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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快件集装容器》分为两个部分：

———第 １ 部分：集装笼；

———第 ２ 部分：集装袋。

本部分为《快件集装容器》的第 ２ 部分。

本部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国家邮政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邮政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４６２）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印刷学院、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控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朱磊、张媛、杜艳平、李苹、丁奥、陈素梅、岳婷、杜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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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深入推进，广大用户更好用邮需求持续增长。 新形势对邮政行业绿

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循环使用的快件集装袋适应绿色发展新要求，具有循环次数多、综合成本低、资

源浪费少等特点。

为了规范和指导循环集装袋的设计、生产、检验和使用等工作，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旨在引导快

递企业广泛使用循环集装袋，逐步替代一次性集装袋，以降低资源消耗，加强环境保护，推进行业绿色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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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件集装容器　 第 ２ 部分：集装袋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快件集装袋（以下简称“集装袋”）的分类、代码、尺寸与偏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等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集装袋的设计、生产、检验和储存，其他类型的柔性集装容器和邮件集装袋可参照

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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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０． １—２００６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 １ 部分：总则

ＧＢ ／ Ｔ ２８２８． １—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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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 ／ Ｔ ２９１０． １—２００９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 １ 部分：试验通则

ＧＢ ／ Ｔ ３９２１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ＧＢ ／ Ｔ ３９２３． １—２０１３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 １ 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ＧＢ ／ Ｔ ４１２２． １—２００８ 包装术语　 第 １ 部分：基础

ＧＢ ／ Ｔ ４６６８ 机织物密度的测定

ＧＢ ／ Ｔ ４６６９—２００８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ＧＢ ／ Ｔ ４７４４—２０１３ 纺织品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静水压法

ＧＢ ／ Ｔ ８９４６—２０１３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ＧＢ ／ Ｔ １０７５７—２０１１ 邮政业术语

ＧＢ ／ Ｔ １６２８８ 塑料制品的标志

ＧＢ ／ Ｔ １６６０６． ３—２０１８ 快递封装用品　 第 ３ 部分：包装袋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３． ２—２００７ 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第 ２ 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３． ４—２００６ 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第 ４ 部分：砷、汞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２１１９６． ２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 ２ 部分：试样破损的测定

ＧＢ ／ Ｔ ２９２５６． ５—２０１２ 纺织品　 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第 ５ 部分：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ＦＺ ／ Ｔ １０００３ 帆布织物试验方法

ＱＢ ／ Ｔ ２１７１—２０１４ 金属拉链

ＳＮ ／ Ｔ ２０４６ 塑料及其制品中铅、汞、铬、镉、钡、砷、硒、锑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

子发射光谱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 ／ Ｔ １０７５７—２０１１ 与 ＧＢ ／ Ｔ ４１２２． １—２００８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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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集装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ｂａｇ
以涤纶、塑料和棉麻等为主要原料，经编织、成卷、分切、印刷、裁剪、缝纫等加工工序制成的可在快件

分拨、转运、处理等环节中循环使用的集装容器。
３． ２

塑料编织袋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ｗｏｖｅｎ ｆａｂｒｉｃ ｂａｇ
以聚丙烯或聚乙烯等为主要原材料，经挤出、拉丝、编织等工艺而制成的集装袋。

３． ３
涤纶袋　 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 ｂａｇ
以涤纶纤维为原材料，经纺织工艺而制成的集装袋。

３． ４
涤棉帆布袋　 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 ｃｏｔｔｏｎ ｃａｎｖａｓ ｂａｇ
将涤纶纤维和棉纤维按照一定比例，经混纺工艺而制成的集装袋。

