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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纸质手提袋生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环保意识的提升已经成为

社会各界的共识。纸质手提袋作为一种可降解、可循环利用的环保包装

材料，其普及与应用对于减少塑料污染、推动绿色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

价值。因此，制定《环保纸质手提袋生产技术规范》这一团体标准是当

下亟待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具有深远的环保意义，还具备强烈的

现实必要性。

《环保纸质手提袋生产技术规范》的标准研制，旨在通过统一和规

范纸质手提袋的生产技术，推动其产业化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满足市场

对于环保包装的需求。规范的生产技术能够保证纸质手提袋的质量稳定，

提高其使用寿命，从而减少因频繁更换包装而带来的资源浪费。其次，

通过标准的制定，能够引导生产企业采用更加环保、节能的生产工艺，

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此外，

团体标准的推广与实施，还有助于提升纸质手提袋的市场竞争力，推动

其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为环保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环保纸质手提袋生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是一项具有深

远意义和必要性的工作。它不仅能够推动纸质手提袋产业的健康发展，

还能够为环保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环保纸质手提袋市场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

作用，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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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我国现有环保纸质手提袋市场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模式基础上，

经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

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环保纸质手提袋生产技术规范相关

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环保纸质手提袋市场标

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

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环保纸质手提袋生产技术规范需要具备的

特殊条件，明确了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环保纸

质手提袋生产技术规范》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

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

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环

保纸质手提袋生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浙江新雅包装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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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4年 4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

写工作。

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

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

南》和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TCS 2009 版进行

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 9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保纸质手提袋的术语和定义、材料要求、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环保纸质手提袋的生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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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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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51.1 纸和纸板尺寸及偏斜度的测定

GB/T 455 纸和纸板撕裂度的测定

GB/T 462 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样水分的测定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

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12914 纸和纸板 抗张强度的测定 恒速拉伸法（20mm/min）

CY/T 87 印刷加工用水基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

QB/T 2825 柔性版水性油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3.2 纸质手提袋 paper handbag

是一种以纸为主要原料，经过加工、印刷、成型等工艺制成的包装

袋。

4 材料要求

4.1 纸袋纸应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纸或纸基复合材料。

4.2 油墨应采用环保型水性油墨，其有害元素的最大限量应符合 QB/T

2825。

4.3 胶水应采用环保型水性胶水，其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CY/T 87。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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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表面

5.1.1.1 产品应表面平整、无明显凹陷、无明显孔洞、无明显开裂、无

明显破损、无明显磨损、无明显刮痕、无明显脏污，刮花长度应≤1 cm，

且数量≤5 条，每两条之间间距应≥3 cm。

5.1.1.2 风琴位和三角位允许有褶皱，其它位应无明显褶皱。

5.1.1.3 应无异物、无变形、无霉变、无起泡、无严重褶皱及其它外观

缺陷。正面两侧每条皱印长度应≤5 mm，每条边皱印应≤2 条。袋口内

折边四个角位允许褶皱。

5.1.1.4 提带应介于两口线之间，左右位置基本居中，上下对应整齐，

焊头端正。

5.1.1.5 产品颜色应基本均匀，同批产品应无明显色差。

5.1.2 异嗅

产品应无明显异嗅。

5.1.3 图文印刷

5.1.3.1 纸袋的印刷图案、文字清晰、完整、无残文断字，套印准确，

套印误差主要部位≤0.2 mm（印刷面上反映主题的图案、文字、标记及

条形码的部位），次要部位≤0.5 mm（除主要部位外的其他部位）。

5.1.3.2 墨层应均匀、无明显堆墨、发花、水印、墨杠、条杠，无明显

糊版、堵网和爆墨现象。

5.1.4 尺寸偏差

产品的成品尺寸偏差应符合以下规定，其他部位偏差由供需双方协

商决定：

—— 纸张尺寸≤±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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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绳子外露长度≤±15 mm；

—— 绳子直径≤±0.5 mm；

—— 纸张克重≤±10%。

5.2 使用性能

产品使用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使用性能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1 撕裂指数（纵向） mN·m
2
/g ≥10.0

2
抗张强度

纵向
N·m/g

≥50.0

3 横向 ≥25.5

4 伸长率（纵向） % ≥1.8

5 粘合强度 kN/m ≥3.0

6 交货水分 % ≤10.0

7 静态负重性能 — 无破损

8 动态提吊性能 — 无破损

9 跌落性能 — 无破损

10 环境稳定性测试 —
无开胶、气泡、变形

等外观不良现象

注1：冲手挽孔类纸质手提袋不考核动态提吊性能。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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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表面

在自然光线下或日光灯下目测。取10个样品进行测定，如果2个以上

（含2个）的样品不符合规定，则判定该项不合格。

6.1.2 异嗅

在室内正常环境条件下进行，环境内应无其他异味干扰。

6.1.3 图文印刷

应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准备 3个试样及精度为 0.01 mm 的 20 倍刻度显微镜；

b) 分别测量试样主要印刷部位和次要印刷部位任两色间的套印精度

各 3 点；

c) 分别取其最大值，作为该试样主要印刷部位和次要印刷部位的套

印精度；

d) 计算 3个试样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样品的测量结果，结

果准确至 0.1 mm。

6.1.4 尺寸偏差

应按GB/T 451.1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测定。用分度值为1 mm的钢直

尺测量。取10个样品进行测定，如2个以上（含2个）的样品不符合规定，

则判定该项不合格。

6.2 使用性能

6.2.1 撕裂指数

应按GB/T 455的规定进行。

6.2.2 抗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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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GB/T 12914的规定进行。

