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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５章、第６章、第７章和第８章为强制的，其余条款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代替了ＧＢ１９３５９．１—２００３《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ＧＢ１９３５９．２—

２００３《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和ＧＢ１９３５９．３—２００３《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

检验安全规范　使用鉴定》等三个标准。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修改了部分技术内容，使标准有关包装的技术内容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

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１５修订版）一致。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和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温劲松、季汝武、卞学东、唐树田、姚剑、高锋、孙政、王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的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９３５９．１—２００３；

———ＧＢ１９３５９．２—２００３；

———ＧＢ１９３５９．３—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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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不包括军品）的分类、代码和标记、要求、性能检验和使用

鉴定。

本标准适用于第４章中除第２类、第６类的６．２项和第７类以外的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的检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压力贮器、净重大于４００ｋｇ的包装件、容积超过４５０Ｌ的包装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３２５　包装容器　钢桶

ＧＢ／Ｔ１５４０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测定　可勃法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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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１２２．１　包装术语　第１部分：基础

ＧＢ／Ｔ４８５７．３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３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８５７．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７３４４　包装　包装容器　气密试验方法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１５修订版）

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２００５版）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１２２．１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箱　犫狅狓

由金属、木材、胶合板、再生木、纤维板、塑料或其他适当材料制做的完整矩形或多角形的容器。

３．２　

　　圆桶（桶）　犱狉狌犿

由金属、纤维板、塑料、胶合板或其他适当材料制成的两端为平面或凸面的圆柱形容器。

３．３　

　　袋　犫犪犵

由纸张、塑料薄膜、纺织品、编织材料或其他适当材料制作的柔性容器。

３．４　

　　罐　犼犲狉狉犻犮犪狀

横截面呈矩形或多角形的金属或塑料容器。

３．５　

　　贮器　狉犲犮犲狆狋犪犮犾犲

用于装放和容纳物质或物品的封闭器具，包括封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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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容器　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贮器和贮器为实现贮放作用所需要的其他部件或材料。

３．７　

　　包装件　狆犪犮犽犪犵犲

包装作业的完结产品，包括准备好供运输的容器和其内装物。

３．８

　　内容器　犻狀狀犲狉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运输时需用外容器的容器。

３．９

　　内贮器　犻狀狀犲狉狉犲犮犲狆狋犪犮犾犲

需要有一个外容器才能起容器作用的容器。

３．１０

　　外容器　狅狌狋犲狉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是复合或组合容器的外保护装置连同为容纳和保护内贮器或内容器所需要的吸收材料、衬垫和其

他部件。

３．１１

　　组合容器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为了运输目的而组合在一起的一组容器，由固定在一个外容器中的一个或多个内容器组成。

３．１２

　　复合容器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由一个外容器和一个内贮器组成的容器，其构造使内贮器和外容器形成一个完整的容器。这种容

器经装配后，便成为单一的完整装置，整个用于装料、贮存、运输和卸空。

３．１３

　　集合（外）包装　狅狏犲狉狆犪犮犽

为了方便运输过程中的装卸和存放，将一个或多个包件装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单元所用的包装物。

３．１４

　　救助容器　狊犪犾狏犪犵犲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用于放置为了回收或处理损坏、有缺陷、渗漏或不符合规定的危险货物包装件，或者溢出或漏出的

危险货物的特别容器。

３．１５

　　封闭装置　犮犾狅狊狌狉犲

用于封住贮器开口的装置。

３．１６

　　防撒漏的容器　狊犻犳狋狆狉狅狅犳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所装的干物质，包括在运输中产生的细粒固体物质不向外撒漏的容器。

３．１７

　　吸附性材料　犪犫狊狅狉犫犲狀狋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特别能吸收和滞留液体的材料，内容器一旦发生破损、泄漏出来的液体能迅速被吸附滞留在该材

料中。

３．１８

　　不相容　犻狀犮狅犿狆犪狋犻犫犾犲

描述危险货物，如果混合则易于引起危险热量或气体的放出或生成一种腐蚀性物质，或产生理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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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降低包装容器强度的现象。

３．１９

　　牢固封口　狊犲犮狌狉犲犾狔犮犾狅狊犲犱

所装的干燥物质在正常搬运中不致漏出的封口。这是对任何封口的最低要求。

３．２０

　　液密封口　狑犪狋犲狉狋犻犵犺狋

又称有效封口，是指不透液体的封口。

３．２１

　　气密封口　犺犲狉犿犲狋犻犮犪犾犾狔狊犲犪犾犲犱

不透蒸气的封口。

３．２２

　　性能检验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模拟不同运输环境对容器进行的型式试验，以判定容器的构造和性能是否与设计型号一致及是否

符合有关规定。

３．２３

　　使用鉴定　狌狊犲犪狆狆狉犪犻狊犪犾

容器盛装危险货物以后，对包装件进行鉴定，以判定容器使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３．２４

　　联合国编号　犝犖狀狌犿犫犲狉

由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编制的４位阿拉伯数编号，用以识别一种物质或一类特定物质。

４　分类

４．１　危险货物分类

４．１．１　按危险货物具有的危险性或最主要的危险性分成９个类别。有些类别再分成项别。类别和项

别的号码顺序并不是危险程度的顺序。

４．１．２　第１类：爆炸品

———１．１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１．２项：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１．３项：有燃烧危险并有局部爆炸危险或局部迸射危险或这两种危险都有，但无整体爆炸危险

的物质和物品；

———１．４项：不呈现重大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１．５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物质；

———１．６项：无整体爆炸危险的极端不敏感物品。

４．１．３　第２类：气体

———２．１项：易燃气体；

———２．２项：非易燃无毒气体；

———２．３项：毒性气体。

４．１．４　第３类：易燃液体。

４．１．５　第４类：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４．１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品；

———４．２项：易于自燃的物质；

———４．３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４．１．６　第５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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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项：氧化性物质；

———５．２项：有机过氧化物。

４．１．７　第６类：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

———６．１项：毒性物质；

———６．２项：感染性物质。

４．１．８　第７类：放射性物质。

４．１．９　第８类：腐蚀性物质。

４．１．１０　第９类：杂类危险物质和物品。

４．２　危险货物包装分类

４．２．１　第１类、第２类、第５类的第５．２项、第６类的６．２项、第７类以及第４类的４．１项自反应物质以

外的其他各类危险货物，按照他们具有的危险程度划分为三个包装类别：

Ⅰ类包装———显示高度危险性；

Ⅱ类包装———显示中等危险性；

Ⅲ类包装———显示轻度危险性。

注：通常Ⅰ类包装可盛装显示高度危险性、显示中等危险性和显示轻度危险性的危险货物，Ⅱ类包装可盛装显示中

等危险性和显示轻度危险性的危险货物，Ⅲ类包装则只能盛装显示轻度危险性的危险货物。但有时应视具体

盛装的危险货物特性而定，例如盛装液体物质应考虑其相对密度的不同。

４．２．２　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和《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的危险货

物一览表中，列出了物质被划入的包装类别。

５　代码和标记

５．１　容器类型的代码

５．１．１　代码包括：

ａ）　阿拉伯数字，表示容器的种类，如桶、罐等，后接；

ｂ）　大写拉丁字母，表示材料的性质，如钢、木等；

ｃ）　（必要时后接）阿拉伯数字，表示容器在其所属种类中的类别。

５．１．２　如果是复合容器，用两个大写拉丁字母依次写在代码的第二个位置中。第一个字母表示内贮器

的材料，第二个字母表示外容器的材料。

５．１．３　如果是组合容器，只使用外容器的代码。

５．１．４　容器编码后面可加上字母“Ｔ”、“Ｖ”或“Ｗ”，字母“Ｔ”表示符合联合国《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要求的救助容器；字母“Ｖ”表示符合７．１．１．６要求的特别容器；字母“Ｗ”表示容器类型虽与编码

所表示的相同，而其制造的规格与附录Ａ的规格不同，但根据《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的要求被

认为是等效的。

５．１．５　下述数字用于表示容器的种类：

１———桶；

３———罐；

４———箱；

５———袋；

６———复合容器。

５．１．６　下述大写字母用于表示材料的种类：

Ａ———钢（一切型号及表面处理的）；

Ｂ———铝；

Ｃ———天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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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胶合板；

