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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食品包装材料作为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安全性能对于保障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讨论了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性能分析和检测方法研究。首先，

介绍了包装材料的分类和特性，包括塑料、金属、纸质、玻璃、陶瓷和新型包装材料。其次，分析了食品包装材料的

安全性能，包括卫生安全、阻隔、机械强度等方面。最后，介绍了常用的检测方法，包括外观检查法、物理性能检测

法、气体渗透性检测法等。同时，强调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包装材料的监管，确保市场上的食品包装材料符

合相关安全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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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

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食品包装作为食品从

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安全性能直接关系到

食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然而，近年来食品包装材料

安全事故频发，如塑化剂污染、重金属超标等问题，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此，对食品包装材料

的安全性能进行分析和检测显得尤为重要。

1 食品包装材料的分类和特性

食品包装材料是指包装、盛放各种食品或者食品添

加剂的材料，其目的是保证食品的卫生安全，还要具

备一定的保鲜、防潮、防氧化等性能。根据其功能和

特性，食品包装材料分为以下几类。（1）塑料类包装
材料：常见的塑料包装材料有聚乙烯（PE）、聚丙烯
（PP）、聚氯乙烯（PVC）等，具有良好的保鲜性能
和轻便易加工的特点。聚乙烯塑料常用于食品包装袋、

保鲜膜等，具有良好柔软性和耐磨性；聚丙烯塑料常用

于微波炉食品包装盒等，具有优良的耐热性和耐寒性。

（2）金属类包装材料：金属包装材料主要有铝箔、不锈
钢、马口铁等，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范围。铝箔

常用于茶叶、咖啡等需要避光、防潮的食品包装；不锈

钢常用于肉类、酱料等高盐分食品的包装；马口铁常用

于罐头、饮料等食品的包装。（3）纸质类包装材料：纸
质包装材料具有环保、可降解的特点，常见的纸质包装

材料有纸箱、纸袋、纸盒等。纸箱适用于较重的食品包

装；纸袋适用于散装食品的包装；纸盒适用于各种食品

的独立包装。（4）玻璃类包装材料：玻璃具有优良的透
明性、化学稳定性和耐热性，常见的玻璃包装材料有玻

璃瓶、玻璃罐等。玻璃瓶适用于饮料、调料等液体食品

的包装；玻璃罐适用于果酱、蜜饯等干果食品的包装。

（5）陶瓷类包装材料：陶瓷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和美观
性，常见的陶瓷包装材料有陶瓷罐、陶瓷杯等。陶瓷罐

适用于咖啡、茶叶等需要保温的食品包装；陶瓷杯适用

于酒类、果汁等饮品的包装。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型

的食品包装材料逐渐应用于食品包装领域，如生物降解

塑料、纳米复合材料等，这些新型包装材料在保证食品

安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环保和功能性。

2 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性能分析

食品包装作为食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关键环节，其安全

性对保障食品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食品包装材料自

身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如重金属、塑化剂、

特定迁移量等。重金属是指食品包装材料中的重金属元素

通过迁移进入食品中，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例如，铅、

镉、汞等重金属元素在食品包装中的迁移量如果超过了国

家规定的标准，就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塑化剂是一

种常见的塑料包装材料添加剂，能够提高塑料包装的柔韧

性和透明度。然而，过量的塑化剂可能会对人体内分泌系

统产生干扰，影响生殖系统和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特定

迁移量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食品包装材料中某种有害物质

的迁移量达到规定的限值。例如，某些塑料包装材料中的

乙二醇、对苯二甲酸、双酚A等，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迁移
到食品中，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因此，食品包装材料在

生产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以确保其在安全范围内。此

外，食品包装材料还应具备阻隔性、耐热耐寒性、机械强

度、耐磨性等功能特性，以达到封装保护的目的。阻隔性

是指包装材料对气体、水蒸气等物质的阻隔能力，良好密

封避免腐坏变质，耐热性和耐寒性保证食品在不同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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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机械强度和耐磨性保证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包装的

安全稳定。

3 食品包装材料的检测方法研究

食品包装材料是保障食品安全和延长食品保质期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其进行检测和评估至关重要。本

文将介绍几种常用的食品包装材料检测方法。

3.1  外观检查法
外观检查法是一种简单且高效的检测方法，主要用

于评估包装材料的外观质量。这种方法主要依赖于人的

肉眼观察，因此操作起来非常快速，不需要复杂的设

备或仪器。通过这种方法，能直观地看到包装材料的整

体状况，包括是否有破损、污渍、变形等问题。首先，

需要对包装材料进行初步的视觉检查。这包括检查包装

材料的颜色是否均匀，是否有色差；光泽度是否符合要

求；表面是否有划痕、气泡等瑕疵。这些都是能通过肉

眼观察来判断的。其次，如果可能的话，还可通过对比

样品与标准样品的颜色、光泽度等指标来评估包装材料

的外观质量。这样就更准确地判断包装材料是否符合要

求。例如，将待测样品与标准样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看看它们的颜色是否一致，光泽度是否达到标准。此

