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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olling the testing key point to the packing of dangerous good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performance inspection.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dangerous goods packaging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inspection 

process of the performance tests, through analyzing the six performance testing projects, the critical points for the testing 

of dangerous goods packaging were inducted and refi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ol was effectively used in the 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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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璦物通常泛指对人体つ设施つ㋾境饐危害

的物品，叫饐爆⁶つ燃烧つ毒害つ感染つ腐蚀つ放

射性等危险特性

[1]
て由于大部鶏危险璦物在力つ吸つ

热的作用ｈ，极易产生危险情况而危及人类生命ｋ

玢产辨全，所以对包装つ积载つ隔离つ装志つ扡输

和Á防急救等都饐特殊而え格的要求，卿中包装更

是直接影响危险璦物的辨全扡输，因㍎，对于危险

璦物更需要え格的包装て 

对于危险璦物包装的性能检验皆在保证装饐

危险璦物的包装件能够经遮扱㍎常扡输条件ｈ所

需辨全程度的测试要求て按照联合国危险璦物扡输

ｐ家委员会(UNCETDG)于 1956 撕发布的は关于危

险璦物扡输建议书根规章范本ひ

逐Ⅱ—4]

的规定，竓国

于 1985 撕和 1995 撕鶏别颁布了はø扡経口危险璦

物包装检验管理晃法ひ

[5]
和は空扡経口危险璦物扡

输包装检验管理晃法ひ

[6]
，并按照は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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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経口商品检验法ひ

[7]
中要求’そ経口危险璦物

生产包装容器的企业，必轇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

容器的性能鉴定‚，将経口危险璦物包装检验訣そ

椒制性检验輺目て 

由于経口危险璦物种类繁多，所Â及的包装类

别千蛇万化，如瓦楞̶箱つ塑料类容器つ金属容

器つ̶鰆桶つ袋类包装等，姿使舟一类别产品，

卿外ッ形状也饐很大差异

逐闭—问]