Ｆ———再生木；

Ｇ———纤维板；

Ｈ———塑料；

Ｌ———纺织品；

Ｍ———多层纸；

Ｎ———金属（钢或铝除外）；

Ｐ———玻璃、陶瓷或粗陶瓷。

５．１．７　各种常用包装容器的代码遵照附录Ａ。

５．２　标记

５．２．１　标记用于表明带有该标记的容器已成功地通过第７章规定的试验，并符合附录Ａ的要求，但标

记并不一定能证明该容器可以用来盛装任何物质。

５．２．２　每一个容器应带有持久、易辨认、与容器相比位置合适、大小适当的明显标记。对于毛重超过

３０ｋｇ的包装件，其标记和标记附件应贴在容器顶部或一侧，字母、数字和符号应不小于１２ｍｍ高。容

量为３０Ｌ或３０ｋｇ或更少的容器上，其标记至少应为６ｍｍ高。对于容量为５Ｌ或５ｋｇ或更少的容

器，其标记的尺寸应大小合适。

标记应表示如下：

ａ）　联合国包装符号 。本符号仅用于证明容器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

范本》第６．１章和本标准第７章的有关规定，不应用于其他目的。对于压纹金属容器，符号可

用大写字母“ＵＮ”表示。符合上述规定的容器，可以用符号“ＲＩＤ”代替 或“ＵＮ”标记。

ｂ）　根据５．１表示容器种类的代码，例如３Ｈ１。

ｃ）　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编号：

１）　一个字母表示设计型号已成功地通过试验的包装类别：

Ｘ　表示Ⅰ类包装；

Ｙ　表示Ⅱ类包装；

Ｚ　表示Ⅲ类包装。

２）　相对密度（四舍五入至第一位小数），表示已按此相对密度对不带内容器的准备装液体的

容器设计型号进行过试验；若相对密度不超过１．２，这一部分可省略。对准备盛装固体或

装入内容器的容器而言，以ｋｇ表示的最大总质量。

ｄ）　或者用字母“Ｓ”表示容器拟用于运输固体或内容器，或者对拟装液体的容器（组合容器除外）

而言，容器已证明能承受的液压试验压力，用ｋＰａ表示（即四舍五入至１０ｋＰａ）。

ｅ）　容器制造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型号为１Ｈ１，１Ｈ２，３Ｈ１和３Ｈ２的塑料容器还应适当地标出

制造月份；这可与标记的其余部分分开，在容器的空白处标出，最好的方法是：

　　ｆ）　标明生产国代号，中国的代号为大写英文字母ＣＮ。

ｇ）　容器制造厂的代号，该代号应体现该容器制造厂所在的行政区域，各区域代码参见附录Ｃ。

ｈ）　生产批次。

５．２．３　根据５．２．２对容器进行的标记示例参见附录Ｂ。可单行或多行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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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除了５．２．２中规定的耐久标记外，每一超过１００Ｌ的新金属桶，在其底部应有５．２．２ａ）至ｅ）所

述持久性标记，并至少表明桶身所用金属标称厚度（ｍｍ，精确到０．１ｍｍ）。如金属桶两个端部中有一

个标称厚度小于桶身的标称厚度，那么顶端、桶身和底端的标称厚度应以永久性形式（例如压纹或印刷）

在底部标明，例如“１．０１．２１．０”或“０．９１．０１．０”。

５．２．５　国家主管机关所批准的其他附加标记应保证５．２．２所要求的标记能正确识别。

５．２．６　改制的金属桶，如果没有改变容器型号和没有更换或拆掉组成结构部件，所要求的标记不必是

永久性的（例如压纹）。每一其他改制的金属桶都应在顶端或侧面以永久性形式（例如压纹）标明

５．２．２ａ）至ｅ）中所述的标记。

５．２．７　用可不断重复使用的材料（例如不锈钢）制造的金属桶可以永久性形式（例如压纹）标明５．２．２ｆ）

至ｈ）中所述的标记。

５．２．８　作标记应按５．２．２所示的顺序进行；这些分段以及视情况５．２．９ａ）至５．２．９ｃ）所要求的每一个

标记组成部分应用斜线清楚地隔开，以便容易辨认。标注方法可参见附录Ｂ。

５．２．９　容器修理后，应按下列顺序在容器上加以持久性的标记标明：

ａ）　进行修理的所在国；

ｂ）　修理厂代号；

ｃ）　修复年份；字母“Ｒ”；对按７．２．２通过了气密试验的每一个容器，另加字母“Ｌ”。

５．２．１０　对于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中第１．２章定义的“回收塑料”材料制

造的容器应标有“ＲＥＣ”。

５．２．１１　修理容器、救助容器的标记示例参见附录Ｂ。

５．２．１２　不同材质的容器可参照附录Ｂ示例，在包装容器上印（压纹）标记。

６　要求

６．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１　每一容器上应按５．２标明持久性标记!

标志。

６．１．２　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容器应结构合理、防护性能好、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

章范本》和《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的规格规定。其设计模式、工艺、材质应适应铁路运输危险货

物的特性，适合积载，便于安全装卸和运输，能承受正常运输条件下的风险。

６．１．３　危险货物应装在质量良好的容器内，该容器应足够坚固，能承受得住运输过程中通常遇到的冲

击和载荷，包括运输装置之间和运输装置与仓库之间的转载以及搬离托盘或外包装供随后人工或机械

操作。容器的结构和封闭状况应能够在正常运输条件下防止由于震动及温度、湿度或压力变化（例如海

拔不同产生的）造成的任何内装物损失。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有任何危险残余物粘附在容器外面。这些

要求适用于新的、再次使用的、修整过的或改制的容器。

６．１．４　容器与危险货物直接接触的各个部位：

ａ）　不应受到危险货物的影响或强度被危险货物明显地减弱；

ｂ）　不应在包装件内造成危险的效应，例如促使危险货物起反应或与危险货物起反应。必要时，

这些部位应有适当的内涂层或经过适当的处理。

６．１．５　若容器内装的是液体，应留有足够的未满空间，以保证不会由于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温度

变化造成的液体膨胀而使容器泄漏或永久变形。除非规定有具体要求，否则，液体不得在５５℃温度下

装满容器。

６．１．６　内容器在外容器中的放置方式，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会因内容器的破裂、戳穿或渗漏而

使内装物进入外容器中。对于那些易于破裂或易被刺破的内容器，例如，用玻璃、陶瓷、粗陶瓷或某些塑

料制成的内容器，应使用适当衬垫材料固定在外容器中。内装物的泄漏不应明显消弱衬垫材料或外容

器的保护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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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７　危险货物同危险货物或其他货物相互之间发生危险反应并引起以下后果，则不应放置在同一个

外容器或大型容器中：

ａ）　燃烧或放出大量的热；

ｂ）　放出易燃、毒性或窒息性气体；

ｃ）　产生腐蚀性物质；

ｄ）　产生不稳定物质。

６．１．８　装有潮湿或稀释物质的容器的其封闭装置应使液体（水、溶剂或减敏剂等）的百分率在运输过程

中不会下降到规定的限度以下。

６．１．９　装运液体的内容器应足以承受正常运输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内压力。如果包装件中可能由于内

装物释放气体（由于温度增加或其他原因）而产生压力时，可在容器上安装一个通气孔，但释放的气体不

应因其毒性、易燃性和排放量而造成危险。对拟运输的容器，通气孔应设计成保证在正常的运输条件下

防止液体的泄漏和外界物质的渗入。

６．１．１０　所有新的、改制的、再次使用的容器应能通过第７章规定的试验。在装货和移交运输之前，应

按照第８章对每个容器进行检查，确保无腐蚀，污染或其他破损。当容器显示出的强度与批准的设计型

号比较有下降的迹象时，不应再使用，或应予以整修，使之能够通过设计型号试验。

６．１．１１　液体应装入对正常运输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内部压力具有适当承受力的容器。标有５．２．２ｄ）规

定的液压试验压力的容器，仅能装载有下述蒸气压力的液体：

ａ）　在５５℃时，容器内的总表压（即装载物质的蒸气压加上空气或其他惰性气体的分压，减去

１００ｋＰａ），不超过标记试验压力的三分之二；或

ｂ）　在５０℃时，小于标记试验压力加１００ｋＰａ之和的七分之四；或

ｃ）　在５５℃时，小于标记试验压力加１００ｋＰａ之和的三分之二。

６．１．１２　拟装液体的每个容器，应在下列情况下成功地通过适当的气密（密封性）试验，并且能够达到第

７章所规定的适当试验水平：

ａ）　在第一次用于运输之前；

ｂ）　任何容器在改制或整理之后，再次用于运输之前。

在进行这项试验时，容器不必装有自己的封闭装置。如试验结果不会受到影响，复合容器的内贮器

可在不用外容器的情况下进行试验。复合容器的内贮器可免于此项试验。

６．１．１３　在运输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温度下会变成液体的固体所用的容器也应具备装载液态物质的

能力。

６．１．１４　用于装粉末或颗粒状物质的容器，应防筛漏或配备衬里。

６．１．１５　除非另有规定，第１类货物、４．１项自反应物质和５．２项有机过氧化物所使用的容器，应符合

中等危险类别Ⅱ类包装的规定。

６．１．１６　对于损坏、有缺陷、渗漏或不符合规定的危险货物包装件，或者溢出或漏出的危险货物，可以装

在救助容器中运输。

６．１．１６．１　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坏或渗漏的包件在救助容器内过分移动。当救助容器装有液体时，