３． ５
棉麻帆布袋　 ｃａｎｖａｓ ｂａｇ
将棉纤维和麻纤维按照一定比例，经混纺工艺而制成的集装袋。

４　 分类、代码、尺寸与偏差

４． １　 分类

４． １． １　 按照制作材质，集装袋可分为塑料编织袋、涤纶袋、涤棉帆布袋和棉麻帆布袋等。
４． １． ２　 按照封口方式，集装袋可分为扎口袋、链口袋、锁口袋等，如图 １ 所示。
４． １． ３　 按照底部形状，集装袋可分为方底袋、长底袋、无底袋等。

图 １　 封口方式示意

说明：
ｗ———有效宽度；
ｌ———有效长度；
ｍ———总长度。

４． ２　 代码

集装袋代码由制作材质、封口方式、底部形状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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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以塑料编织布为材质的扎口长底袋，其代码为 ＳＬ⁃Ｚ⁃Ｃ。

４． ３　 尺寸与偏差

４． ３． １　 方底袋的底部尺寸应符合物流基础模数尺寸 ６００ｍｍ ×４００ｍｍ，宜采用 ６００ｍｍ ×４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 ×
８００ｍｍ、１ ２００ｍｍ ×４００ｍｍ 三种规格。
４． ３． ２　 集装袋的有效宽度应不大于 １ ２００ｍｍ，总长度应不小于 １ ０００ｍｍ 且不大于 １ ５００ｍｍ。 总长度和

有效宽度之比宜大于 １ ∶ １ 且小于 ２ ∶ １。
４． ３． ３　 集装袋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１ 的要求。

表 １　 允 许 偏 差

指 标 名 称 尺寸范围（ｍｍ） 允许偏差（％ ）

有效宽度
≤７００ ＋ １５ ～ － １０

＞ ７００ ＋ ２０ ～ － １０

有效长度
≤１ ０００ ＋ １５ ～ － １０

＞ １ ０００ ＋ ２０ ～ － １０

单位面积质量 ± ７

５　 要求

５． １　 材料要求

５． １． １　 塑料编织袋物理指标见表 ２。

表 ２　 塑料编织袋物理指标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规　 定　 值 试 验 方 法

密度
经向

纬向
根 ／ １０ｃｍ

≥４０

≥４０
ＧＢ ／ Ｔ ４６６８

拉伸力

经向

纬向

缝底向

Ｎ ／ ５０ｍｍ

≥８００

≥８００

≥４００

ＧＢ ／ Ｔ １０４０． １
ＧＢ ／ Ｔ ８９４６

单位面积质量 ｇ ／ ｍ２ ≥１００ ＧＢ ／ Ｔ ４６６９

静水压 ｋＰａ ≥２． ０ ＧＢ ／ Ｔ ４７４４

５． １． ２　 涤纶袋物理指标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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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涤纶袋物理指标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规　 定　 值 试 验 方 法

密度
经向

纬向
根 ／ １０ｃｍ

≥４６０

≥１９０
ＧＢ ／ Ｔ ４６６８

线密度
经纱

纬纱
ｔｅｘ

１７ × １

１７ × １
ＧＢ ／ Ｔ ２９２５６． ５

断裂强力

断裂伸长率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Ｎ

％

≥１ １５０

≥４６０

≥２４

≥２４

ＧＢ ／ Ｔ ３９２３． １

单位面积质量 ｇ ／ ｍ２ ≥１５０ ＧＢ ／ Ｔ ４６６９

静水压 ｋＰａ ≥５ ＧＢ ／ Ｔ ４７４４

耐洗色牢度 级 ３ ～ ４ ＧＢ ／ Ｔ ３９２１

５． １． ３　 涤棉帆布袋物理指标见表 ４。

表 ４　 涤棉帆布袋物理指标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规　 定　 值 试 验 方 法

