7.3 警示和注意的参考内容见附录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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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按摩椅维护保养管理规范

目的：为保证按摩椅在机场、高铁站、影院等公共场所能正常使用，特制订保养服务规范。

A.1 基本要求

A.1.1 服务方应根据场地共享按摩椅的数量，配备一定的服务管理人员。

A.1.2 服务场地必须在醒目位置标示安全标志，规定适用人群和不适用人群以及注意事项。

A.1.3 按摩椅整机、关键部件超过运行时间应有声音或显示提示。

A.2 卫生保洁

A.2.1 服务方应根据场地按摩椅的使用频度，规定按摩椅的清扫保洁时间；

A.2.2 服务方可以在合适的位置提供一次性防护套，并配备专门的回收装置；

A.2.3 使用的消毒液、清洗液应安全无毒，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A.2.4 勿用汽油、稀释剂、酒精等擦拭，或喷洒含有药剂的液体。

A.2.5 清洗完毕应有文字和语音提示。

A.3 维护保养

服务方应制订设备维护保养规定，使用一定期限（低频12个月，高频6个月）必须对设备进行检修。

主要检修部位有：保险丝，设备漏电性能，揉捏布破损情况，行走导轨，以及皮套外观检查等。检修时

间间隔可以根据现场使用情况调整。

A.4 设备更换

制造商应对按摩椅整机及关键零部件使用报废时间有明确规定，并在使用说明书中明确要求。关键

零部件达到累计工作时间应进行检修更换。按摩椅整机使用周期满30天以内必须对设备进行更换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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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附 录 B

（资料性）

按摩椅警示内容与注意事项

B.1 以下人群不适合使用按摩椅：

a) 骨质疏松症患者；

b) 患有严重心脏疾病以及佩戴电⼦医疗器如⼼脏起搏器、心脏除颤器等易于受到电磁波影响的

体内植入式医疗装置者；

c) 妊娠期者或分娩后不久以及经期妇⼥；

d) 由于血栓、动脉瘤、重度静脉曲张或其它循环系统疾病而遵医嘱禁止接受按摩者；

e) 脊椎骨折、脊柱异常者或脊柱侧弯者；

f) 椎间盘突出重患者；

g) 以往曾接受心脏或内脏手术者；

h) 发烧体温≥38℃者，例如: 急性炎症症状（倦怠、寒颤、血压变动等）强烈的时期；

i) 虚弱的时期，醉酒或感觉不适时。

B.2 下列人士务必注意，尽量不使用按摩椅：

a) 有严重晕车晕船现象者；

b) 由于年龄增长肌肉衰弱者或体格消瘦者；

c) 糖尿病等所致严重末梢血液循环障碍者；

d) 皮肤受损者，易跌打损伤者；

e) 因骨骼或内脏所致腰痛者；

f) 患精神疾患需要静养者；

g) 急性疾病（疼痛性）患者；

h) 肌肉扭伤或拉伤等患有急性炎症者；

i) 身体感觉异常或正在接受医疗机关治疗者；

j) 使用过程中身体出现或感觉异常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就医。

k) 若使用本按摩椅而出现发疹、发红、发痒等症状时，应停止使用，并及时就医。

B.3 按摩椅的使用警示包括：

a) 请使⽤与此器具匹配的良好接地电源。

b) 请勿使用交流 220V 以外的电源，以免导致触电或引起火灾。

c) 停电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开关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以免重新通电时导致事故。

d) 拔下电源插头时，应握住前端的插头部分拔下，勿牵拉电源线，以免导致触电或短路，导致

起火。

e) 不使用时，应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以免灰尘或潮湿导致绝缘老化，引发漏电火灾。

f) 进行保养时，应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并勿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以免导致触电和受

伤。

g) 勿损伤、损坏、加工、强行弯曲、牵拉、扭曲、束紧电源线；勿在电源线上压放重物，尤其

在移动中勿卷入或夹住电源线，以免电源线破损，导致火灾或触电。

h) 若电源线和电源插头破损或电源插座松动，应立即停止使用，以避免危险。

i) 严禁在椅背部的椅套拆下或破损状态下使用，可能因衣服或头发被卷入、造成伤害。

j) 勿让儿童或有意识障碍者使用，以免导致触电或受伤。

k) 按摩颈部周围时，应注意按摩球的动作，请勿过度强力按摩颈部，并避开喉咙部位，以免导

致事故或受伤。

B.4 按摩时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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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勿佩带发饰等硬物使用。按摩时，应摘掉耳环、项链、围巾等饰品， 以免导致受伤。

b) 按摩大腿和臀部时，应检查衣服（裤袋等）内没有硬物，以免导致事故或受伤。

c) 勿用于裸露皮肤。直接按摩皮肤会引起疼痛。

d) 使用过程中勿入眠。在无意识状态中使用，会导致身体不适或受伤。

e) 勿将头、手伸入腿部按摩器及按摩椅下面，以免导致事故或受伤。

f) 勿过分用力牵拉按摩椅布罩，也不得用刀或尖锐物扎刺，以免导致故障和受伤。

g) 勿饭后立即使用。以免造成身体不适。勿饮酒后使用，以免导致事故或受伤。

h) 按摩手掌、手臂时，应摘掉假指甲、手表、戒指、手镯等硬物，以免物体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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