外，外观检查法还能够帮助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例

如，如果一个包装材料的表面有污渍，那么它可能会影

响产品的美观度和消费者的感受。因此，需要及时发现

并处理这些问题。

3.2  物理性能检测法
物理性能检测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包装材料评估的

方法，主要通过对包装材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

热封强度、耐热性、抗冲击、耐内压等指标进行检测，

以评估其力学性能和耐热性能等，这些指标对于确保包

装材料的质量和安全性至关重要。拉伸强度是指材料在

受到外力作用时，抵抗破坏的能力。断裂伸长率是指材

料在受到外力作用时，发生断裂时的最大长度与原始长

度之比。这两个指标能够反映包装材料的韧性和抗拉能

力。例如，对塑料薄膜进行拉伸试验，可以有效检测其

抗拉强度和延展性。对于一些需要保持形状的食品，如

饼干、巧克力等，就需要选择具有较高拉伸强度和断裂

伸长率的包装材料，以保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会发

生变形或破裂。热封强度是指包装材料在加热后，封口

部分能够承受的最大压力。这个指标对于保证食品、药

品等易受污染物品的密封性和保质期具有重要意义。例

如，对于一些需要冷藏的食品，如肉类、乳制品等，就

需要选择具有较高热封强度的包装材料，以保证在高温

环境下不会发生泄漏[1]。耐热性是指包装材料在高温环

境下能够保持稳定的性能。这个指标对于保护易受高温

影响的物品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对于一些需要高温杀

菌的食品，如熟食、烘焙食品等，就需要选择具有较高

耐热性的包装材料，以保证在高温环境下不会发生分解

或变形。抗冲击性是指包装材料抵御冲击能量的性能，

耐内压力是指承受内部压力不发生破坏变形的能力，这

两个指标对于灌装食品尤为重要。例如罐头、瓶装饮料

等，就需要选择具有较高耐内压力和抗冲击性的包装材

料，以保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会发生破裂或变形。

为了准确评估包装材料的物理性能，通常需要使用专门

的检测设备，如万能试验机、拉力试验机、抗冲击仪

等，这些设备模拟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受力情况，为包装

材料的生产和质量控制提供有力支持。除了上述提到的

性能外，物理性能检测法还能用于评估包装材料的其他

性能，如耐磨性、耐腐蚀性、阻隔性等，这些性能对于

确保包装材料的功能性和环保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3.3  气体渗透性检测法
气体渗透性检测法是一种评估包装材料阻隔性能的

重要方法，主要通过对包装材料进行氧气透过率、水蒸

气透过率等指标的检测，以评估其阻隔性能。这种方法

在食品、医药、化妆品等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因为

这些行业的产品需要保持其内部物质的新鲜度和纯度，

防止氧气、水蒸气等气体的侵入。气体渗透性检测法主

要包括杯式法和电解法两种。杯式法是通过测量包装材

料在一定条件下对氧气和水蒸气的透过量来评估其阻隔

性能。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精度相对较低。电解法是

通过在材料表面施加电场，使气体分子在材料表面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从而改变材料的电阻率，进而影响其对

氧气和水蒸气的透过能力。这种方法的精度较高，但设

备复杂，操作难度较大。例如，对于塑料薄膜来说，可

以通过氧气透过率试验来检测其对氧气的阻隔能力，将

待测薄膜样品夹在两个玻璃片之间，然后将一定量的氧

气通过一个装有水的烧杯引入薄膜样品中，观察氧气在

薄膜中的透过情况。通过对比不同塑料薄膜的氧气透过

率数据，可以判断其阻隔性能的优劣。

3.4  化学性能检测法
化学性能检测法是一种用于评估包装材料安全性的

科学方法，主要通过对包装材料进行重金属含量、有害

物质含量等指标的检测，以确保其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

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和环境

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化学性能检测法在包装材料的研

发、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常用

的化学性能检测方法有原子吸收光谱、气相色谱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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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色谱法等[2]。这些方法具有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操

作简便等优点，能够有效地检测包装材料中的有害物质

成分。原子吸收光谱法是一种利用原子吸收特定波长的

光来测量样品中金属元素含量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

能准确地测定包装材料中的重金属含量，如铅、汞、镉

等，从而评估其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气相色谱法是

利用物质的吸附能力、溶解度、亲和力、阻滞作用等物

理性质的不同，对混合物中各组分进行分离、分析的方

法，可以用于检测塑料薄膜中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的检测，以确保塑料薄膜在生产过程中不添加有毒物

质，从而保障消费者的安全[3]。此外，气相色谱法也可用

于对包装材料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进行定量
分析，以评估其在储存和使用过程中是否会释放有害物

质。除了上述方法以外，还有一些其它的检测方法应用

于包装材料的评估，如红外光谱法、紫外可见光谱法、

差示扫描量热法等。这些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包装材

料中的成分和性质，为评估其安全性提供有力支持[4]。

3.5  生物降解性检测法
生物降解性检测法是一种评估包装材料环保性能的

重要方法。生物降解性是指材料在一定条件下被微生物

分解的能力，这种能力与材料的化学结构、环境条件等

因素密切相关。通过生物降解性检测，可了解包装材料

的降解速度、降解产物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从而为

选择环保型包装材料提供依据。常用的生物降解性检测

方法有水解试验和氧化试验等。水解试验是通过将包装

材料置于特定条件下的水解液中，观察其是否发生水解

反应，从而评估其生物降解性能。氧化试验是通过将包

装材料暴露在高浓度氧气或紫外线辐射下，观察其是否

发生氧化反应，从而评估其抗老化性能。例如，对PLA包
装材料进行氧化试验，可评估其在高温条件下的稳定性

和抗老化性能。氧化试验可通过测定样品的质量变化、

颜色变化以及力学性能的变化来评估。除了上述两种方

法外，还有其他一些生物降解性检测方法，如热失重分

析、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等。这些方法能从不同角
度对包装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能进行全面评估。

结束语

总的来说，食品包装材料安全性能分析和检测方法

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项研究的目标是确保所有食品

包装材料都符合所有相关的安全标准和规定，以保护消

费者的健康和安全。通过对各种材料的深入研究，能更

好地理解它们如何影响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如何改进现

有的测试和分析方法，这也有助于开发出更安全、可持

续的包装材料。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

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不断努力，以确保食品包装材料

既安全又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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