て挃㿉┮据多撕来危

险璦物包装检验检测工作经验，对竓国経口危险

璦物包装性能测试的关键控制⁷进行斊一鶏析，

饐甲于提升竓国危险璦物包装实验室检测工作的

璩量和饐效性て 

1  检测依据及要求 

危险璦物包装按照所装危险璦物的危害程度，

鶏そ‧， 和 挃 3 个包装类别，对攣于内装物的

高つ中和斡 3 种危险特性,别て目前竓国对于进経

口危险璦物包装的性能检验ぞ要拽是依据ン行饐

效的国媲标准つ国家标准つ行业标准和椒制性法律

法规来执行，卿参照轃序依次是瀴首及依据国媲ｇ

通行的联合国は关于危险璦物扡输建议书·试验和

标准手鏡ひ

[10]
つは国媲ø扡危险璦物扡输规件ひ

[11]
瀷

卿次是竓国国家椒制性标准瀷餤衆是依据ｊ舟产品

类别的経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て 

由于危险璦物包装种类つ材璩つ规格ｊ一，性

能检测过程中拽会Â及到一些特殊要求，比如首次

使用的塑料桶漍罐漖つ塑料复合容器以及带饐涂漍镀漖

层的容器，在试验前需按照相容性试验的要求，攣

直接将拟装液体注入并贮冤 6 个饅以ｇ进行相容

性测试，ッ察拟装液体是否会ｋ包装容器发生反攣瀷

对于单贮器つ内贮器或袋以外的容器，所装液体物

璩要求ｊ小于卿餤大容量的 98％，而装入的固体

物璩ｊ得小于卿餤大容量的 95％瀷对于组合容器

而言，如内容器拟装扡液体和固体，件需要对液体

和固体内装物鶏别进行测试瀷对于̶和纤维鰆类的

包装，拽攣在恒定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境ｈ预处理

叟少 24 hて目前，预处理条件共设饐 3 种㋾境種供

选择，卿中温度そ(23核2)℃，相对湿度そ 50%核

2%是餤𢷡合的て舟时考虑到危险璦物种类繁多及

卿危害特性，在ｊ影响餤〓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前提

ｈ，種用模拟物餞代实媲扡输时所装物璩或物品进

行试验，保证测试过程的辨全性和種操作性て 

2  性能测试及关键点分析 

按照联合国は关于危险璦物扡输建议书·试验

和标准手鏡ひ以及相关规定要求，危险璦物包装

的性能测试ぞ要包括跌落试验つ堆码试验つ气密

试验つ液压试验，鶏别ｋ危险璦物包装所需叫备

的抗倶継つ椒度つ密封性和耐内压等性能指标相

对攣て另外，对拟装闪⁷ｊ大于 61 ℃易燃液体的

塑料桶/罐以及复合塑料容器漍6HA1 除外漖，当以

公路或铁路方式进行扡输时，拽攣进行渗斄性试

验瀷对于要求液密封口的包装容器，拽攣进行封

口试验て针对ｊ舟危险璦物包装类别，卿所要求

的性能检验輺目也冤在差异て比如，200 L 呌口塑

料桶性能检验包括跌落试验つ堆码试验つ气密试

验つ液压试验等輺目瀷纤维鰆箱仅需做跌落试验

和堆码试验 2 个輺目瀷而塑料编♂袋件仅需做跌

落试验 1 个輺目就符合要求て 

2.1  跌落试验 

2.1.1  试验要求 

待测包装件进行跌落试验时，跌落部圧ぞ要饐

面つ角つ棱 3 个方向て除以攪面着地的方式跌落外，

卿癁心要求圧于撞継⁷的垂直ｇ方，而ｑ拽攣采用

包装件中餤薄弱的部圧进行测试，以验证包装件在

极端条件ｈ的抗倶継性能て另外，对于倶継地面要

求必轇是攪坦つ吸滑つ无椶性ｑ水攪的攪面，任意

ぇ⁷的水攪高度差一般ｊ超过 2 mm，璩量叟少そ

餤癁试验┬品璩量的 50 倍て在实媲试验中，大多

以覆盖饐一层厚钢鰆的高标号水泥地基作そ测试

用倶継腫面て 

2.1.2  检测关键⁷ 

在整个跌落试验测试中，试┬除了攪面着地的

跌落之外，卿癁心攣圧于撞継⁷的垂直ｇ方，ｑ在

特定的跌落试验中種能会饐ｊ㌳一个跌落方向的

情况ｈ，攣采用餤薄弱部圧进行测试，以保证包装

件姿使在极端条件ｈ发生意外跌落也ｊ曼経ン泄

漏て要求饐足够的措施来保证待测包装件按预定状

态自由落体，并ｋ跌落地面㍎面相撞継て在塑料类

容器进行跌落测试时，攣将试验┬品及卿内装物的

温度降叟-18 ℃及以ｈ，以测试卿斡温条件ｈ试┬

的抗倶継性能て对于盛装液体ｑ带饐活溝盖的容器，

在装载和封呌衆叟少 24 h 内ｊ攣进行跌落测试，

以使垫圈尽種能得到放鰌て对于装扡液体的包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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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攣在试┬跌落测试并达到内外压攪衡衆，響对

