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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 ５、６、７、８章是强制性的，其余是推荐性的。
本 标 准 是 从 防 治“白 色 污 染”、实 施“可 降 解 一 次 性 餐 饮 具”质 量 管 理 的 需 要 出 发，经 对 铁 路 系 统

１９９５年铁路新型餐盒选型试验、１９９７年新型快餐饭盒降解性能及评价方法专题研究及大量检验数据进

行全面分析，并对近年来可降解餐饮具的开发情况进行调研和补充试验验证后，依据国家相关卫生、环

境保护标准、法规制定的。
本标准的附录 Ａ、附录 Ｂ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卫生部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宝泉、贺冰哲、陈佐、施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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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主要类型、基本技术要求、外观和使用性能、卫生要求、降解性

能、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产品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用光生物降解性材料或生物降解性材料生产的一次性餐饮具。一次性可降解方便面

碗的耐温性能、卫生要求及降解性能也应符合本标准。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４６２—１９８９ 纸和纸板水分的测定法

ＧＢ燉Ｔ２８２８—１９８７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ＧＢ燉Ｔ２８２９—１９８７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检查）
ＧＢ燉Ｔ３５６１—１９８９ 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ＧＢ４７８９．１５—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８—１９９６ 食品中氟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２０—１９９６ 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２２—１９９６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Ｂ１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２７—１９９６ 食品中苯并（ａ）芘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６０—１９９６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６２—１９９６ 陶瓷制食具容器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ＧＢ９６８３—１９８８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ＧＢ９６８５—１９９４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助剂使用卫生标准

ＧＢ燉Ｔ１３２６３—１９９１ 跳批计数抽样检查程序

ＧＢ燉Ｔ１４４３７—１９９７ 产品质量监督计数一次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方案

ＧＢ１４９３４—１９９４ 食（炊）具消毒卫生标准

ＧＢ燉Ｔ１４９３７—１９９４ 复合食品包装袋中二氨基甲苯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１７３３１—１９９８ 食品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种残留的测定

ＧＢ燉Ｔ１７４０９—１９９８ 食品用包装材料及其制品的浸泡试验方法通则

ＧＢ燉Ｔ１８００６．２—１９９９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降解性能试验方法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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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 ｓｉｎｇｌｅｕｓ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ｌｕｎｃ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ａｎｄ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ｓｅｔ
用生物降解性材料或光生物降解性材料为主料制作，仅供一次餐饮使用的盒、碗、杯、盘、碟等容

器。
． 生物降解性材料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可在自然环境微生物（细菌、霉菌、藻类）酶作用下，发生生物化学反应，引起外观霉变到内在质量变

化，最终形成二氧化碳和水的材料。
． 光生物降解性材料 ｐｈｏｔｏａｎｄ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可在户外阳光（或模拟阳光）、温度、氧、潮湿等因素的作用下，加速自身光氧化反应，引起从外观到

内在质量变化（物理性能降低、分子量下降、化学结构变化等），其促生物降解成分及新生亲水活性基团

或其他含氧基团，可继续被微生物酶作用而进一步降解的材料。
． 生物降解率 ｒａｔｅｏｆ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生物降解性材料在微生物作用下，所含元素碳转变成气态碳（ＣＯ２）的百分比。
． 重均分子量 ｗｅｉｇｈ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Ｍ牥）

按分子重量分布函数统计的平均分子量。
． 数均分子量 ｎｕｍｂｅ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Ｍ牕）

按分子数分布函数统计的平均分子量。
． 羰基指数 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ｉｎｄｅｘ

试样在 １７１５ｃｍ－１处的羰基红外吸收峰与固定特征吸收峰（如在接近 ３０００ｃｍ－１～２８４０ｃｍ－１处的

Ｃ—Ｈ伸缩振动）的吸光度之比。
． 模塑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利用模具通过加压、加热使材料成型的方法。

 产品分类

按降解方式、原材料和生产工艺可分以下两大类、五种类型：

． 生物降解性材料类：

纸制—
纸板涂膜型

［纸浆模塑型

植物纤维模塑型（冷压、热压及发泡型）
烅

烄

烆食用粉模塑型

． 光生物降解性材料类：光生物降解塑料（非发泡）型

 基本技术要求

． 必须用无毒、无害、清洁无污染，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及环境保护法规、标准的原材料制作一次性可

降解餐饮具。
． 所用助剂及内涂料的品种、使用范围及用量必须符合 ＧＢ９６８５规定。使用进口助剂及内涂料，也

必须符合我国规定的品种和质量标准；首次在我国使用的新产品或进口产品，用前必须依据国家现行食

品卫生管理规定，备好所需资料和证明办理审批手续。
． 不得使用以下原材料、助剂、涂料及化学制剂制作、加工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