应添加足够的惰性吸收材料以消除游离液体的出现。

６．１．１６．２　救助容器不得用作从物质或材料产地向外运输的包装。

６．１．１６．３　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没有造成危险的压力升高。

６．２　第１类危险货物的特殊包装要求

６．２．１　供运输的所有爆炸性物质和物品应已按照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和

《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所规定的程序加以分类。

６．２．２　第１类危险货物的容器应符合６．１的一般规定。

６．２．３　第１类危险货物的所有容器的设计和制造应达到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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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能够保护爆炸品，使它们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包括在可预见的温度、湿度和压力发生变化时，不

会漏出，也不会增加无意引燃或引发的危险；

ｂ）　完整的包装件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可以安全地搬动；

ｃ）　包件能够经受得住运输中可预见的堆叠加在它们之上的任何荷重，不会因此而增加爆炸品具

有的危险性，容器的保护功能不会受到损害，容器变形的方式或程度不致于降低其强度或造成

堆垛的不稳定。

６．２．４　第１类危险货物应按照《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的规定包装。

６．２．５　容器应符合第７章的要求，并达到Ⅱ类包装试验要求，而且应遵守５．１．４和６．１．１３的规定。可

以使用符合Ⅰ类包装试验标准的金属容器以外的容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限制，不得使用Ⅰ类包装的

金属容器。

６．２．６　装液态爆炸品的容器的封闭装置应确保有双重防渗漏保护。

６．２．７　金属桶的封闭装置应包括适宜的垫圈；如果封闭装置包括螺纹，应防止爆炸性物质进入螺纹中。

６．２．８　可溶于水的物质的容器应是防水的。装运减敏或退敏物质的容器应封闭以防止浓度在运输过

程中发生变化。

６．２．９　当包装件中包括在运输途中可能结冰的双层充水外壳这一装置时，应在水中加入足够的防冻剂

以防结冰。不应使用由于其固有的易燃性而可能引起燃烧的防冻剂。

６．２．１０　钉子、钩环和其他没有防护涂层的金属制造的封闭装置，不应穿入外容器内部，除非内容器能

够防止爆炸品与金属接触。

６．２．１１　内容器、连接件和衬垫材料以及爆炸性物质或物品在包装件内的放置方式应能使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会在外容器内散开。应防止物品的金属部件与金属容器接触。含有未用外

壳封装的爆炸性物质的物品应互相隔开以防止摩擦和碰撞。可以使用衬垫、托盘、内容器或外容器中的

隔板、模衬或贮器，达到这一目的。

６．２．１２　制造容器的材料应与包装件所装的爆炸品相容，并且是该爆炸品不能透过的，以防爆炸品与容

器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渗漏造成爆炸品不能安全运输，或者造成危险项别或配装组的改变。

６．２．１３　应防止爆炸性物质进入有接缝金属容器的凹处。

６．２．１４　塑料容器不应容易产生或积累足够的静电，以致放电时可能造成包装件内的爆炸性物质或物

品引爆、引燃或发生反应。

６．２．１５　爆炸性物质不应装在由于热效应或其他效应引起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差可能导致爆炸或造成包

装件破裂的内容器或外容器。

６．２．１６　如果松散的爆炸性物质或者无外壳或部分露出的爆炸性物质可能与金属容器（１Ａ２、１Ｂ２、４Ａ、

４Ｂ和金属贮器）的内表面接触时，金属容器应有内衬或涂层。

６．２．１７　内容器、附件、衬垫材料以及爆炸性物质在包装件内应牢固放置，以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导

致危险性移动。

６．３　有机过氧化物（５．２项）和４．１项自反应物质的特殊包装要求

６．３．１　对于有机过氧化物，所有盛装贮器应为“有效封口”。如果包装件内可能因为释放气体而产生较

大的内压，可以配备排气孔，但排放的气体不应造成危险，否则内装物的量应加以限制。任何排气装置

的结构应使液体在包装件直立时不会漏出，并且应能防止杂质进入。如果有外容器，其设计应使它不会

干扰排气装置的作用。

６．３．２　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的容器应符合第７章规定的Ⅱ类包装性能水平的要求，为了避免不

必要的限制，不得使用Ⅰ类包装的金属容器。

６．３．３　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的包装方法应符合《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的有关要求。

６．４　各种容器的要求遵照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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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性能检验

７．１　试验规定

７．１．１　试验的施行和频率

７．１．１．１　每一容器在投入使用之前，其设计型号应成功地通过试验。容器的设计型号是由设计、规格、

材料、材料厚度、制造和包装方式界定的，但可以包括各种表面处理。设计型号也包括仅在设计高度上

比设计型号稍小的容器。

７．１．１．２　对生产的容器样品，应按主管当局规定的时间间隔重复进行试验。

７．１．１．３　容器的设计、材料或制造方式发生变化时也应再次进行试验。

７．１．１．４　与试验过的型号仅在小的方面不同的容器，如内容器尺寸较小或净重较小，以及外部尺寸稍

许减小的桶、袋、箱等容器，主管当局可允许进行有选择的试验。

７．１．１．５　如组合容器的外容器用不同类型的内容器成功地通过了试验，则这些不同类型的内容器也可

以合装在此外容器中。此外，如能保持相同的性能水平，下列内容器的变化形式可不必对包装件再作试

验并准予使用：

ａ）　可使用尺寸相同或较小的内容器，条件是：

———内容器的设计与试验过的内容器相似（例如形状为圆形、长方形等）；

———内容器的制造材料（玻璃、塑料、金属等）承受冲击力和堆码力的能力等于或大于原先试验

过的内容器；

———内容器有相同或较小的开口，封闭装置设计相似（如螺旋帽、摩擦盖等）；

———用足够多的额外衬垫材料填补空隙，防止内容器明显移动；

———内容器在外容器中放置的方向与试验过的包装件相同。

ｂ）　如果用足够的衬垫材料填补空隙处防止内容器明显移动，则可用较少的试验过的内容器或

７．１．１．５ａ）中所列的替代型号内容器。

７．１．１．６　在下列条件下，各种装载固体或液体的内容器或物品可以组装或运输，免除外容器试验：

ａ）　外容器在装有内装液体的易碎（如玻璃）内容器时应成功地通过按照７．２．１以Ⅰ类包装的跌落

高度进行的试验；

ｂ）　内容器质量的总合不得超过７．１．１．６ａ）中的跌落试验中内容器各总质量的一半；

ｃ）　各内容器之间以及内容器与容器外部之间的衬垫材料厚度，不应低于原先试验的容器的相应

厚度；如在原先试验中仅使用一个内容器，各内容器之间的衬垫厚度不应少于原先试验中容器

外部和内容器之间的衬垫厚度。如使用较少或较小的内容器（与跌落试验所用的内容器相

比），应使用足够的附加衬垫材料填补空隙；

ｄ）　外容器在空载时应成功地通过７．２．４的堆码试验。相同包装件的总质量应根据７．１．１．６ａ）中

的跌落试验所用的内容器的合计质量确定；

ｅ）　装液体的内容器周围应完全裹上吸收材料，其数量足以吸收内容器所装的全部液体；

ｆ）　如果外容器要用于盛装液体的内容器，但不是防渗漏的，或者要用于盛装固体的内容器，但不

是防撒漏的，则应通过使用防渗漏内衬、塑料袋或其他等效容器。对于装液体的容器，

７．１．１．６ｅ）中要求的吸收材料应放在留住液体内装物的装置内；

ｇ）　容器应按照第５章作标记，表示已通过组合容器的Ⅰ类包装性能试验。所标的以ｋｇ计的毛质

量（毛重），应为外容器质量和７．１．１．６ａ）中所述的跌落试验所用的内容器质量的一半之和。

这一包装件标记也应包括５．１．４中所述的字母“Ｖ”。

７．１．１．７　因安全原因需要有的内层处理或涂层，应在进行试验后仍保持其保护性能。

７．１．１．８　若试验结果的正确性不会受影响，可对一个试样进行几项试验。

７．１．１．９　救助容器应根据拟用于运输固体或内容器的Ⅱ类包装容器所适用的规定进行试验和作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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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除外：