密度
经向

纬向
根 ／ １０ｃｍ

≥１７３

≥１４０
ＧＢ ／ Ｔ ４６６８

线密度
经纱

纬纱
ｔｅｘ

２８ × ４

２８ × ３
ＧＢ ／ Ｔ ２９２５６． ５

纤维含量 经、纬向
涤纶

棉
％

≤８０

≥２０
ＧＢ ／ Ｔ ２９１０

断裂强力

断裂伸长率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Ｎ

％

≥２ ５００

≥１ ６００

≥２５

≥１２

ＦＺ ／ Ｔ １０００３

单位面积质量 ｇ ／ ｍ２ ≥３２０ ＧＢ ／ Ｔ ４６６９

５． １． ４　 棉麻帆布袋物理指标见表 ５。

表 ５　 棉麻帆布袋物理指标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规　 定　 值 试 验 方 法

密度
经向

纬向
根 ／ １０ｃｍ

≥１７３

≥１４０
ＧＢ ／ Ｔ ４６６８

线密度
经纱

纬纱
ｔｅｘ

２８ × ３

２８ × ２
ＧＢ ／ Ｔ ２９２５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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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续）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规　 定　 值 试 验 方 法

断裂强力

断裂伸长率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Ｎ

％

≥１ ６００

≥５８０

≥１４

≥２５

ＦＺ ／ Ｔ １０００３

单位面积质量 ｇ ／ ｍ２ ≥３００ ＧＢ ／ Ｔ ４６６９

５． ２　 制作要求

５． ２． １　 集装袋缝合折边宽度应不小于 １５ｍｍ；缝制时缝线应密实，不应出现脱针、跳针、断线、未缝住卷

折边等现象。 针距为 １０ｍｍ ±１ｍｍ，线迹应均匀、平直。
５． ２． ２　 集装袋的袋口处应缝有生产单位名称、生产日期及生产人员代号的标签。
５． ２． ３　 集装袋表面可配置电子标签等，用于统计使用次数、获取使用方位和储存使用状态等。
５． ２． ４　 塑料编织袋不同材质之间缝合处的平拉强力应不低于 ４５０Ｎ，其他类型集装袋不同材质之间缝合

处的平拉强力应不低于 ６５０Ｎ。

５． ３　 印刷要求

５． ３． １　 印刷内容

５． ３． １． １　 集装袋正面应印有企业信息（企业名称、企业标识）、参考循环使用次数、最大允许装载质量等

信息。
５． ３． １． ２　 集装袋正面应预留动态转运信息的贴放区。
５． ３． １． ３　 集装袋背面应按 ＧＢ ／ Ｔ １６２８８ 的规定印制可重复使用标志和制作信息（生产单位名称和

代码）。

５． ３． ２　 印刷质量

５． ３． ２． １　 印刷油墨应均匀，图案和文字应清晰、完整。
５． ３． ２． ２　 印刷剥离率应小于 １０％ 。

５． ４　 表面要求

５． ４． １　 集装袋表面应平整，无明显损坏、无污垢。
５． ４． ２　 塑料编织袋间隔 １００ｍｍ 内，经、纬丝断缺不超过 ２ 根。
５． ４． ３　 集装袋表面应具备抗磨损性能，耐磨次数应不少于 ５ ０００ 次。

５． ５　 底部要求

５． ５． １　 集装袋底部应平整，无明显损坏、无污垢。
５． ５． ２　 集装袋底部应具备抗磨损性能，耐磨次数应不少于 １０ ０００ 次。

５． ６　 使用要求

５． ６． １　 塑料编织袋的循环使用次数应不少于 ２０ 次，其他类型集装袋的循环使用次数应不少于 ５０ 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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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２　 集装袋最大允许装载质量为 ５０ｋｇ。

５． ７　 封口要求

５． ７． １　 集装袋应在总长度上预留封口长度，封口长度应不小于 ５０ｍｍ。
５． ７． ２　 集装袋应使用一次性封签封口，封口应牢固。
５． ７． ３　 扎口袋可采用涤纶、涤棉等材质的扎绳，扎绳总长度应不小于集装袋有效宽度的 ３ 倍。
５． ７． ４　 链口袋应采用双头闭尾金属拉链（“Ｏ”形），拉链的平拉强力应不低于 ６５０Ｎ。
５． ７． ５　 锁口袋穿孔边缘应光滑，穿孔直径为 １５ｍｍ ±５ｍｍ，穿孔间距应小于 １００ｍｍ。

