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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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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包装袋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纸包装袋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纸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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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50 纸和纸板 试样的采取及试样纵横向、正反面的测定

GB/T 451.2 纸和纸板定量的测定

GB/T 455 纸和纸板撕裂度的测定

GB/T 458 纸和纸板透气度的测定

GB/T 462 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样水分的测定

GB/T 1540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测定（可勃法）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0739 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GB/T 12914 纸和纸板 抗张强度的测定 恒速拉伸法（20mm/min）
GB/T 3064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

BB/T 0039 商品零售包装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跌落试验 drop test
将包装件按规定高度跌落于坚硬、平整的水平面上，评定包装件承受垂直冲击的能力和包装对内装

物保护能力的试验。通过跌落试验可了解产品受损情况及评估产品包装组件在跌落时所能承受的堕落高

度及耐冲击强度，从而根据产品实际情况及国家标准范围内进行改进、完善包装设计。

3.2

纸包装袋 paper packaging bags
由一层或多层扁平纸质袋筒制成的至少有一端封闭的包装容器,也可与其他韧性材料复合以达到填

装及货物流通环节所要求的性能。

3.3

纸袋纸 paper bag paper
（伸性纸）类似于牛皮纸，大多以针叶木硫酸盐纸浆来生产，国内也有掺用部分竹浆、棉杆浆、破

布浆生产的，因此纸袋纸机械强度很高，一般用来制作水泥、农药、化肥及其它工业品的包装袋。为适

合灌装时的要求，纸袋纸要求有一定的透气性和较大的伸长率。

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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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观质量

4.1.1 表面整洁，质地均匀，无皱折、杂质、污迹、破损等缺陷。

4.1.2 印线清晰，各压痕线无裂痕。

4.1.3 封边粘合牢固，黏合位置准确，无脱层、开胶等缺陷。

4.1.4 同批产品应无明显的色差，主要部位应无明显脏迹。

4.1.5 纸包装袋产品应文字清晰、图案完整，无明显油墨污渍、残缺。

4.1.6 外观应平整、无裂口、无粘膛。

4.2 尺寸偏差

4.2.1 纸包装袋的尺寸允许一定的制造偏差，以考虑到生产过程中的误差和纸张的伸缩性。应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尺寸偏差的允许范围，以确保包装袋的功能和性能不受影响。

4.2.2 纸袋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

表 1 尺寸偏差

项目 代号
偏差
mm

纸袋长度 a ±5
纸袋宽度 b ±5

纸袋底部宽度/折边宽度 c ±5
阀口宽度 v ±5
阀口长度 i ±5

阀口嵌入长度 f ±5

4.3 性能指标

纸袋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或按订货合同的规定。

表 2 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

定量偏差/% ±5
跌落试验 无破损

4.4 食品安全要求

纸质袋食品安全要求应符合GB 4806.8的规定。

4.5 原材料

4.5.1 纸包装袋应选用适合纸包装袋制造、符合环保要求的纸张类型，如牛皮纸、牛卡纸、牛筋纸等。

纸张应具有较好的强度、耐破坏性和可印刷性。

4.5.2 纸包装袋所使用的纸张克重应根据包装袋的用途和所包装物品的重量合理确定，通常应在 80～
200g/m2范围内。

4.5.3 纸包装袋的纸张可采用单层或多层结构，具体层数应根据包装袋的用途和要求确定。

4.5.4 对于需要提高强度和防水性能的包装袋，宜采用多层结构。

4.5.5 纸张的拉力强度应满足包装袋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要求。具体数值应根据包装袋的用途和要求

确定。

4.5.6 生产纸袋不应使用有毒有害原材料，不应使用回收原材料。

4.5.7 应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无毒、无害的印刷油墨。纸袋印刷用油墨、粘合剂应符合 GB 9685的规

定，油墨应采用环保型水性油墨。

4.5.8 印刷油墨的使用应符合安全规范和印刷工艺要求。印刷过程中应控制油墨的厚度和均匀度，以

确保印刷品的质量。

4.5.9 印刷油墨的颜色、附着力和耐久性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印刷油墨应具有一定的耐磨性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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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性，以确保印刷品的长期保持良好的外观效果。