ａ）　进行试验时所用的试验物质应是水，容器中所装的水不得少于其最大容量的９８％。允许使用

添加物，如铅粒袋，以达到所要求的总包装件质量，只要它们放的位置不会影响试验结果。或

者，在进行跌落试验时，跌落高度可按照７．２．１．４ｂ）予以改变；

ｂ）　此外，容器应已成功地经受３０ｋＰａ的气密试验，并且这一试验的结果反映在７．２．５所要求的

试验报告中；和

ｃ）　容器应标有５．１．４所述的字母“Ｔ”。

７．１．２　容器的试验准备

７．１．２．１　对准备好供运输的容器，其中包括组合容器所使用的内容器，应进行试验。就内贮器或单贮

器或容器而言，所装入的液体不应低于其最大容量的９８％，所装入的固体不得低于其最大容量的９５％。

就组合容器而言，如内容器将装运液体和固体，则需对液体和固体内装物分别作试验。将装入容器运输

的物质或物品，可以其他物质或物品代替，除非这样做会使试验结果成为无效。就固体而言，当使用另

一种物质代替时，该物质必须与待运物质具有相同的物理特性（质量、颗粒大小等）。允许使用添加物，

如铅粒包，以达到要求的包装件总质量，只要它们放的位置不会影响试验结果。

７．１．２．２　对装液体的容器进行跌落试验时，如使用其他物质代替，该物质应有与待运物质相似的相对

密度和黏度。水也可以用于进行７．２．１．４条件下的液体跌落试验。

７．１．２．３　纸和纤维板容器应在控制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环境下至少放置２４ｈ。有以下三种办法，应选

择其一。温度２３℃±２℃和相对湿度（５０％±２％）（ｒ．ｈ．）是最好的环境。另外两种办法是：温度

２０℃±２℃和相对湿度（６５％±２％）（ｒ．ｈ．）或温度２７℃±２℃和相对湿度（６５％±２％）（ｒ．ｈ．）。

注：平均值应在这些限值内，短期波动和测量局限可能会使个别相对湿度量度有±５％的变化，但不会对试验结果

的复验性有重大影响。

７．１．２．４　首次使用塑料桶（罐）、塑料复合容器及有涂、镀层的容器，在试验前需直接装入拟运危险货物

贮存六个月以上进行相容性试验。在贮存期之后，再对样品进行７．２．１、７．２．２、７．２．３和７．２．４所列的

适用试验。如果所装的物质可能使塑料桶或罐产生应力裂纹或弱化，则必须在装满该物质、或另一种已

知对该种塑料至少具有同样严重应力裂纹作用的物质的样品上面放置一个荷重，此荷重相当于在运输

过程中可能堆放在样品上的相同数量包件的总质量。堆垛包括试验样品在内的最小高度是３ｍ。

７．１．３　检验项目

各种常用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容器应检验项目遵照附录Ｄ。

７．２　试验

７．２．１　跌落试验

７．２．１．１　试验样品数量和跌落方向

每种设计型号试验样品数量和跌落方向见表１。

除了平面着地的跌落之外，重心应位于撞击点的垂直上方。在特定的跌落试验可能有不止一个方

向的情况下，应采用最薄弱部位进行试验。

７．２．１．２　跌落试验样品的特殊准备

以下容器进行试验时，应将试验样品及其内装物的温度降至－１８℃或更低：

ａ）　塑料桶；

ｂ）　塑料罐；

ｃ）　泡沫塑料箱以外的塑料箱；

ｄ）　复合容器（塑料材料）；

ｅ）　带有塑料内容器的组合容器，准备盛装固体或物品的塑料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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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种方式准备的试验样品，可免除７．１．２．３中的预处理。试验液体应保持液态，必要时可添加防

冻剂。

表１　试验样品数量和跌落方向

容　器 试验样品数量 跌　落　方　向

钢桶

铝桶

除钢桶或铝桶之外的金属桶

钢罐

铝罐

胶合板桶

纤维板桶

塑料桶和塑料罐

圆柱形复合容器

６个

（每次跌落用３个）

　第一次跌落（用３个样品）：容器应以凸边斜着撞击

在冲击板上。如果容器没有凸边，则撞击在周边接缝

上或一棱边上。

　第二次跌落（用另外３个样品）：容器应以第一次跌

落未试验过的最弱部位撞击在冲击板上，例如封闭装

置，或者某些圆柱形桶，则撞在桶身的纵向焊缝上。

天然木箱

胶合板箱

再生木箱

纤维板箱

塑料箱

钢或铝箱

５个

（每次跌落用１个）

　第一次跌落：底部平跌

　第二次跌落：顶部平跌

　第三次跌落：长侧面平跌

　第四次跌落：短侧面平跌

　第五次跌落：角跌落

袋单层有缝边
３个

（每袋跌落３次）

　第一次跌落：宽面平跌

　第二次跌落：窄面平跌

　第三次跌落：端部跌落

袋单层无缝边，或多层
３个

（每袋跌落２次）

　第一次跌落：宽面平跌

　第二次跌落：端部跌落

７．２．１．３　试验设备

符合ＧＢ／Ｔ４８５７．５中试验设备的要求。冷冻室（箱）：能满足７．２．１．２要求；温、湿度室（箱）：能满

足７．１．２．３要求。

７．２．１．４　跌落高度

对于固体和液体，如果试验是用待运的固体或液体或用具有基本上相同的物理性质的另一物质进

行，跌落高度见表２。

表２　跌落高度 单位为米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１．８ １．２ ０．８

　　对于液体，如果试验是用水进行：

ａ）　如果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不超过１．２，跌落高度见表２；

ｂ）　如果待运物质的相对密度超过１．２，则跌落高度应根据拟运物质的相对密度（犱）按表３计算

（四舍五入至第一位小数）。

表３　跌落高度与密度换算 单位为米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犱×１．５ 犱×１．０ 犱×０．６７

７．２．１．５　通过试验的准则

ａ）　每一盛装液体的容器在内外压力达到平衡后，应无渗漏，有内涂（镀）层的容器，其内涂（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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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完好无损。但是，对于组合容器的内容器、复合容器（玻璃、陶瓷或粗陶瓷）的内贮器，其压

力可不达到平衡。

ｂ）　盛装固体的容器进行跌落试验并以其上端面撞击冲击板，如果全部内装物仍留在内容器或内

贮器（例如塑料袋）之中，即使封闭装置不再防筛漏，试验样品即通过试验。

ｃ）　复合或组合容器或其外容器，不应出现可能影响运输安全的破损，也不应有内装物从内贮器或

内容器中漏出。若有内涂（镀）层，其内涂（镀）层应完好无损。

ｄ）　袋子的最外层或外容器，不应出现影响运输安全的破损。

ｅ）　在撞击时封闭装置有少许排出物，但无进一步渗漏，仍认为容器合格。

ｆ）　装第１类物质的容器不允许出现任何会使爆炸性物质或物品从外容器中撒漏破损。

７．２．２　气密（密封性）试验

７．２．２．１　试验样品数量

每种设计型号取３个试验样品。

７．２．２．２　试验前试验样品的特殊准备

将有通气孔的封闭装置以相似的无通气孔的封闭装置代替，或将通气孔堵死。

７．２．２．３　试验设备

按ＧＢ／Ｔ１７３４４的要求。

７．２．２．４　试验方法和试验压力

将容器包括其封闭装置箝制在水面下５ｍｉｎ，同时施加内部空气压力，箝制方法不应影响试验结

果。施加的空气压力（表压）见表４。

表４　气密试验压力 单位为千帕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不小于３０ 不小于２０ 不小于２０

　　其他至少有同等效力的方法也可以使用。

７．２．２．５　通过试验的准则

所有试样应无泄漏。

７．２．３　液压（内压）试验

７．２．３．１　试验样品数量

每种设计型号取３个试验样品。

７．２．３．２　试验前容器的特殊准备

将有通气孔的封闭装置用相似的无通气孔的封闭装置代替，或将通气孔堵死。

７．２．３．３　试验设备

液压危险货物包装试验机或达到相同效果的其他试验设备。

７．２．３．４　试验方法和试验压力

ａ）　金属容器和复合容器（玻璃、陶瓷或粗陶瓷）包括其封闭装置，应经受５ｍｉｎ的试验压力。塑料

容器和复合容器（塑料）包括其封闭装置，应经受３０ｍｉｎ的试验压力。这一压力就是５．２．２ｄ）

所要求标记的压力。支撑容器的方式不应使试验结果无效。试验压力应连续地、均匀地施加；

在整个试验期间保持恒定。所施加的液压（表压），按下述任何一个方法确定：

———不小于在５５℃时测定的容器中的总表压（所装液体的蒸气压加空气或其他惰性气体的分

压，减去１００ｋＰａ）乘以安全系数１．５的值；此总表压是根据６．１．５规定的最大充灌度和

１５℃的灌装温度确定的；

———不小于待运液体在５０ ℃时的蒸气压的１．７５倍减去１００ｋＰａ，但最小试验压力为

１００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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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待运液体在５５℃时的蒸气压的１．５倍减去１００ｋＰａ，但最小试验压力为１００ｋＰａ。