５． ８　 重金属限量要求

集装袋中铅、汞、镉、铬含量应不大于 １００ｍｇ ／ ｋｇ。

５． ９　 跌落要求

跌落时，集装袋应不破裂，内装物应不漏失。

６　 试验方法

６． １　 材料要求

６． １． １　 塑料编织袋的试验方法见表 ２。
６． １． ２　 涤纶袋的试验方法见表 ３。
６． １． ３　 帆布袋的试验方法见表 ４ 和表 ５。

６． ２　 制作要求

６． ２． １　 用目测法和直尺测量方法对 ５． ２． １ 和 ５． ２． ２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２． ２　 按照 ＱＢ ／ Ｔ ２１７１—２０１４ 中 ５． １ 的规定对 ５． ２． ４ 的要求进行检测。 其中，装夹时应将夹具的夹口

部位对齐靠紧缝合线两端，且避免夹住缝合线。

６． ３　 印刷要求

６． ３． １　 印刷内容

在自然光线下，用目测法对 ５． ３． １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３． ２　 印刷质量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６６０６． ３—２０１８ 中 ６． ７ 的规定对 ５． ３． ２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４　 表面要求

６． ４． １　 用目测法对 ５． ４． １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４． ２　 用目测法和直尺测量法对 ５． ４． ２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４． ３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１１９６． ２ 的规定对 ５． ４． ３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５　 底部要求

６． ５． １　 用目测法对 ５． ５． １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５． ２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１１９６． ２ 的规定对 ５． ５． ２ 的要求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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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６　 封口要求

６． ６． １　 用目测法和直尺测量法对 ５． ７． １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６． ２　 用目测法和直尺测量法对 ５． ７． ３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６． ３　 用目测法对 ５． ７． ４ 要求的拉链形式进行检测，按照 ＱＢ ／ Ｔ ２１７１—２０１４ 中 ５． １ 的规定对 ５． ７． ４ 要

求的平拉强力进行检测。
６． ６． ４　 用目测法和直尺测量法对 ５． ７． ５ 的要求进行检测。

６． ７　 重金属限量要求

塑料编织袋的铅、汞、镉、铬含量按照 ＳＮ ／ Ｔ ２０４６ 的规定进行检测，其他类型集装袋的重金属含量按

照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３． ２—２００７ 和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３． ４—２００６ 的规定进行检测。

６． ８　 跌落要求

按照 ＧＢ ／ Ｔ ８９４６—２０１３ 中 ７． ５ 的规定进行检测，其中试验装载质量按照集装袋的最大允许装载质量

确定。

７　 检验规则

集装袋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７． １　 出厂检验

７． １． １　 抽样

同种类的单位产品为一批。 集装袋出厂检验抽样按表 ６ 的规定，随机抽取检验样本。 样本单位为

条，检验项目、样本量、检验水平及接收质量限（ＡＱＬ）见表 ６。

表 ６　 集装袋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检验水平 Ｓ⁃４

批量 样本量（条）
ＡＱＬ ＝ ４． ０

Ａｃ Ｒｅ 检 验 项 目

１５１ ～ ２８０

２８１ ～ ５００

５０１ ～ １ ２００

１ ２０１ ～ ３ ２００

３ ２０１ ～ １０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１３

２０

３２

５０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０ １１

１４ １５

２１ ２２

５． １　 材料要求

５． ２　 制作要求

５． ３　 印刷要求

５． ４　 表面要求

５． ５　 底部要求

５． ７　 封口要求

５． ９　 跌落要求

注：ＡＱＬ———接收质量限；Ａｃ———接收数；Ｒｅ———拒收数。

７． １． ２　 判定规则

７． １． ２． １　 不合格品

每件样品按第 ６ 章的试验方法检验表 ６ 的各项试验项目，如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技术指标达不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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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该样品为不合格品。
７． １． ２． ２　 不合格批