ａ）未经去污染处理的天然材料及其粗加工品；
ｂ）失效变质、霉变或被污染；
ｃ）有害物质含量不符合卫生标准；
ｄ）回收再生材料；
ｅ）荧光增白剂。

． 成品废弃物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的降解性能外，还应具有回收价值、便于再生利用，或便于卫生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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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及高温堆肥处理。

 成品外观及使用性能

． 成品外观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正常色泽，无异味；
ｂ）表面平整洁净、质地均匀、无划痕，无皱折、剥离，无破裂及穿孔；
ｃ）表面无油污、尘土、霉变及其他异物；
ｄ）边缘光滑、规整。带盖品盖合方便平整，反弹性盖应可别扣。

． 成品使用性能应符合表 １要求。
表 １ 使用性能要求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技 术 指 标

０１ 容积偏差，％ ±５

０２ 耐温试验（９５℃±５℃的油、水，６０℃环境恒温 ３０ｍｉｎ） 无变形、起皮、起皱，无阴渗、漏

０３ 餐具负重试验（室温下负重 ３ｋｇ） 高度变化≤５％

０４ 盖体对折试验 １５次 无断裂

０５ 跌落试验 １次 无裂损

０６ 天然材料制品含水量，％ ≤７

 卫生要求

． 光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其卫生指标应符合相应塑料成型品的国家现行卫生标准。
． 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其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２要求。

表 ２ 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的卫生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产品类型及指标要求

纸板涂膜 纸浆模塑 植物纤维模塑 食用粉模塑

０１
蒸发残渣

ｍｇ燉Ｌ

水，６０℃，２ｈ ≤３０

正己烷，２０℃，２ｈ ≤３０

４％乙酸，６０℃，２ｈ ≤３０

６５％乙醇，２０℃，２ｈ ≤３０

０２
高锰酸钾消耗量

（蒸馏水，６０℃，２ｈ），ｍｇ燉Ｌ
≤１０ —

０３

重金属

（４％醋酸，

６０℃，２ｈ）

以 Ｐｂ计，ｍｇ燉Ｌ ≤１

以 Ａｓ计，ｍｇ燉ｋｇ ≤１

以 Ｃｄ计，ｍｇ燉Ｌ — ≤０．２ —

０４ 荧光性物质（２５４ｎｍ及 ３６５ｎｍ） 任何一份 １００ｃｍ２样品荧光面积不得大于 ５ｃｍ２

０５ 甲苯二胺（４％乙酸），ｍｇ燉Ｌ ≤０．００４ —

０６ 氟（蒸馏水，６０℃，２ｈ），ｍｇ燉Ｌ — ０．２ —

０７ 有机磷农药残留量，ｍｇ — 符合附录 Ａ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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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完）

序号 项目名称
产品类型及指标要求

纸板涂膜 纸浆模塑 植物纤维模塑 食用粉模塑

０８ 黄曲霉毒素 Ｂ１，μｇ燉ｋｇ — ≤５

０９ 苯并（ａ）芘，μｇ燉ｋｇ — ≤５

１０ 脱色试验

冷餐油或无色油脂 阴性

乙醇 阴性

浸泡液 阴性

． 出厂合格品的细菌指标应符合 ＧＢ１４９３４要求，霉菌计数不得大于 ５０个燉ｇ。

 降解性能

． 光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其降解性能应符合表 ３要求。
表 ３ 光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降解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累计辐射量

降解指标

裂损级
重均分子量

下降率，％

＜１００００低分

子百分含量
羰基指数

霉菌侵蚀，
级

二氧化碳

生成

０１ 野外曝晒架曝露试验

Ａ ≥Ⅱ ≥８０ ≥２０ ≥１．５ — —

Ｂ
碎化

粉化
≥９０ ≥４０ ≥４．０ ≥Ⅰ

阳性

０２ 氙灯光源曝露试验 Ｃ ≥Ⅱ ≥７０ — ≥１．５ — —

注：“Ａ”、“Ｂ”、“Ｃ”为累计辐射量参考值，分别为（３１０±１０）ＭＪ燉ｍ２、（５９０±１０）ＭＪ燉ｍ２及 １６８００ｋＪ燉ｍ２。

． 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其降解性能应符合表 ４要求。
表 ４ 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降解性能要求