拟装Ⅰ类包装液体的容器最小试验压力为２５０ｋＰａ。

ｂ）　在无法获得待运液体的蒸气压时，可按表５的压力进行试验。

表５　液压试验压力 单位为千帕

Ⅰ类包装 Ⅱ类包装 Ⅲ类包装

不小于２５０ 不小于１００ 不小于１００

７．２．３．５　通过试验的准则

所有试样应无泄漏。

７．２．４　堆码试验

７．２．４．１　试验样品数量

每种设计型号取３个试验样品。

７．２．４．２　试验设备

按ＧＢ／Ｔ４８５７．３的要求。

７．２．４．３　试验方法和堆码载荷

在试验样品的顶部表面施加一载荷，此载荷重量相当于运输时可能堆码在它上面的同样数量包装

件的总重量。如果试验样品内装的液体的相对密度与待运液体的不同，则该载荷应按后者计算。包括

试验样品在内的不小于３ｍ。试验时间为２４ｈ，但拟装液体的塑料桶、罐和复合容器（６ＨＨ１和

６ＨＨ２），应在不低于４０℃的温度下经受２８ｄ的堆码试验。

堆码载荷（犘）按式（１）计算：

犘＝
犎－犺（ ）犺

×犿 …………………………（１）

　　式中：

犘———加载的载荷，单位为千克（ｋｇ）；

犎———堆码高度（不小于３ｍ），单位为米（ｍ）；

犺———单个包装件高度，单位为米（ｍ）；

犿———单个包装件毛质量（毛重），单位为千克（ｋｇ）。

７．２．４．４　通过试验的准则

试验样品不得泄漏。对复合或组合容器而言，不允许有所装的物质从内贮器或内容器中漏出。试

验样品不允许有可能影响运输安全的损坏，或者可能降低其强度或造成包装件堆码不稳定的变形。在

进行判定之前，塑料容器应冷却至环境温度。

７．２．５　试验（检测）报告

试验报告内容包括：

ａ）　试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ｂ）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如适用）；

ｃ）　试验报告的特别标志；

ｄ）　试验报告签发日期；

ｅ）　容器制造厂；

ｆ）　容器设计型号说明（例如尺寸、材料、封闭装置、厚度等），包括制造方法（例如吹塑法），并且可

附上图样和／或照片；

ｇ）　最大容量；

ｈ）　试验内装物的特性，例如液体的黏度和相对密度，固体的粒径；

ｉ）　试验说明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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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试验报告必须由授权签字人签字，写明姓名和身份。

７．３　检验规则

７．３．１　生产厂应保证所生产的水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验部门按本标准

检验。

７．３．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性能检验：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在正常生产时，每半年一次；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国家质检部门提出进行性能检验。

７．３．３　性能检验周期为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三个档次。每种新设计型号检验周期为３个月，连续三

个检验周期合格，检验周期可升一档，若发生一次不合格，检验周期降一档。

７．３．４　在性能检验周期内可进行抽查检验，抽查的次数按检验周期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三个档次分

别为一次、两次、三次，每次抽查的样品不应多于２件。

７．３．５　包装容器有效期是自容器生产之日起计算不超过１２个月。超过有效期的包装容器需再次进行

性能检验，容器有效期自检验完毕日期起计算不超过６个月。

７．３．６　对于再次使用的、修理过的或改制的容器有效期自检验完毕日期起计算不超过６个月。

７．３．７　对于７．３．１至７．３．３规定的检验，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对每个制造厂的每个设计型号的容器逐项

进行检验。若有一个试样未通过其中一项试验，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设计

型号容器不合格。

７．３．８　对检验不合格的容器，其制造厂生产的该设计型号的容器不允许用于盛装水路运输危险货物，

除非再次检验合格。再次提交检验时，其严格度不变。

８　使用鉴定

８．１　鉴定要求

８．１．１　一般要求

８．１．１．１　包装件的外观

包装件上包装标记应符合６．１．１的要求，并在包装件上加贴（或印刷）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

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等国际规章要求的危险品标志和标签。包装件外表应清洁，不允许有残留物、

污染或渗漏。

８．１．１．２　使用单位选用的容器须与铁路运输危险货物的性质相适应，其性能应符合第６章和第７章的

规定。

８．１．１．３　容器的包装类别应等于或高于盛装的危险货物要求的包装类别。

８．１．１．４　在下列情况时应提供危险货物的分类、定级危险特性检验报告：

ａ）　首次生产的或未列明的；

ｂ）　首次运输或出口的；

ｃ）　有必要时（如申报的内容物与实际的内容物不相符等）。

８．１．１．５　首次使用的塑料容器或内涂（镀）层容器应提供六个月以上化学相容性试验合格的报告。

８．１．１．６　危险货物包装件单件净质量（净重）不得超过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

本》和《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规定的质量。

８．１．１．７　一般情况下，液体危险货物灌装至容器容积的９８％以下。对于膨胀系数较大的液体货物，应

根据其膨胀系数确定容器的预留容积。固体危险货物盛装至容器容积的９５％以下。

８．１．１．８　采用液体或惰性气体保护危险货物时，该液体或惰性气体应能有效保证危险货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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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９　危险货物不得撒漏在容器外表或外容器和内贮器之间。

８．１．２　特殊要求

８．１．２．１　桶、罐类容器的要求

ａ）　闭口桶、罐的大、小封闭器螺盖应紧密配合，并配以适当的密封圈。螺盖拧紧程度应达到密封

要求。

ｂ）　开口桶、罐应配以适当的密封圈，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封口，均应达到紧箍、密封要求。扳手箍

还需用销子锁住扳手。

８．１．２．２　箱类包装的要求

ａ）　木箱、纤维板箱用钉紧固时，应钉实，不得突出钉帽，穿透包装的钉尖必须盘倒。打包带紧箍

箱体。

ｂ）　瓦楞纸箱应完好无损，封口应平整牢固。打包带紧箍箱体。

８．１．２．３　袋类包装的要求

ａ）　外容器用缝线封口时，无内衬袋的外容器袋口应折叠３０ｍｍ以上，缝线的开始和结束应有

５针以上回针，其缝针密度应保证内容物不撒漏且不降低袋口强度。有内衬袋的外容器袋缝

针密度应保证牢固无内容物撒漏。

ｂ）　内容器袋封口时，不论采用绳扎、粘合或其他型式的封口，应保证内容物无撒漏。

ｃ）　绳扎封口时，排出袋内气体、袋口用绳紧绕二道，扎紧打结，再将袋口朝下折转、用绳紧绕二道，

扎紧打结。如果是双层袋，则应按此法分层扎紧。

ｄ）　粘合封口时，排出袋内气体、粘合牢固，不允许有孔隙存在。如果是双层袋，则应分层粘合。

８．１．２．４　组合容器的要求

ａ）　符合６．１．６和７．１．１．６ｆ）要求。

ｂ）　内容器盛装液体时，封口需符合液密封口的规定；如需气密封口的，需符合气密封口的规定。

８．２　抽样

８．２．１　检验批

以相同原材料、相同结构和相同工艺生产的包装件为一检验批，最大批量为１００００件。

８．２．２　抽样规则

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正常检查一次抽样一般检查水平Ⅱ进行抽样。

８．２．３　抽样数量

抽样数量见表６。

表６　抽样数量 单位为件

批量范围 抽样数量

１～８ ２

９～１５ ３

１６～２５ ５

２６～５０ ８

５１～９０ １３

９１～１５０ ２０

１５１～２８０ ３２

２８１～５０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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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单位为件

批量范围 抽样数量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８０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１２５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８．３　鉴定项目

８．３．１　检查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容器是否符合８．１．１．１、８．１．１．３和８．１．１．９的要求。

８．３．２　检查所选用容器是否与铁路运输危险货物的性质相适应；是否有容器的性能检验合格报告。

８．３．３　对于８．１．１．４提到的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查是否具有由国家质检部门或国家质检部门认

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危险品的分类、定级危险特性检验报告。

８．３．４　检查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净重是否符合８．１．１．６的要求。

８．３．５　检查盛装液体或固体的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容器盛装容积是否符合８．１．１．７的要求。

８．３．６　抽取保护危险货物的液体或惰性气体样品进行分析，按各类危险货物相应的标准检验保护性液

体或惰性气体是否符合８．１．１．８要求。

８．３．７　检查容器的封口（包括组合容器的内容器封口）、吸附材料是否符合第６章的相关规定。

８．３．８　检查危险货物和与之接触的容器、吸附材料、防震和衬垫材料、绳、线等容器附加材料是否发生

化学反应，影响其使用性能。

８．３．９　检查桶、罐类容器是否符合８．１．２．１的要求。

８．３．１０　检查箱类容器是否符合８．１．２．２的要求。

８．３．１１　检查袋类容器是否符合８．１．２．３的要求。

８．３．１２　检查组合容器是否符合８．１．２．４的要求。

８．４　鉴定规则

８．４．１　危险货物包装的使用企业应保证所使用的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

验部门按本标准进行鉴定。危险货物的用户有权按本标准的规定，对接收的危险货物包装件提出验收

检验。

８．４．２　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件应逐批鉴定，以订货量为一批，但最大批量不得超过８．２．１规定的最