样本中的不合格品数等于或大于拒收数，则样本所代表的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 此时可对该批产品

进行挑选，剔除不合格品后再进行复检。 复检时，应按 ＧＢ ／ Ｔ ２８２８． １—２０１２ 中的表 ２⁃Ｂ 加严检验一次抽

样方案（主表）的规定进行，复检仍不合格，则整批产品不得出厂，且不允许再次提交。

７． ２　 型式检验

７． ２． １　 型式检验的周期为一年，但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生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ｂ）　 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ｃ）　 正常生产时，每连续 ３００ 万条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ｄ）　 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ｆ ）　 国家或行业相关管理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 ２． ２　 抽样

７． ２． ２． １　 重金属限量

按 ＧＢ ／ Ｔ 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中规定的判别水平Ⅲ的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检验，样本单位为条，样本量、判别

水平、检验项目及不合格质量水平（ＲＱＬ）见表 ７。

表 ７　 集装袋重金属限量型式检验抽样方案

样本量（条）
ＲＱＬ ＝ １０

检验项目 判定数

２０ ５． ８　 重金属限量要求
Ａ１ 　 Ｒ１

０ 　 １

注：ＲＱＬ———不合格质量水平；Ａ１———合格判定数；Ｒ１———不合格判定数。

７． ２． ２． ２　 一般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抽样应从当前生产的并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按 ＧＢ ／ Ｔ 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中规定的判

别水平Ⅱ的二次抽样方案进行检验，样本单位为条，检验项目、样本量、判别水平及不合格质量水平

（ＲＱＬ）见表 ８。

表 ８　 集装袋型式检验抽样方案

样本量（条）
ＲＱＬ ＝ ３０ ＲＱＬ ＝ ２５

检验项目 判定数 检验项目 判定数

２０

５． ２　 制作要求

５． ３　 印刷要求

５． ４　 表面要求

５． ５　 底部要求

５． ７　 封口要求

５． ９　 跌落要求

Ａ１ 　 Ｒ１

４　 ５
５． １ 材料要求

Ａ１ 　 Ｒ１

３　 ４

注：ＲＱＬ———不合格质量水平；Ａ１———合格判定数；Ｒ１———不合格判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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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３　 判定规则

７． ２． ３． １　 重金属限量判定

在样本中，若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Ａ１），则型式检验合格。 若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

不合格判定数（Ｒ１），则型式检验不合格。 若重金属限量检验不合格，则不再进行一般项目检验。
７． ２． ３． ２　 一般项目型式检验判定

在样本中，若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Ａ１），则型式检验合格。 若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

不合格判定数（Ｒ１），则型式检验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８． １　 标志

集装袋出厂应有合格证，其内容如下：
ａ）　 生产单位名称；
ｂ）　 产品名称；
ｃ）　 产品型号或标记；
ｄ）　 产品每包数量；
ｅ）　 生产日期；
ｆ ）　 质量检查员印章；
ｇ）　 本部分标准号。

８． ２　 包装

８． ２． １　 包装应固定、平整，适合于运输。
８． ２． ２　 每件包装中均应有产品合格证。
８． ２． ３　 每包集装袋的条数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

８． ３　 运输

集装袋在运输过程中，不应靠近火源、热源，避免日光直接照射。

８． ４　 储存

集装袋应储存在阴凉洁净、干燥通风的室内，储存每 ６ 个月应倒垛一次。 储存期从生产之日算起，不
应超过 １８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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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集装袋式样示意图

图 Ａ． １　 集装袋正面示意

图 Ａ． ２　 集装袋背面示意

０１

ＹＺ ／ Ｔ ０１６７—２０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