序 号 试 验 名 称
指标要求

纸制品 植物纤维制品 食用粉制品

０１ 霉菌浸蚀试验 级 ≥Ⅲ ≥Ⅳ ≥Ⅳ

０２ 纤维素酶侵蚀试验（眼观） 黄橙色 — 黄橙色

０３ 需氧堆肥试验生物降解率，％ ＞３０ ≥６０

注

１ 霉菌浸蚀试验适合于常规检验，０２项适合于监督抽检中的快速检验。

２ 霉菌浸蚀试验常规检验阳性者不再作 ０３项检验，阴性者以 ０３项试验作最终判定。

３ 纸板涂 ＰＥ膜样品，可剪碎后直接作 ０３项检验。

 检验方法

． 外观检查

在无阳光直射处将试样平放，正常视距目测；或将试样朝向窗外（或朝向 ４０Ｗ 日光灯），观察质地

是否均匀，有无针孔。
． 容积检验

按 ＧＢ燉Ｔ１７４０９规定的方法检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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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温性能试验

取两只试样放在衬有滤纸的搪瓷盘上，分别注满 ９５℃±５℃的热水（方便面碗用 １００℃热水）、热食

用油（饮具只作 １００℃水耐温试验），再移到 ６０℃恒温箱内静置 ３０ｍｉｎ后观察样盒有无变形，盒底有无

阴渗变色、漏的迹象。
． 餐具负重试验

．． 试验设备：２００ｍｍ×１５０ｍｍ×３ｍｍ的平板玻璃两块，３ｋｇ砝码，精确度为 １ｍｍ的金属直尺。
．． 试验步骤：取试样餐具两只，将盖打开倒扣排放在平滑桌面上，再将平板玻璃放在盒底上。先用

金属尺测量平板玻璃下表面至桌面的高度。然后将 ３ｋｇ砝码置于平板玻璃中央处，负重 １ｍｉｎ立即精

确测量上述高度。用式（１）分别计算每只试样负重性能值，取两只试样餐具负重性能值的算术平均值为

该类一次性餐具的负重性能值。

爾 ＝ 爣０－ 爣
爣０

× １００ ………………………（１）

式中：爾——试样餐盒的负重性，％；
爣０——试样餐盒高度，ｍｍ；

爣——试样餐盒负重 １ｍｉｎ时的高度，ｍｍ。
． 盖体连接对折性能试验

将带盖餐具试样连续开合 １５次，观察与盒体连接处有无裂纹。
． 跌落试验

在常温下，将试样距平整水泥地面 ０．８ｍ高处底部朝下自由跌落一次，观察试样是否完好无损。
． 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水分检验

按 ＧＢ燉Ｔ４６２要求检验。
． 理化指标检验

．． 采样方法、样品准备及浸泡液的制备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７４０９要求。
．． 蒸发残渣、高 锰 酸 钾 消 耗 量、重 金 属 以 及 脱 色 试 验，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６０规 定 检 验，荧 光 检 查 按

ＧＢ燉Ｔ３５６１规定检验，甲苯二胺含量用 ＧＢ燉Ｔ１４９３７方法测定。氟含量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８检验，浸泡用

水 应 使 用 无 氟 蒸 馏 水；有 机 磷 农 药、黄 曲 霉 毒 素 Ｂ１、苯 并（ａ）芘 残 留 量 分 别 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２０、ＧＢ燉Ｔ
１７３３１、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２２、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２７规定检验。
． 微生物检验

．． 大肠菌群按 ＧＢ１４９３４规定检验，致病菌按 ＧＢ燉Ｔ３５６１规定的菌种及方法检验。
．． 霉菌计数按 ＧＢ４７８９．１５规定检验。
． 降解性能检验

．． 光生物降解及生物降解性能试验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８００６．２要求。
．． 用凝胶色谱仪测量光生物降解材料餐饮具试样的重均、数均分子量及低分子百分含量。用金

刚石池制样，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作红外光谱分析。

 检验规则

． 批量供货的成品必须是生产厂质检部门实施出厂检验的合格品。
． 批量产品的质量检验应包括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监督检验。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及其不合

格分类应符合表 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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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产品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及其不合格分类

