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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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 6661:1983《新鲜水果和蔬菜 陆路运输车辆上平行六面体包装件的排列》（英

文版),在技术内容上与之无差异。

为便于使用,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b) 删除国际标准的注释；

c) 将国际标准的0引言，调整到正文前，作为引言；

d) 将正文中仅作为参考资料的5.2.1.1和5.2.1.2调整至附录B，编号为B.1和B.2

e) 增加新的三级条5.2.1.1，其内容为原先5.2.1的悬置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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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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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长期经验表明，新鲜水果和蔬菜在销售过程中（特别是在运输过程中）的保鲜不仅受包装质量的影

响，也受车辆内包装的排列方式影响。在行业中大量使用无盖包装的现状下，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本文件根据是否使用托盘将排列方式进行了分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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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果和蔬菜 陆路运输车辆上平行六面体包装件的排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鲜水果和蔬菜在陆路运输车辆中包装件的排列方式。

本文件适用于由任何材料制成的平行六面体包装材料，无论是否有盖以及是否使用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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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3394 Dimensions of rigid rectangular packages - Transport packages

ISO 3676 Packaging - Unit load sizes - Dimension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堆栈 Stack

所有包装件叠加在同一包装件上（见图1）。

3.2

行 row

所有包装件并排排列在同一层面上（见图1）。

3.3

层 layer

同一级别上的所有行（见图2）。

4 非托盘包装

4.1 基本要求

4.1.1 包装件应摆放稳定。

4.1.2 包装件堆放时应将其内容物的风险降至最低，尤其是在没有盖子的情况下。包装件应保证其内

容物充分通风。

4.1.3 无论有无盖子的包装件都应紧凑排列。

4.1.4 包装件应紧靠运输车的前后端，中间不应出现任何不连续的情况。

4.1.5 包装件的堆放高度应一致。

4.2 特别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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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包装件摆放

4.2.1.1 摆放要求

包装件堆放时中间不留空隙，并且应横向紧凑排列。但是，宜沿横向中心线预留空气流通空间，保

障空气流动。包装件放置应使其长边与车辆的长边平行。若横向排的边缘和车辆的侧壁之间有空隙，应

使空隙交替留在两个侧壁。

对于包装件之间的空隙（包括上述摆放产生的空隙以及其他由车辆的特殊性造成的空隙），应以楔

形材料将其填满。

4.2.1.2 摆放条件

无论采取何种摆放方式，都应遵守下列要求：

a) 放置在车辆侧门旁边的货物部分不应靠着侧门；为了保证这部分货物的稳定性，应将这些包

装件较长的侧垂直于车辆的侧壁；

b) 当无法堆放到相同的高度时，应将无法形成完整一层的包装件摆放在最上层，并固定，以避

免位移。

4.2.2 纵向放置

纵向方向上的包装件放置不应出现任何不连续点，并应紧靠于车辆的两端壁上。

若包装间之间或包装件与运输车端壁存在空间，应填满这个空间，以避免包装件位移。

4.2.3 非均匀包装件

若运输车运输的包装件由多种类型的包装件组成的，或者包装件中含有不同种类的货物，则应遵守

以下要求：

——应按包装件类型或内部货品类型对包装件进行分类，并按类别进行摆放；

——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摆放，将最紧凑、最坚固的货物放在下层；

——若包装件内的货物差异非常大，则进行适当摆放，以便货物适当地分布在车轴之间。

5 带托盘的包装

在托盘包装的情况下，需要同时考虑托盘上包装件的布置，以及车辆内托盘的排列。

5.1 放在托盘上的包装件的排列【见图 3a】

包装应连续排列成层。

每个托盘应按规格摆放固定尺寸的包装。

应根据托盘选择合适形状的包装件和恰当的排列方式，以便使托盘表面充分利用。

托盘之间不应有空隙。

包装件和托盘的边缘应基本一致。如有悬垂部分，不应超过10mm。

当包装件为中等高度（小于约200 mm)时，宜采用适当的方法固定它，以保持包装件稳定。例如用

两根绳子，一根系在载荷的中等高度，另一根系在四分之三的高度。

如果包装件由具有一定灵活性的材料构成的，或者很小（小于400 mm×250 mm），宜在包装件的每

个垂直边缘安装一个由水平索固定的刚性角杆。

如果包装件是由刚性材料组成的，并且高度超过约200毫米，则只需要使用一根绳子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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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车辆内托盘的布置【见图 3b】

应将两排或三排托盘并列摆放形成横向排。具体应根据运输车提供的运输表面以及与车辆长度平行

的包装件较长侧面的长度确定。

放置在车辆侧门旁边的托盘不应紧靠车门。

托盘上的与运输车长度平行的包装件，应当连续摆放，并应靠在两端的挡板上

当包装件之间（侧装车辆）或包装件与侧面挡板（后装车辆）之间存在空间又无法多装一个包装件

时，可按照4.2.1.1的提供的方法或通过其他适当的方法填充空隙，以避免托盘和包装件本身位移。

5.3 箱式托盘（有盖或无盖）内的包装

应使包装件在箱式托盘内保持稳定，若包装件与箱式包装间有不利于稳定的空隙，应使用适当的填

充材料或用其他方式使其保持稳定。

应当合理放置箱式托盘，以充分利用运输车提供的运输表面，若箱式托盘与运输车挡板之间存在空

隙，应采用适当的材料或适当的方法填充。

箱式托盘应布置在运输车内，使运输表面充分利用。在车辆的长度上，包装件连续紧密摆放，并应

紧靠车辆的两端挡板。箱式托盘堆叠的情况下，应按此要求摆放，不堆叠的情况下，宜按此要求摆放。

如果包装件间或与挡板间有空隙，应该选用适当方式进行填充。应当根据运输产品类型和空气流通需求

来选择合适方式。

如果有适当的方法，可堆叠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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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堆栈和行示意图

图 A.1 堆栈和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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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非托盘运输排列方式实例

B.1 摆放方式 a）【见图 B.1a）】

包装件应准确堆叠在堆栈中。每一横排的堆栈组成一排。每一排应交替地靠在车辆的一个或另一个

侧壁上。横排与车辆车辆壁之间空隙的宽度不超过一个包装件的宽度。所有的横排都是相似的。这种摆

放方式需要仔细的排列和堆放包装件，并保持堆栈之间良好接触。

B.2 摆放方式 b）【见图 B.1b）】

在每一横排中，每一横行都交替地靠在车辆的一个或另一个侧壁上。这种摆放方式比B.1更推荐，

但应满足以下要求：

——每一行中留有空隙的一侧包装件与侧壁之间的空间不超过包装宽度的三分之一；

——对于没有盖的包装，包装件必须有适当的摆放方式。

排列方式 a） 排列方式 b）

图 B.1 非托盘运输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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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托盘运输

a）托盘运输包装箱排列方式（仅示例） b）托盘的摆放方式

图 C.1 托盘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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