6.2.3 伸长率

应按GB/T 12914的规定进行。

6.2.4 粘合强度

应按GB/T 12914进行测定。任取两个试样，从每个试样的底端和侧

面各取5个试样条进行试验，取样时以粘合处位于试样的中间位置为宜。

封口不断而材料断时，封口粘合强度以材料断裂时的抗张强度表示。分

别计算底端5个试样条和侧面5个试样条的算术平均值，以两者中低者为

测试结果。

6.2.5 交货水分

应按GB/T 462的规定进行。

6.2.6 静态负重性能

6.2.6.1 应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任取一个试样，装入 4 kg 质量的内装物（宜选用颗粒状的大米、

塑料树脂、钢珠、沙子等）；

b) 将盛有内装物的试样挂在试验架上，静止 4 h；

c) 观察试样的袋体及提袋处有无损坏。

6.2.6.2 应每个规格产品取 3 个试样进行试验。如 1个以上（含 1个）

的样品不符合规定，则判定该项不合格。

6.2.7 动态提吊性能

6.2.7.1 应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准备振幅（30±2） mm、频率 2 Hz~3 Hz 的提袋疲劳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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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取一个试样，装入 3 kg 质量的内装物（一般选用颗粒状的大米、

塑料树脂、钢珠、沙子等）；

c) 将盛有内装物的试样挂在提袋疲劳试验机上，启动仪器，提吊 0.5

h；

d) 观察试样的袋体及提袋处有无损坏。

6.2.7.2 应每个规格取 3个试样进行试验。如 1个以上（含 1个）的样

品不符合规定，则判定该项不合格。

6.2.8 跌落性能

6.2.8.1 应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任取一个试样，装入 4 kg 质量的内装物（一般选用颗粒状的大米、

塑料树脂、钢珠、沙子等）；

b) 用胶带将袋口封好；

c) 从 0.5 m 高处自由落下，试验地面为光滑水泥地面；

d) 观察试样的袋体及提袋处有无损坏。

6.2.8.2 应每个规格取 3个试样进行试验。如 1个以上（含 1个）的样

品不符合规定，则判定该项不合格。

6.2.9 环境稳定性

将产品放在40 °环境下48 h后观察产品，应符合5.2中环境稳定性

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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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组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规格、同一班次、同一工艺连续生

产的产品为一批，最大批量不超过50万个。

7.3 抽样

抽样应按GB/T 2828.1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

验水平II，接收质量限（AQL）为6.5，其样本大小及判定数值按表2规定。

表 2 抽样数量及判定

批量范围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5

281~500 50 7 8

501~1 200 80 10 11

1 201~3 200 125 14 15

≥3 201 200 21 22

注：批量数26个以下应全部检验。

7.4 出厂检验

7.4.1 产品应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文件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

应附有检验合格证。

7.4.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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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型式检验

7.5.1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 3。检验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

中随机抽取。

7.5.2 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 原材料及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 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7.6 判定规则

7.6.1 检验结果如全部项目均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

7.6.2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文件规定，则判定为合格；若有任何一项

为不合格，应从该批产品中重新加倍抽样或用留样的试样对不合格项进

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定为不合格。

表 3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技术要

求

检验方

法

出厂检

验

型式检

验

1

外观

表面 5.1.1 6.1.1  

2 异嗅 5.1.2 6.1.2  

3 图文印刷 5.1.3 6.1.3  

4 尺寸偏差 5.1.4 6.1.4  

5 使用性能 撕裂指数 5.2 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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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技术要

求

检验方

法

出厂检

验

型式检

验

6 抗张强度 6.2.2 — 

7 伸长率 6.2.3 — 

8 粘合强度 6.2.4  

9 交货水分 6.2.5  

10 静态负重性能 6.2.6  

11 动态提吊性能 6.2.7 — 

12 跌落性能 6.2.8  

13 环境稳定性 6.2.9 — 

注：“”表示必检项目，“—”表示可选项目。

8 标志

8.1.1 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有特殊要求时可按供需合同执行。

8.1.2 每箱纸袋内应附有以下内容：

—— 标明；

—— 产品名称

—— 规格；

—— 执行标准号；

—— 厂名；

—— 厂址；

—— 生产日期；

——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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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外包装箱上应标明以下内容：

—— 产品名称；

—— 数量；

—— 质量；

—— 厂名；

—— 厂址；

—— “怕雨”等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相关要求。

9 包装、运输及贮存

9.1 包装

9.1.1 产品应无错装、漏装现象，运输包装应整洁、平滑，封箱牢固。

9.1.2 包装应保证产品在运输、贮存过程中，不受损坏，不受外来物污

染。

9.2 运输

9.2.1 运输过程中要防止重压、侧压、摔跌及坚硬物碰撞，应避免在高

温下运输。

9.2.2 运输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干

燥、并具备防晒、防雨设施。

9.2.3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应发生机械碰撞、日晒雨淋及接触锐利物

件等情况。

9.2.4 在搬运过程中要保持包装完好，不应与有毒、有腐蚀性、有异味

的物品混运。

9.3 贮存

9.3.1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无有害、有毒、污染性物品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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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场所。不应与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混放。贮放时应离地、离墙。

9.3.2 产品从生产之日起贮存期应不超过 24个月；超过贮存期应进行

型式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本文件要求方可继续使用。

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

定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环保纸质手提袋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相

关）企业竞争。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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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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