序号 项目名称

成品类别

纸板

涂模

纸浆

模塑

植物纤维

模塑

食用粉

模塑

光生物

降解

对应

条款

型式

检验

出厂

检验

不合格分类

Ａ Ｂ Ｃ

０１ 异味      ６．１ａ）   — —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外

观

色泽      ６．１ａ）   — — 

划痕      ６．１ｂ）   — — 

皱折、剥离      ６．１ｂ）    — —

破裂、穿孔      ６．１ｂ）    — —

油污、异物      ６．１ｃ）    — —

盒边      ６．１ｄ）   — — 

０８ 容积偏差      表 １中 ０１   — — 

０９ 耐温性能      表 １中 ０２    — —

１０ 负重试验      表 １中 ０３   —  —

１１ 盖体对折      表 １中 ０４  — — — 

１２ 跌落试验 — —   — 表 １中 ０５    — —

１３ 含水量     — 表 １中 ０６  — — — 

１４ 光生物降解 — — — —  表 ３  —  — —

１５ 生物降解试验     — 表 ４  —  — —

１６ 蒸发残渣      表 ２中 ０１  —  — —

１７ 高锰酸钾消耗量  — — —  ７．１  —  — —

１８ 重金属      表 ２中 ０３  —  — —

１９ 荧光性物质     — 表 ２中 ０４  —  — —

２０ 甲苯二胺  — — — — 表 ２中 ０５  —  — —

２１ 氟（Ｆ） —  — — — 表 ２中 ０６  —  — —

２２ 有机磷农药 — —  — — 表 ２中 ０７  —  — —

２３ 黄曲霉毒素 Ｂ１ — —   — 表 ２中 ０８  —  — —

２４ 苯并（ａ）芘 — —   — 表 ２中 ０９  —  — —

２５ 脱色试验      表 ２中 １０  —  — —

２６ 微生物检验      ７．３    — —

２７ 包装     

２８ 标志     
第 １０章

  —  —

  —  —

 产品外观、使用性能、卫生要求、降解性能检验项目的抽样单位为“只”或“个”，产品包装、标志检

验项目的抽样单位为“箱”或“袋”。
 出厂检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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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厂检验应按批量进行，应以一次交货量或一次生产投料量为检查批。组成检查批的单位产品

生产时间必须相同。
 试样应从检查批中随机抽取，计数抽样方法应符合 ＧＢ燉Ｔ２８２８要求，可按附录 Ｂ要求采取一

次正常抽样方案检查，其转移规则也应符合 ＧＢ燉Ｔ２８２８要求。
 型式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作型式检验：
ａ）新研究开发的产品正式投产前；
ｂ）如原材料、配方或加工工艺有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整体性能时；
ｃ）停产一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ｄ）出厂检验或监督检验结果与最近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主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５规定。其中光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检样的野外曝露降解性能判断

项目还应符合以下原则。
ａ）“外观裂损（纹）变化的级别及重均分子量下降率”为光降解性能的主要判断指标。“１万以下低分

子 百分含量”及“羰基指数”是判定是否继续进行表 ３的 Ｂ条件曝露并作生物降解性能试验的辅助指

标；
ｂ）经表 ３Ａ条件曝露后主要判断指标及辅助指标均符合表 ３要求，可免作 Ｂ条件曝露及生物降解

试验；
ｃ）经表 ３Ａ条件曝露后主要判断指标合格，辅助指标之一不合格，应继续 Ｂ条件曝露。如经 Ｂ条件

曝露后，主要指标及辅助指标均合格，可免检生物降解性能指征试验；如辅助指标之一仍不合格，需进一

步作微生物侵蚀试验或二氧化碳生成量检验；
ｄ）经表 ３Ａ条件曝露后，被检样主要及辅助指标均不合格，但标准降解样合格，应终止试验；
ｅ）如野外试验前三周环境的相对湿度等于或大于 ７０％，并出现标准降解样降解不理想时，可继续

进行表 ３Ｂ条件曝露，并以 Ｂ曝露量判定。
 检查批应是为型式检验生产的全部合格产品，或正常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主管部门

要求的周期内全部合格产品。试样应从检查批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５０只。
 型式检验抽样方法应符合 ＧＢ燉Ｔ２８２９规定，单样检验项目可采用判别水平Ⅱ的一次抽样方案

（详见附录 Ｂ）。
 微生物检验的抽样方法应符合 ９９要求。包装检验的抽样方法及判定数应符合附录 Ａ规定。
 监督检验计数一次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方案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４４３７规定。
 检验结果应按以下原则判定

 单样检验项目（产品外观、使用性能、产品包装、标志）检查结果按以下规则计数和判断。
ａ）如一只试样上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Ａ类项不合格（可能同时存在 Ｃ类项不合格），按一个 Ａ类

不合格品统计；
ｂ）如一只试样上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Ｂ类项不合格（不得有 Ａ类项不合格），按一个 Ｂ类不合格

品统计；
ｃ）如一只试样上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Ｃ类项不合格（不得有 Ａ类或 Ｂ类项不合格），按一个 Ｃ类