大批量。

８．４．３　使用鉴定报告的有效期应自危险货物灌装之日计算，盛装第８类危险物质及带有腐蚀性副危险

性物质的包装件的使用鉴定报告有效期不超过６个月，其他危险货物的包装使用鉴定有效期不超过

１年，但此有效期不能超过性能检验报告的有效期。

８．４．４　判定规则：若有一项不合格，则该批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件不合格。上述各项经鉴定合格后，

出具使用鉴定报告（报告见附件 Ｈ）。

８．４．５　不合格批处理：经返工整理或剔除不合格的包装件后，再次提交检验，其严格度不变。

８．４．６　对检验不合格的包装件，不允许提交铁路运输。除非再次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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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各种常用的包装容器代码、类别、要求及最大容量和净重的有关要求

　　表Ａ．１给出了各种常用的包装容器代码、类别、要求及最大容量和净重的有关要求。

表犃．１　各种常用的包装容器代码、类别、要求及最大容量和净重的有关要求

种　类 代码 类　别 要　　求
最大容量

Ｌ

最大净质量

（净重）

ｋｇ

钢桶 １Ａ１

１Ａ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ａ）桶身和桶盖应根据钢桶的容量和用途，使用型号适宜

和厚度足够的钢板制造。

　ｂ）拟用于装４０Ｌ以上液体的钢桶，桶身接缝应焊接。

拟用于装固体或者装４０Ｌ以下液体的钢桶，桶身接缝可用

机械方法结合或焊接。

　ｃ）桶的凸边应用机械方法接合，或焊接。也可以使用分

开的加强环。

　ｄ）容量超过６０Ｌ的钢桶桶身，通常应该至少有两个扩

张式滚箍，或者至少两个分开的滚箍。如使用分开式滚

箍，则应在桶身上固定紧，不应移位。滚箍不应点焊。

　ｅ）非活动盖（１Ａ１）钢桶桶身或桶盖上用于装入、倒空和

通风的开口，其直径不应超过７ｃｍ。开口更大的钢桶将视

为活动盖（１Ａ２）钢桶。桶身和桶盖的开口封闭装置的设计

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固和不漏的。

封闭装置凸缘应用机械方法或焊接方法恰当接合。除非

封闭装置本身是防漏的，否则应使用密封垫或其他密

封件。

　ｆ）活动盖钢桶的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

的运输条件下该装置始终是紧固的，钢桶始终是不漏的。

所有活动盖都应使用垫圈或其他密封件。

　ｇ）如果桶身、桶盖、封闭装置和连接件所用的材料本身

与装运的物质是不相容的，应施加适当的内保护涂层或处

理。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这些涂层或处理层应始终保持其

保护性能。

４５０ ４００

铝桶 １Ｂ１

１Ｂ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ａ）桶身和桶盖应由纯度至少９９％的铝，或以铝为基础

的合金制成。应根据铝桶的容量和用途，使用适当型号和

足够厚度的材料。

　ｂ）所有接缝应是焊接的。凸边如果有接缝的话，应另外

加加强环。

　ｃ）容量大于６０Ｌ的铝桶桶身，通常应至少装有两个扩

张式滚箍，或者两个分开式滚箍。如装有分开式滚箍时，

应安装得很牢固，不应移动。滚箍不应点焊。

　ｄ）非活动盖（１Ｂ１）铝桶的桶身或桶盖上用于装入、倒空

和通风的开口，其直径不应超过７ｃｍ。开口更大的铝桶将

视为活动盖（１Ｂ２）铝桶。桶身和桶盖的开口封闭装置的设

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它们始终是紧固和不

漏的。封闭装置凸缘应焊接恰当，使接缝不漏。除非封闭

装置本身是防漏的，否则应使用垫圈或其他密封件。

　ｅ）活动盖铝桶的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

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固和不漏的。所有活动盖都应使用

垫圈或其他密封件。

４５０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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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种　类 代码 类　别 要　　求
最大容量

Ｌ

最大净质量

（净重）

ｋｇ

钢或铝

以外的

金属桶

１Ｎ１

１Ｎ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ａ）桶身和桶盖应由钢和铝以外的金属或金属合金制成。

应根据桶的容量和用途，使用适当型号和足够厚度的

材料。

　ｂ）凸边如果有接缝的话，应另外加加强环。所有接缝应

是焊接的。

　ｃ）容量大于６０Ｌ的金属桶桶身，通常应至少装有两个

扩张式滚箍，或者两个分开式滚箍。如装有分开式滚箍

时，应安装得很牢固，不应移动。滚箍不应点焊。

　ｄ）非活动盖（１Ｎ１）金属桶的桶身或桶盖上用于装入、倒

空和通风的开口，其直径不应超过７ｃｍ。开口更大的金属

桶将视为活动盖（１Ｎ２）金属桶。桶身和桶盖的开口封闭装

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它们始终是紧

固和不漏的。封闭装置凸缘应焊接恰当，使接缝不漏。除

非封闭装置本身是防漏的，否则应使用垫圈或其他密

封件。

　ｅ）活动盖金属桶的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

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固和不漏的。所有活动盖都应使

用垫圈或其他密封件。

４５０ ４００

钢罐 ３Ａ１

３Ａ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铝罐 ３Ｂ１

３Ｂ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ａ）罐身和罐盖应用钢板、至少９９％纯的铝或铝合金制

造。应根据罐的容量和用途，使用适当型号和足够厚度的

材料。

　ｂ）钢罐的凸边应用机械方法接合或焊接。用于容装

４０Ｌ以上液体的钢罐罐身接缝应焊接。用于容装小于或

等于４０Ｌ的钢罐罐身接缝应使用机械方法接合或焊接。

对于铝罐，所有接缝应焊接。凸边如果有接缝的话，应另

加一条加强环。

　ｃ）罐（３Ａ１和３Ｂ１）的开口直径不应超过７ｃｍ。开口更

大的罐将视为活动盖型号（３Ａ２和３Ｂ２）。封闭装置的设计

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固和不漏的。除非封

闭装置本身是防漏的，否则应使用密封垫或其他密封件。

　ｄ）如果罐身、盖、封闭装置和连接件等所用的材料本身

与装运的物质是不相容的，应施加适当的内保护涂层或处

理。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这些涂层或处理层应始终保持其

保护性能。

６０ １２０

胶合板桶 １Ｄ 　ａ）所用木料应彻底风干，达到商业要求的干燥程度，且

没有任何有损于桶的使用效能的缺陷。若用胶合板以外

的材料制造桶盖，其质量与胶合板应是相等同的。

　ｂ）桶身至少应用两层胶合板，桶盖至少应用三层胶合板

制成。各层胶合板，应按交叉纹理用抗水粘合剂牢固地粘

在一起。

　ｃ）桶身、桶盖及其连接部位应根据桶的容量和用途

设计。

　ｄ）为防止所装物质筛漏，应使用牛皮纸或其他具有同等

效能的材料作桶盖衬里。衬里应紧扣在桶盖上并延伸到

整个桶盖周围外。

２５０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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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种　类 代码 类　别 要　　求
最大容量

Ｌ

最大净质量

（净重）

ｋｇ

纤维板桶 １Ｇ 　ａ）桶身应由多层厚纸或纤维板牢固地胶合或层压在一

起，可以有一层或多层由沥青、涂腊牛皮纸、金属薄片、塑

料等构成的保护层。

　ｂ）桶盖应由天然木、纤维板、金属、胶合板、塑料或其他

适宜材料制成，可包括一层或多层由沥青、涂腊牛皮纸、金

属薄片、塑料等构成的保护层。

　ｃ）桶身、桶盖及其连接处的设计应与桶的容量和用途相

适应。

　ｄ）装配好的容器应由足够的防水性，在正常运输条件下

不应出现剥层现象。

４５０ ４００

塑料桶

和罐

１Ｈ１

１Ｈ２

３Ｈ１

３Ｈ２

桶，非活动盖

桶，活动盖

罐，非活动盖

罐，活动盖

　ａ）容器应使用适宜的塑料制造，其强度应与容器的容量

和用途相适应。除了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中第１章界定的回收塑料外，不应使用来自