4.5.10 纸页纤维组织应均匀，纸上不应有孔洞、裂口、褶子、浆块等影响制袋或使用的外观纸病。

4.5.11 纸袋纸为卷筒纸，卷筒宽度一般为 1020mm,宽度偏差应不超过±5mm，也可根据合同生产其他

尺寸的纸袋纸。

4.5.12 卷筒纸卷筒应紧密，全幅松紧一致，端面应平整，纸芯不应有压扁或扭结现象。

4.5.13 每卷纸接头应不多于 1个，接头应当用双面胶带黏牢，接头处应有明显的标志。

4.5.14 胶水应采用环保型水性胶水，其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

4.5.15 如使用的原辅材料为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必须选用获证企业生产的产品。

4.6 容量标识

4.6.1 容量表示方法

纸包装袋的容量应通过标识方式清晰明确地表示出来。常用的容量表示方法包括容量标签、印刷标

识、容量图示等。

4.6.2 容量标识内容

容量标识应包括以下内容：

——容量单位：应明确使用的容量单位，如升、立方米、公斤等。

——容量数值：应明确表示纸包装袋的容量数值。

——容量误差范围：可在容量标识中注明容量的允许误差范围。

4.6.3 标识位置和可读性

4.6.3.1 容量标识应位于纸包装袋的显著位置，易于用户查看和识别。

4.6.3.2 标识应采用清晰可辨的字体和符合标准的图案，以确保容量标识的可读性。

4.6.4 标识持久性

4.6.4.1 容量标识应具有一定的持久性，能够在包装袋的整个使用寿命内保持清晰可辨。

4.6.4.2 应采用耐磨、耐水和耐候性良好的材料和印刷工艺，以确保标识的持久性。

4.7 强度要求

4.7.1 破裂强度

应根据包装袋的用途和所包装物品的重量合理确定破裂强度的要求。

4.7.2 拉伸强度

拉伸强度应根据包装袋的用途和所包装物品的特性合理确定，以确保包装袋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承受

拉力而不断裂或变形。

4.7.3 耐压强度

应根据包装袋的用途和所包装物品的特性合理确定耐压强度的要求，以确保包装袋在受到外部压力

时不会塌陷或破裂。

4.8 耐久性要求

4.8.1 抗撕裂性

纸包装袋应具有一定的抗撕裂性能，以抵抗外部冲击和撕裂力。应根据包装袋的用途和所包装物品

的特性合理确定抗撕裂性的要求。

4.8.2 抗磨损性

纸包装袋应具有一定的抗磨损性能，以保护包装袋内物品免受摩擦和磨损。应根据包装袋的用途和

所包装物品的特性合理确定抗磨损性的要求。

4.8.3 抗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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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包装袋应具有一定的抗水性能，能够在潮湿环境下保持一定的强度和完整性。应根据包装袋的用

途和所包装物品的特性合理确定抗水性的要求。

4.8.4 抗日晒性

纸包装袋应具有一定的抗日晒性能，能够在阳光照射下保持一定的强度和外观稳定性。应根据包装

袋的用途和所包装物品的特性合理确定抗日晒性的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纸袋应在符合GB/T 10739规定的条件下放置至少4h，并在该条件下进行物理性能测定。

5.2 外观质量

应在自然光或日光灯下目测。

5.3 尺寸偏差

应按BB/T 0039中6.2.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4 性能指标

5.4.1 定量偏差

应按GB/T 451.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以5张试样定量的平均值与标称值之差再除以标称值所得结

果表示。

5.4.2 跌落试验

应按BB/T 0039中6.5.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5 食品安全要求

食品安全要求应分别按GB 4806.8、GB 4806.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6 原材料