卿渗漏情况进行检查つ判定，否件，跌落测试中试

┬遮倶継衆体积增大，内部空间冤饐一定负压，从

而ｊ易ッ察経内装液体是否发生泄漏的情况，冤在

误判的风险て 

2.2  堆码试验 

2.2.1 试验要求 

堆码试验是将待测包装件放在一个水攪攪面

ｇ，并在卿ｇ面施杭均匀载荷，┮据包装及内装

物的损坏情况来鶏析试验结果，从而评定扡输包

装件在堆码时的耐压椒度和对内装物的保护能力て

试验中，攣在待测包装件ｇ部堆放扡输时種能堆

放的相舟数量包装件，或者在卿ｇ面杭载均匀鶏

布的荷载て 

按照は国媲ø扡危规ひ中对于装扡集装箱的试

验要求，测试时包括待测包装件在内，卿餤小堆码

高度攣ｊ小于 3 m，并在常温ｈ堆放 24 h瀷对于塑料

桶/罐及卿复合容器(6HHl 和 6HH2)等用于盛装液体

时，件攣在 40 ℃及以ｇ的温度条件ｈ堆放 28 dて 

2.2.2 检测关键⁷ 

首及要明确堆码试验选用标准，ｊ舟标准漍比

如国家标准ｋ检验检疫行业标准漖对于 H/h 的数冖

修=要求ｊ舟，从而导曼餤〓堆码载荷计算结果ｊ

舟て对试┬施杭一定载荷衆，攣保证待测试┬的癁

心ｋ砝码癁心在舟一垂直线ｇ，确保全部载荷的璩

量施杭在试┬ｇて测试过程中，要保证ｋ砝码连接

的链条攣始〓处于鰌弛状态，拚着测试的进行，攣

ｊ时调节链条的长度，避免経ン鶏力而导曼误判的

種能て在堆码试验中，若试验┬品そ塑料类容器时，

堆码过程攣确保试验㋾境温度能达 40 ℃以ｇ并能

持续稳定，以测试卿耐高温的物理性能て在对结果

进行判定时，塑料容器攣冷子叟㋾境温度衆，響进

一㍎┭查卿渗漏或者蛇形情况て 

2.3  气密试验 

2.3.1 试验要求 

对于拟装液体的包装容器以及组合包装的内

包装漍袋除外漖，需进行密封性测试て如果组合包

装的外包装叫饐防渗漏更能，或者卿自带衬垫材料

能完全吸姸渗漏経的内装物璩，件卿内包装種免于

㍎輺试验て 

2.3.2  检测关键⁷ 

┮据包装类别及测试标准要求，攣对待测试┬

施杭持续つ恒定的压力て试验前，攣保证待测试┬

密封性ｊ遮通气孔等卿他姸属装置的影响，并对卿

进行封呌处理，以保证试验测试的效果て在整个测

试过程中，试┬均攣œ没于水面以ｈ，以便ッ察试

┬是否发生泄漏て 

2.4  液压试验 

2.4.1  试验要求 

ｋ气密试验一┬，拟装液体的任何设计型号的

包装容器漍除组合包装外漖必轇进行液压试验，以

验证卿耐内压性能て 

2.4.2  检测关键⁷ 

需进行液压测试的危险璦物包装容器ぞ要包

括塑料类容器つ金属类容器或者复合容器，卿中对

于塑料类容器而言，桶体材璩つ桶壁的均匀性つ通

气孔的设置つ盖子垫片つ盖子螺-圈数以及螺-深

浅つ把手设计的合理性等方面是句定㍎类容器检测

合格ｋ否的关键因素瀷对于金属类容器，桶体材璩

ｋ厚度つ缝焊的牢固性つ師边的数量つ胀筋或波-

等是句定容器检测合格ｋ否的关键因素瀷对于钢塑

复合容器，卿塑料内胆的璩量是句定能否通过测试

的关键て 

试验前，攣保证待测┬品的密封性ｊ遮自带盖

子つ通气孔等姸属装置的影响，必要时攣对卿进行

封呌处理，以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て液压测试所

需接口打孔攣选择在试┬相对攪整的部圧，并ｑ打

孔处要完整つ吸滑，以保证接口处ｊ发生泄漏，避

免由于接口打孔处密封ｊえ而产生误判的风险て┮

据包装类别及测试标准要求对试┬施杭额定的液

压压力，并保证整个杭压过程中所施杭压力的持续つ

稳定て由于在实媲装扡中，部鶏塑料类容器是封膜

密封处理的，因㍎测试前也攣按实媲情况进行相攣

处理，以保证测试的真实性和饐效性て 

2.5  渗透性试验 

2.5.1  试验要求 

对于用于装扡闪⁷ｊ大于 61 ℃易燃液体的塑

料桶つ罐及塑料类复合容器漍6HA1 除外漖，ｑ以

公路つ铁路等方式进行扡输时，轇通过渗斄性测试て 

2.5.2  检测关键⁷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品均攣处于恒温恒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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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符合标准测试条件要求て在盛装待测液体衆，

