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商品包装具有保护商品、美化产品、引导消

费、提高商品附加值等作用。食品和化妆品与百姓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目前市场上部分食品和化妆

品企业还存在包装过度的情况，表现为包装层数过

多、空隙率过大、成本过高，超出了包装本身的基

本功能。据研究表明，我国包装废弃物约占城市生

活垃圾的30％~40%，在这些包装废弃物中，大部分

是过度包装产生的。为解决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

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组织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技术机构，对2009 年

版标准进行了修订，制定发布了GB23350-2021《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

准，并于2023 年9 月1 日正式实施。2021 版新国标在

原2009 年版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与优化，特别是新

标准对商品包装空隙率检测做了较大的调整：新标准

采用商品净含量乘以固定的k 值的方式进行内装物体

积换算，从而会对存在较大密度差异的同类商品产

生较大影响。

1  对茶叶的影响分析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以生产绿茶为主，2022 年

全省茶园面积310.5 万亩，茶叶产量19.35 万吨，一年

产值264.01 亿元。浙江省绿茶主要以炒青绿茶和烘青

绿茶为主。炒青绿茶主要以龙井茶、千岛玉叶、绍

兴珠茶等为代表，烘青绿茶主要以安吉白茶、雪水

云绿、建德苞茶、天尊贡芽、径山茶、望海茶、景

宁惠明茶、江山绿牡丹、浦江仙毫、开化龙顶等为

代表。

选取20 个浙江茶叶样品按照新旧标准进行空隙

率测量分析：

（1）依据2009 版老标准检测结果

实测20 个样品中包装空隙率最大为58%，包装

空隙率最小为-49%，包装空隙率合格率为100%（见

表1）。

表1  依据2009版老标准检测合格率情况

单件净含量(g) 允许包装空隙率 样品数 合格数

30 ＜Q ≤50 ≤60% 20 20

（2）依据2021 版新标准检测结果

实测20 个样品中包装空隙率最大为86%，包装

空隙率最小为18%，包装空隙率合格率仅为10%（见

表2）。

表2  依据2021版新标准检测合格率情况

单件标注净含量(g) 允许包装空隙率 样本量 合格数

30 ＜Q ≤50 ≤40% 20 2

（3）部分绿茶空间体积测量

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在相同的质量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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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实际的空间容积是不同的，选取几款有代表性

的浙江绿茶进行对比，相同质量条件下（50g），茶

叶所需空间容积差异相当大（见图1）。

图1  六种绿茶相同质量条件下（50g）体积测量示例

（4）检测结果差异原因分析

从20 个茶叶包装样品依据新老标准检测结果的

比对，包装空隙率合格率从100% 下降到10%，新标

准对茶叶包装空隙率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造成如

此大的原因主要是：新标准中包装空隙率计算中删除

了初始包装体积概念，而以商品标注净含量的质量

或体积进行换算，由于茶叶有不同的制作方式，因

此茶叶内装物的实际体积有较大的差异（见图1），

内装物所需要的必要空间容积是不一样的。因此，

新标准用一个固定k 值统一同一类商品所必要的空间

容积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茶叶新标准包装空隙

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图 22  111100 个个茶茶叶叶样样品品容容重重分分布布图图

从图 2可以看出，容重大于 100g/L,约占检测样品的 80%。茶叶的容重主要

是与茶叶的炒制方式、茶叶等级等因素有关，其中炒青类茶叶的容重要高于烘青

类茶叶，紧压型茶叶的容重要高于膨松型茶叶，高等级茶叶的容重高于低等级的

茶叶，是比较客观反映茶叶实际所需空间容积的技术指标，也符合

GB/T31268-2014《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中对包装空隙率“包装内去除内装

物占有的空间容积与包装总容积比率”的定义。

对 110个茶叶样品中有销售包装的 65个样品在满足新标准包装空隙率要求

的实际 k值进行分析（见图 3）。

图图 33 6655 个个样样品品满满足足新新标标准准空空隙隙率率要要求求 kk 值值分分布布图图

从图 3中可以看到，浙江绿茶包装空隙率合格的所需 k值区间为（10-30）

之间，主要集中在（15-25）之间。

当 k值取 15时，合格样品 16个，包装空隙合格率 24.6%；当 k值取 20时，

合格样品 31个，包装空隙合格率在 47.7%；当 k值取 25时，合格样品 4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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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10个茶叶样品容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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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 值合理化采用的可行性分析