5.6.1 试样

纸包装袋所使用的原材料纸袋纸试样应按GB/T 450规定进行。

5.6.2 定量

纸袋纸的定量应按GB/T 451.2测定。

5.6.3 定量偏差

纸袋纸的定量偏差应按GB/T 451.2测定。

5.6.4 横幅定量差

纸袋纸的横幅定量差应按GB/T 451.2测定。

5.6.5 撕裂指数

纸袋纸的撕裂指数应按GB/T 455测定。

5.6.6 透气度

纸袋纸的透气度应按GB/T 458中肖伯尔法测定。

5.6.7 吸水性

纸袋纸的吸水性应按GB/T 1540测定,吸水时间为60s。



T/CASME XXXX—2023

5

5.6.8 抗张指数

纸袋纸的抗张指数应按GB/T 12914测定。

5.6.9 伸长率

纸袋纸的伸长率应按GB/T 12914测定。

5.6.10 抗张能量吸收指数

纸袋纸的抗张能量吸收指数应按GB/T 12914测定。

5.6.11 交货水分

纸袋纸的交货水分应按GB/T 462测定。

5.7 容量验证

应采用量杯、秤等工具进行测量。

5.8 强度要求

5.8.1 破裂强度

应通过破裂强度测试仪进行测试。

5.8.2 拉伸强度

应通过拉伸测试仪进行测试。

5.8.3 耐压强度

可通过压力测试仪进行测试。

5.9 耐久性要求

5.9.1 抗撕裂性

应通过撕裂强度测试仪进行测试。

5.9.2 抗磨损性

应通过磨损测试仪进行测试。

5.9.3 抗水性

可通过水浸测试进行测试。

5.9.4 抗日晒性

可通过日晒测试进行测试。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规格、同一工艺、同一原料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每批最多不超

过10万只。

6.2 抽样

每批随机抽取3个包装，每个包装抽取60个进行检验。

6.3 检验分类

纸包装袋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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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出厂检验

6.4.1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性能指标、食品安全要求及原材料。

6.4.2 出厂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见表 3。

6.5 型式检验

6.5.1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产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及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质量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正常生产时，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e) 停产三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5.2 型式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见表 3。

表 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内容 检验方式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质量 4.1 5.2 √ √
2 尺寸偏差 4.2 5.3 √ √
3 性能指标 4.3 5.4 √ √
4 食品安全要求 4.4 5.5 √ √
5 原材料 4.5 5.6 √ √
6 容量标识 4.6 5.7 — √
7 强度要求 4.7 5.8 — √
8 耐久性要求 4.8 5.9 — √
注：“√”为必检项目，“—”为可选项目。

6.6 判定规则

6.6.1 产品的型式检验应全部合格。

6.6.2 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应允许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产品，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

则本次产品型式检验判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7.1.1 产品标签、标志按照 GB 4806.1规定。

7.1.2 产品的包装标签应符合 GB/T 30643的规定，标志基本内容包括：

——产品名称；

——产品商标；

——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生产日期及贮存期或生产批号及限用日期；

——产品类型；

——产品规格；

——产品数量；

——产品质量合格标志；

——生产企业（或代理商）名称；

——生产企业（或代理商）详细地址；

——其他相应要求。

7.1.3 包装箱外应有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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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在合格证或说明书上应注明产品名称、规格、执行标准号、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数量、

生产日期、批号等。

7.1.5 其外包装图形标示方法应按照 GB/T 191规定进行。

7.2 包装

7.2.1 产品宜采用包（袋）装，应防尘、防潮和防霉。

7.2.2 直接与产品接触的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清洁。

7.2.3 产品的所有包装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密封性和牢固性以确保产品在正常的运输与贮存条件下不受

污染。

7.2.4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7.2.5 包装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应能保证产品在运输、贮存中不受损伤和污染。

7.3 运输

7.3.1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重压、摔跌及坚硬物件的碰撞。

7.3.2 应尽量避免在高温下运输。

7.3.3 在运输中应小心轻放，防止碰撞、日晒雨淋及污染。

7.3.4 在运输过程中，应使用有篷而洁净的运输工具。

7.4 贮存

7.4.1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无化学品及无毒物品污染的库房内，贮存期从生产之日起不

超过一年，超过一年时应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7.4.2 离地、离墙应不小于 20mm，离顶不小于 500mm。

7.4.3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应为十二个月。

8 质量承诺

8.1 用户在遵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使用、保管和操作条件下，从购买产品之日起 3个月内，如因

质量问题造成产品故障，制造商应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8.2 对用户反馈的问题在 2小时内做出响应，24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并对产品提供终身技术支持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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