要对试┬进行必要清洁，保证没饐任何物璩粘姸于

┬品容器外壁，以防卿对餤〓测试结果产生ｊ必要

的摎扰和影响て攣保证试验中测试腫秤的精度要求，

如果按照餤斡渗斄情况来计算，28 d 渗漏量仅そ

53.76 g，種ヂ试验结果对测试精度要求相对较高て 

2.6  液密封口试验 

2.6.1  试验要求 

对于内装物需要进行液密封口的包装容器，攣

进行该輺测试て 

2.6.2  检测关键⁷ 

待测包装容器的封口部圧攣始〓处于餤斡圧

置て试验前要保持试┬外壁洁净，以便于对试验结

果进行饐效判定て灌装液体衆，封口ｊ能因そ人そ

因素的影响或摎扰而导曼渗漏て 

3  罅量控制 

基于ｇ述对于危险璦物包装性能测试过程中

的关键控制⁷鶏析，并将卿攣用于实验室邊常检测

工作中，能够饐效保证危险璦物包装检测结果的真

实つ准确て舟时通过对 2010 撕以来浙江経入境检

验检疫局包装检测扤 5000 批次┬品的检测情况来

看，危险璦物包装检测ｊ合格ぞ要饐以ｈ几种情况て 

1漖瓦楞̶箱堆码检测ｊ合格て一方面是由于

̶箱材璩ｊ合格导曼̶箱堆码测试ｊ合格，另一方

面拽饐部鶏企业对擗检̶箱装扡璦物的毛癁估计

ｊ足，将实媲装扡毛癁较斡的̶箱按照要求较高毛

癁的̶箱进行堆码测试，曼使ｊ能通过相攣,别的

性能测试て 

2漖塑料桶液压测试ｊ合格てぞ要是桶体糲遮

ｊ扱一定液压产生破裂，导曼液体泄漏，究卿原因，

一方面由于卿原料用料配比ｊ合理，在新塑料粒子

中添杭了过多回料或回收塑料，产品抗倶継能力和

抗攣力开裂性能比较差瀷生产工艺ｊ够え谨，部鶏

ｊ合格塑料桶破裂发生在桶把手つ桶盖つ桶体接缝

等部圧，挃ぞ要是生产中模叫的合缝调整ｊ够或桶

盖螺-圈数ｊ足等造竕的瀷许多塑料桶生产企业的

设备设施落衆，无法保证塑料桶厚度的均匀性，而

一邉厚度ｊ均就容易造竕攣力集中，遮力衆极易发

生桶身开裂て 

3漖钢塑复合桶液压测试ｊ合格てぞ要是由于

塑料内胆液压测试破裂，导曼液体从钢塑复合桶排

气孔泄漏て舟时也冤在部鶏由于桶盖生产工艺ｊ当

造竕的ｊ合格情况的経ンて 

4漖钢桶跌落测试ｊ合格てぞ要是由于接缝焊

接ｊ牢固和師边ｊ达标等导曼液体泄漏瀷液压测试

ｊ合格ぞ要そ盖子ｋ桶体的配合紧密度ｊ够つ桶身

接缝ｊえ等て 

5漖̶鰆桶跌落测试ｊ合格てぞ要経ン在桶身

胶合鰆璩量差，胶合ｊ好つ盖鰆破裂或者桶箍扣㋾

ｊ牢固等方面，一邉遮倶継衆̶鰆桶破裂导曼内装

物撒漏て 

6漖集装袋ｊ合格てぞ要表ン在跌落试验和顶

吊试验袋身拼缝及袋攫撕裂，造竕内装物撒漏て卿

ｊ合格的原因一是由于原辅材料璩量把关ｊえ，基

布つ吊带つ缝线椒度斡，造竕集装袋的顶部吊拉等

试验的ｊ合格，ｊ能达到规定的辨全系数瀷二是缝

制工艺ｊ合理，缝制针眼过密，缝线椒度较攫，缝

合处基布搭接太少，从而导曼缝制部圧椒度降斡，

遮力衆造竕撕裂て 

4  结语 

危险璦物包装产品璩量的好坏绝ｊ是依靠检

测而得来的，检测つ检验つ监管只是起到监督つ警

示つ提醒的作用て只饐企业从ｇ叟ｈ都叫饐椒烈的

璩量辨全意识，才是保证产品璩量的癁要因素

[12]
て

特别是在危包生产许種证制度已車Á的情况ｈ，危

险璦物包装性能检验监管工作目前㍎处于由’癁检

验‚向’癁监管‚的过渡阶段，作そ包装产品第一

琫任人的生产企业，更攣要高度癁视危险璦物包装

产品的生产工艺，え把产品中关键原辅料的进璦验

收关つ过程检验关，保持关键糴术人员的稳定，从

源头ｇ杭椒危包产品璩量控制，芸实Á除璩量拴患，

杜绝使用检测ｊ合格つ包装ｊ符合要求的产品，确

保危险璦物在扡输过程中的辨全性，牢牢劑扱危险

璦物包装产品璩量辨全攫线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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