同一制造工序的生产剩料或重新磨合材料以外的用过材

料。容器应对老化和由于所装物质或紫外线辐射引起的

质量降低具有足够的抵抗能力。

　ｂ）如果需要防紫外线辐射，应在材料内加入炭黑或其他

合适的色素或抑制剂。这些添加剂应是与内装物相容的，

并应在容器的整个使用期间保持其效能。当使用的炭黑、

色素或抑制剂与制造试验过的设计型号所用的不同时，如

炭黑含量（按质量）不超过２％。或色素含量（按质量）不超

过３％，则可不再进行试验；紫外线辐射抑制剂的含量

不限。

　ｃ）除了防紫外线辐射的添加剂之外，可以在塑料成分中

加入其他添加剂，如果这些添加剂对容器材料的化学和物

理性质并无不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免除再试验。

　ｄ）容器各点的壁厚，应与其容量、用途以及各个点可能

承受的压力相适应。

　ｅ）对非活动盖的桶（１Ｈ１）和罐（３Ｈ１）而言，桶身（罐身）

和桶盖（罐盖）上用于装入、倒空和通风的开口直径不应超

过７ｃｍ。开口更大的桶和罐将视为活动盖型号的桶和罐

（１Ｈ２和３Ｈ２），桶（罐）身或桶（罐）盖上开口的封闭装置的

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始终是紧固和不漏

的。除非封闭装置本身是防漏的，否则应使用垫圈或其密

封件。

　ｆ）设计和安装活动盖桶和罐的封闭装置，应做到在正常

运输条件下该装置始终是紧固和不漏的。所有活动盖都

应使用垫圈，除非桶或罐的设计是在活动盖夹得很紧时，

桶或罐本身是防漏的。

４５０

４５０

６０

６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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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种　类 代码 类　别 要　　求
最大容量

Ｌ

最大净质量

（净重）

ｋｇ

天然木箱 ４Ｃ１

４Ｃ２

普通的箱壁

防筛漏

　ａ）所用木材应彻底风干，达到商业要求的干燥程度，并

且没有会实质上降低箱子任何部位强度的缺陷。所用材

料的强度和制造方法，应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顶

部和底部可用防水的再生木，如高压板、刨花板或其他合

适材料制成。

　ｂ）紧固件应耐得住正常运输条件下经受的振动。可能

时应避免用横切面固定法。可能受力很大的接缝应用抱

钉或环状钉或类似紧固件接合。

　ｃ）箱４Ｃ２：箱的每一部分应是一块板，或与一块板等效。

用下面方法中的一个接合起来的板可视与一块板等效：林

德曼（Ｌｉｎｄｅｒｍａｎ）连接、舌槽接合、搭接或槽舌接合、或者

在每一个接合处至少用两个波纹金属扣件的对头连接。

４００

胶合板箱 ４Ｄ 　所用的胶合板至少应为３层。胶合板应由彻底风干的

旋制、切成或锯制的层板制成，符合商业要求的干燥程度，

没有会实质上降低箱子强度的缺陷。所用材料的强度和

制造方法应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所有邻接各层，

应用防水粘合剂胶合。其他适宜材料也可与胶合板一起

用于制造箱子。应由角柱或端部钉牢或固定住箱子，或用

同样适宜的紧固装置装配箱子。

４００

再生木箱 ４Ｆ 　ａ）箱壁应由防水的再生木制成，例如高压板、刨花板或

其他适宜材料。所用材料的强度和制造方法应与箱子的

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ｂ）箱子的其他部位可用其他适宜材料制成。

　ｃ）箱子应使用适当装置牢固地装配。

４００

纤维板箱 ４Ｇ 　ａ）应使用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坚固优质的实心

或双面波纹纤维板（单层或多层）。外表面的抗水性应是：

当使用可勃（Ｃｏｂｂ）法确定吸水性时，在３０ｍｉｎ的试验期

内，质量增加值不大于１５５ｇ／ｍ
２（参见ＧＢ／Ｔ１５４０）。纤维

板应有适当的弯曲强度。纤维板应在切割、压折时无裂

缝，并应开槽以便装配时不会裂开、表面破裂或者不应有

的弯曲。波纹纤维板的槽部，应牢固的胶合在面板上。

　ｂ）箱子的端部可以有一个木制框架，或全部是木材或其

他适宜材料。可以用木板条或其他适宜材料加强。

　ｃ）箱体上的接合处，应用胶带粘贴、搭接并胶住，或搭接

并用金属卡钉钉牢。搭接处应由适当长度的重叠。

　ｄ）用胶合或胶带粘贴方式进行封闭时，应使用防水胶

合剂。

　ｅ）箱子的设计应与所装物品十分相配。

４０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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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种　类 代码 类　别 要　　求
最大容量

Ｌ

最大净质量

（净重）

ｋｇ

塑料箱 ４Ｈ１

４Ｈ２

泡沫塑料箱

硬塑料箱

　ａ）应根据箱的容量和用途，用足够强度的适宜塑料制造

箱子。箱子应对老化和由于所装物质或紫外线辐射引起

的质量降低具有足够的抵抗力。

　ｂ）泡沫塑料箱应包括由模制泡沫塑料制成的两个部分，

一为箱底部分，有供放置内容器的模槽，另一为箱顶部分，

它将盖在箱底上，并能彼此扣住。箱底和箱顶的设计应使

内容器能刚刚好放入。内容器的封闭帽不得与箱顶的内

面接触。

　ｃ）发货时，泡沫塑料箱应用具有足够抗拉强度的自粘胶

带封闭，以防箱子打开。这种自粘胶带应能耐受风吹雨淋

日晒，其粘合剂与箱子的泡沫塑料是相容的。可以使用至

少同样有效的其他封闭装置。

　ｄ）硬塑料箱如果需要防护紫外线辐射，应在材料内添加

炭黑或其他合适的色素或抑制剂。这些添加剂应是与内

装物相容的，并在箱子的整个使用期限内保持效力。当使

用的炭黑、色素或抑制剂与制造试验过的设计型号所使用

的不同时，如炭黑含量（按质量）不超过２％，或色素含量

（按质量）不超过３％，则可不再进行试验；紫外线辐射抑制

剂的含量不限。

　ｅ）防紫外线辐射以外的其他添加剂，如果对箱子材料的

物理或化学性质不会产生有害影响，可加入塑料成分中。

在这种情况下，可免予再试验。

　ｆ）硬塑料箱的封闭装置应由具有足够强度的适当材料

制成，其设计应使箱子不会意外打开。

６０

４００

钢或铝箱 ４Ａ

４Ｂ

钢箱

铝箱

　ａ）金属的强度和箱子的构造，应与箱子的容量和用途相

适应。

　ｂ）箱子应视需要用纤维板或毡片作内衬，或其他合适材

料作的内衬或涂层。如果采用双层压折接合的金属衬，应

采取措施防止内装物，特别是爆炸物，进入接缝的凹槽处。

　ｃ）封闭装置可以是任何合适类型，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应

始终是紧固的。

４００

纺织袋 ５Ｌ１

５Ｌ２

５Ｌ３

无内衬或涂层

防筛漏

防水

　ａ）所用纺织品应是优质的。纺织品的强度和袋子的构

造应与袋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ｂ）防筛漏袋５Ｌ２：袋应能防止筛漏，例如，可采用下列

方法：

１）用抗水粘合剂，如沥青、将纸粘贴在袋的内表面

上；或

２）袋的内表面粘贴塑料薄膜；或

３）纸或塑料做的一层或多层衬里。

　ｃ）防水袋５Ｌ３：袋应具有防水性能以防止潮气进入，例

如，可采用下列方法：

１）用防水纸（如涂腊牛皮纸、柏油纸或塑料涂层牛皮

纸）做的分开的内衬里；或

２）袋的内表面粘贴塑料薄膜；或

３）塑料做的一层或多层内衬里。

５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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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种　类 代码 类　别 要　　求
最大容量

Ｌ

最大净质量

（净重）

ｋｇ

塑料

编织袋

５Ｈ１

５Ｈ２

５Ｈ３

无内衬或

涂层

防筛漏

防水

　ａ）袋子应使用适宜的弹性塑料袋或塑料单丝编织而成。

材料的强度和袋的构造应与袋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ｂ）如果织品是平织的，袋子应用缝合或其他方法把袋底