新标准采用固定的k 值（标准中k=13）不能完全

反映不同茶叶所需要的实际空间容积，因此，对不

同的茶叶品种可根据茶叶实际的空间容积赋予相应

的k 值。为方便计算，可定义“1L 容积下茶叶的重量

为茶叶的容重, 计量单位:g/L”，对110 个浙江茶叶样

品进行容重测量（见图2)。

从图2 可以看出，容重大于100g/L 约占检测样品

的80%。茶叶的容重主要是与茶叶的炒制方式、茶叶

等级等因素有关，其中炒青类茶叶的容重要高于烘

青类茶叶，紧压型茶叶的容重要高于蓬松型茶叶，

高等级茶叶的容重高于低等级的茶叶，是比较客观

反映茶叶实际所需空间容积的技术指标，也符合GB/

T31268-2014《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中对包装空

隙率“包装内去除内装物占有的空间容积与包装总容

积比率”的定义。

对110 个茶叶样品中有销售包装的65 个样品在满

足新标准包装空隙率要求的实际k 值进行分析（见图

3）。

图3  65个样品满足新标准空隙率要求k值分布图

图图 22 111100 个个茶茶叶叶样样品品容容重重分分布布图图

从图 2可以看出，容重大于 100g/L,约占检测样品的 80%。茶叶的容重主要

是与茶叶的炒制方式、茶叶等级等因素有关，其中炒青类茶叶的容重要高于烘青

类茶叶，紧压型茶叶的容重要高于膨松型茶叶，高等级茶叶的容重高于低等级的

茶叶，是比较客观反映茶叶实际所需空间容积的技术指标，也符合

GB/T31268-2014《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中对包装空隙率“包装内去除内装

物占有的空间容积与包装总容积比率”的定义。

对 110个茶叶样品中有销售包装的 65个样品在满足新标准包装空隙率要求

的实际 k值进行分析（见图 3）。

图图 33  6655 个个样样品品满满足足新新标标准准空空隙隙率率要要求求 kk 值值分分布布图图

从图 3中可以看到，浙江绿茶包装空隙率合格的所需 k值区间为（10-30）

之间，主要集中在（15-25）之间。

当 k值取 15时，合格样品 16个，包装空隙合格率 24.6%；当 k值取 20时，

合格样品 31个，包装空隙合格率在 47.7%；当 k值取 25时，合格样品 4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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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 中可以看到，浙江绿茶包装空隙率合格的

所需k值区间为（10~30）之间，主要集中在（15~25）

之间。  

当k 值取15 时，合格样品16 个，包装空隙合格

率24.6%；当k 值取20 时，合格样品31 个，包装空隙

合格率在47.7%；当k 值取25 时，合格样品48 个，包

装空隙合格率73.8%。 

以茶叶容重区间进行k 赋值，在实际操作中可以

不考虑茶叶的品种，但绿茶的不可压缩性等因素，

在检测工作时进行容重测量时误差较大，可以通过

企业自我声明方式在产品包装上明示茶叶的容重来

保证容重测量结果的一致性，也可以通过标准规定

统一的测量方法。

考虑到目前部分茶叶包装有压缩的可能性，在

满足保护、美化、宣传等包装主要功能前提条件

下，同时又满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要求，对茶叶容重在（100~200）g/L 之间时，k 取20

较为合理。

3  相关建议

茶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茶叶在我国不仅是

饮料，更是文化的传承。茶叶的包装既要节约能

源和资源又能传承茶文化，针对强制性国家标准

GB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的实施，建议如下：

（1）企业宜采用适当规格的包装，尽量避免为

了满足新标准包装空隙率的要求而刻意采用小规格

茶叶包装（单件标注净含量10g 以下），从而造成不

必要的包装材料及能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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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用户要求选择在即实际工作条件下的载荷点进行校准。特别注意的是，使用的标准装

置如果是非实物设备，比如力标准装置，需考虑到最初有个反力装置的质量，而这个质量一

般可作为初始校准点位。

（三）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的差异

校准方法是采用标准砝码的标称值进行评定，根据 JJG 99-2006《砝码检定规程》及使

用的标准砝码的相应等级的 MPEV 为半宽，如多个砝码组合则按照各个砝码 MPEV 之和为半

宽，服从均匀分布，包含 因子 3k ,因此
3

MPEV
)( 1 

n

iLu 。

以叠加式力标准机作为标准器，引入叠加式力标准机的不确定度评定。叠加式力标准机

准确度等级为 0.03 级，符合服从均匀分布特征，其中具有因子 3k ，由叠加式力标准机

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

两者作为标准器不确定度分量引入电子吊秤不确定度评定，不同之处在于砝码的不确定

度分量是根据所用砝码累加的最大允许误差，而叠加式力标准机则是以 0.03%为固定量，与

相应秤量点质量乘积得出的最大允许误差。二者均为均匀分布，砝码作为实物标准器具，不

确定度分量显然会小于非实物标准器具。

四四、、结结束束语语

此规范的发布，规范了市场的操作行为,为目前大量在用福建省内大量程电子吊秤提供

统一可靠的技术依据，保证了电子吊秤量值科学合理溯源。同时提高了产品检测质量，对促

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不需要运输大量的砝码至现场校准，将节省运输砝码的物流费

上百万元，每年还可产生几十万元的经济效益。

作作者者简简介介：谢杰 男，汉族，福建福州，工程师，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学士，主

要从事力值计量研究。

别赋予不同的空间必要修正因子k，以浙江绿茶叶为

例，茶叶容重在（100~200）g/L 之间时，k=20 时较

为合理。

（3）修订标准可参考第1 修订单规定，限制高

档材料在茶叶包装中的使用，禁止使用贵金属、红

木、动物皮毛，茶叶不应与其他产品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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