不合格品统计；
ｄ）某一类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 爛ｃ时，为该类检验项目合格；反之，如大于或等于不

合格判定数 爲ｅ，则该类检验项目为不合格。
 光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型式检验降解性能试验结果，按 １０５２条规定及表 ３要求对比判

断。判断原则如下：
ａ）经表 ３Ａ条件曝露主要判断指标及辅助判断指标均合格为降解性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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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按 １０５２条原则，续经 Ｂ条件曝露后主要及辅助指标均合格时也可判降解性能合格；
ｃ）按 １０５２条原则，续经 Ｂ条件曝露后主要判断指标仍不合格，为降解性能不合格；
ｄ）按 １０５２条原则，续作的微生物侵蚀试验或二氧化碳生成量试验合格时，为降解性能合格，反

之为降解性能不合格。
 纸、植物纤维、食用粉制餐饮具生物降解性能检验结果应按表 ４要求对比判定。
 如表 ５规定的所有项目均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品。如微生物、理化指标、降解性能、感观、使

用性能有一项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包装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批量产品应有内、外两层包装。包装应整洁、数量准确，并符合以下要求：
ａ）内包装应密封，其材料必须清洁、无毒、无异味，并具防尘、防水效能；
ｂ）光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的内包装材料宜具避光性能；
ｃ）外包装箱应具抗压、防尘、防潮性能。

 标志

 每个餐、饮具成品外表面应有一次成型的鲜明厂标。
 包装箱内应附有说明性标签，并注明以下内容：

ａ）产品名称、种类、注册商标、卫生许可证编号；
ｂ）生产厂名、产地、批号及生产日期；
ｃ）检验合格标记及标准代号。

 外包装箱表面应有以下标志：
ａ）产品名称、种类、注册商标、卫生许可证编号及执行标准代号；
ｂ）生产厂名及产地；
ｃ）产品数量、包装毛重、净重及体积；
ｄ）批号及生产日期；
ｅ）产品贮存条件及保质期；
ｆ）附“食品用”字样及“防污染、防雨淋、勿压、轻放”标记。

 运输与贮存

 不得与有毒有害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运、混放。
 在运输中应轻装轻卸，避免剧烈振动、挤压和日晒雨淋。
 存放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的库房应具备以下条件：

ａ）应有成品专用库；
ｂ）最低温度不应低于 ５℃，最高不应高于 ４０℃；
ｃ）相对湿度应低于 ８０％，且有良好通风；
ｄ）应有防鼠、防潮条件，距地面 １５ｃｍ以上存放。

 未经启封的批量产品，在规定的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一年内不得发生粘连、霉变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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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植物纤维原材料及其餐饮具制品

有机磷农药最大残留量限值

项目
指 标，ｍｇ燉ｋｇ

敌敌畏 乐果 马拉硫磷 对硫磷 甲拌磷 杀螟硫磷 倍硫磷

原材料 ≤０．１ ≤０．０５ ≤８ ≤０．１ ≤０．０２ ≤５ ≤０．０５

成品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０．１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０．０１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出厂检验及型式检验的抽样方案

表 Ｂ１ 出厂检验单样检验项目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不合格

分类
项目名称

检查水平

ＩＬ

批量范围

个
样本个数

合格质量水平

ＡＱＬ

判定数

爛ｃ 爲ｅ

Ａ类

Ｂ类

Ｃ类

感

官

使

用

性

能

感

官

异味

皱折、剥离

破裂、穿孔

油污、异物

耐温性能
水

油

负重性能

色泽

划痕

盒边

容积偏差

特殊检查

水平 Ｓ２

特殊检查

水平 Ｓ３

特殊检查

水平

Ｓ４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１２０１～３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５

８

１３

１３

１３

２０

３２

２０

３２

５０

８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３

注：爛ｃ：合格判定数；爲ｅ：不合格判定数。

表 Ｂ２ 型式检验单样检验项目判别水平Ⅱ的一次抽样方案

样本数量

个

不合格质量水平

爲爯爧

Ａ类 Ｂ类 Ｃ类

判定数

Ａ类 Ｂ类 Ｃ类

爛ｃ 爲ｅ 爛ｃ 爲ｅ 爛ｃ 爲ｅ

５０ ３．０ ８．０ １０ ０ １ １ ２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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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３ 包装、标志检验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

箱

检查水平

ＩＬ
样本箱数

合格质量水平

爛爯爧

判定数

爛ｃ 爲ｅ

１０～２５

２６～１５０

１５１～５００

特殊检查水平

Ｓ２

２

３

５

１．５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注：爛ｃ—— 合格判定数；爲ｅ—— 不合格判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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