和一边缝合。如果是筒状织品，则袋应用缝合、编制或其

他能达到同样强度的方法来闭合。

　ｃ）防筛漏袋５Ｈ２：袋应能防筛漏，例如可采用下列方法：

１）袋的内表面粘贴纸或塑料薄膜；或

２）用纸或塑料做的一层或多层分开的衬里。

　ｄ）防水袋５Ｈ３：袋应具有防水性能以防止潮气进入，例

如，可采用下述方法：

１）用防水纸（例如，涂腊牛皮纸，双面柏油牛皮纸或塑

料涂层牛皮纸）做的分开的内衬里；或

２）塑料薄膜粘贴在袋的内表面或外表面；或

３）一层或多层塑料内衬。

５０

塑料膜袋 ５Ｈ４ 　袋应用适宜塑料制成。材料的强度和袋的构造应与袋

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接缝和闭合处应能承受在正常运

输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压力和冲击。

５０

纸袋 ５Ｍ１

５Ｍ２

多层

多层，防水

　ａ）袋应使用合适的牛皮纸或性能相同的纸制造，至少有

三层，中间一层可以是用粘合剂贴在外层的网状布。纸的

强度和袋的构造应与袋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接缝和闭

合处应防筛漏。

　ｂ）袋５Ｍ２：为防止进入潮气，应用下述方法使四层或四

层以上的纸袋具有防水性：最外面两层中的一层作为防水

层，或在最外面二层中间夹入一层用适当的保护性材料做

的防水层。防水的三层纸袋，最外面一层应是防水层。当

所装物质可能与潮气发生发应，或者是在潮湿条件下包装

的，与内装物接触的一层应是防水层或隔水层，例如，双面

柏油牛皮纸、塑料涂层牛皮纸、袋的内表面粘贴塑料薄膜、

或一层或多层塑料内衬里。接缝和闭合处应是防水的。

５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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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种　类 代码 类　别 要　　求
最大容量

Ｌ

最大净质量

（净重）

ｋｇ

复合容器

（塑料材料）

６ＨＡ１

６ＨＡ２

６ＨＢ１

６ＨＢ２

６ＨＣ

６ＨＤ１

６ＨＤ２

６ＨＧ１

６ＨＧ２

６ＨＨ１

６ＨＨ２

塑 料 贮 器

与外钢桶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钢 板

条 箱 或

钢箱

塑 料 贮 器

与外铝桶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铝 板

箱或铝箱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木

板箱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胶 合

板桶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胶 合

板箱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纤 维

制桶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纤 维

制箱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塑

料桶

塑 料 贮 器

与 外 硬 塑

料箱

　ａ）内贮器：

１）塑料内贮器应适用附录Ａ的有关要求。

２）塑料内贮器应完全合适地装在外容器内，外容器不

应有可能擦伤塑料的凸出处。

　ｂ）外容器：

外容器的制造应符合附录Ａ的有关要求。

２５０

６０

２５０

６０

６０

２５０

６０

２５０

６０

２５０

６０

４００

７５

４００

７５

７５

４００

７５

４００

７５

４００

７５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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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种　类 代码 类　别 要　　求
最大容量

Ｌ

最大净质量

（净重）

ｋｇ

复合容器

（玻璃、陶瓷

或粗陶瓷）

６ＰＡ１

６ＰＡ２

６ＰＢ１

６ＰＢ２

６ＰＣ

６ＰＤ１

６ＰＤ２

６ＰＧ１

６ＰＧ２

６ＰＨ１

６ＰＨ２

贮 器 与 外

钢桶

贮 器 与 外

钢 板 条 箱

或钢箱

贮 器 与 外

铝桶

贮 器 与 外

铝 板 条 箱

或铝箱

贮 器 与 外

木箱

贮 器 与 外

胶合板桶

贮 器 与 外

有 盖 柳

条篮

贮 器 与 外

纤维质桶

贮 器 与 外

纤维板箱

贮 器 与 外

泡 沫 塑 料

容器

贮 器 与 外

硬 塑 料

容器

　ａ）内贮器：

１）贮器应具有适宜的外形（圆柱形或梨形），材料应是

优质的，没有可损害其强度的缺陷。整个贮器应有足够的

壁厚。

２）贮器的封闭装置应使用带螺纹的塑料封闭装置、磨

砂玻璃塞或是至少具有等同效果的封闭装置。封闭装置

可能与贮器所装物质接触的部位，与所装物质应不起作

用。应小心地安装好封闭装置，以确保不漏，并且适当紧

固以防在运输过程中松脱。如果是需要排气的封闭装置，

则封闭装置应符合６．１．１０的规定。

３）应使用衬垫和／或吸收性材料将贮器牢牢地紧固在

外容器中。

　ｂ）外容器：

１）贮器与外钢桶６ＰＡ１：外容器的制造应符合附录 Ａ

的有关要求。不过这类容器所需要的活动盖可以是帽形。

２）贮器与外钢板条箱或钢箱６ＰＡ２：外容器的制造应

符合附录Ａ的有关要求。如系圆柱形贮器，外容器在直立

时应高于贮器及其封闭装置。如果梨形贮器外面的板条

箱也是梨形，则外容器应装有保护盖（帽）。

３）贮器与外铝桶６ＰＢ１：外容器的制造应符合附录 Ａ

的有关要求。

４）贮器与外铝板条箱或铝箱６ＰＢ２：外容器的制造应

符合附录Ａ的有关要求。

５）贮器与外木箱６ＰＣ：外容器的制造应符合附录 Ａ

的有关要求。

６）贮器与外胶合板桶６ＰＤ１：外容器的制造应符合附

录Ａ的有关要求。

７）贮器与外有盖柳条篮６ＰＤ２：有盖柳条篮应由优质

材料制成，并装有保护盖（帽）以防伤及贮器。

８）贮器与外纤维质桶６ＰＧ１：外容器的制造应符合附

录Ａ的有关要求。

９）贮器与外纤维板箱６ＰＧ２：外容器的制造应符合附

录Ａ的有关要求。

１０）贮器与外泡沫塑料或硬塑料容器 （６ＰＨ１ 或

６ＰＨ２）：这两种外容器的材料都应符合附录 Ａ的有关要

求。硬塑料容器应由高密度聚乙烯或其他类似塑料制成。

不过这类容器的活动盖可以是帽形。

６０ ７５

　　注：对于复合容器，最大容量和最大净质量（净重）是针对内贮器而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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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新容器、修复容器和救助容器的标记示例

犅．１　新容器的标记示例

犅．１．１　盛装液体货物

犅．１．２　盛装固体物质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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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　修复容器的标记示例

犅．２．１　修复过的液体货物的容器（非塑料容器）

犅．２．２　修复过的固体货物容器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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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　救助容器的标记示例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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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各区域代码

　　表Ｃ．１给出了全国各区域的代码。

表犆．１　各区域代码

地区名称 代　码 地区名称 代　码 地区名称 代　码

北京 １１００ 安徽 ３４００ 海南 ４６００

天津 １２００ 福建 ３５００ 四川 ５１００

河北 １３００ 厦门 ３５０２ 重庆 ５１０２

山西 １４００ 江西 ３６００ 贵州 ５２００

内蒙古 １５００ 山东 ３７００ 云南 ５３００

辽宁 ２１００ 河南 ４１００ 西藏 ５４００

吉林 ２２００ 湖北 ４２００ 陕西 ６１００

黑龙江 ２３００ 湖南 ４３００ 甘肃 ６２００

上海 ３１００ 广东 ４４００ 青海 ６３００

江苏 ３２００ 深圳 ４４０３ 宁夏 ６４００

浙江 ３３００ 广西 ４５００ 新疆 ６５０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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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各种常用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容器应检验项目

　　表Ｄ．１给出了各种常用铁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容器应检验项目的要求。

表犇．１　检验项目表

种　类 代码 类　别
应检验项目

跌落 气密 液压 堆码

钢桶 １Ａ１

１Ａ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

＋

＋ ＋ ＋

＋

铝桶 １Ｂ１

１Ｂ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

＋

＋ ＋ ＋

＋

金属 桶 （不 含 钢 和

铝）

１Ｎ１

１Ｎ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

＋

＋ ＋ ＋

＋

钢罐 ３Ａ１

３Ａ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

＋

＋ ＋ ＋

＋

铝罐 ３Ｂ１

３Ｂ２

非活动盖

活动盖

＋

＋

＋ ＋ ＋

＋

胶合板桶 １Ｄ ＋ ＋

纤维板桶 １Ｇ ＋ ＋

塑料桶和罐 １Ｈ１

１Ｈ２

３Ｈ１

３Ｈ２

桶，非活动盖

桶，活动盖

罐，非活动盖

罐，活动盖

＋

＋

＋

＋

＋

＋

＋

＋

＋

＋

＋

＋

天然木箱 ４Ｃ１

４Ｃ２

普通的

箱壁防筛漏

＋

＋

＋

＋

胶合板箱 ４Ｄ ＋ ＋

再生木箱 ４Ｆ ＋ ＋

纤维箱 ４Ｇ ＋ ＋

塑料箱 ４Ｈ１

４Ｈ２

发泡塑料箱

密实塑料箱

＋

＋

＋

＋

钢或铝箱 ４Ａ

４Ｂ

钢箱

铝箱

＋

＋

＋

＋

纺织袋 ５Ｌ１

５Ｌ２

５Ｌ３

不带内衬或涂层

防筛漏

防水

＋

＋

＋

塑料编织袋 ５Ｈ１

５Ｈ２

５Ｈ３

不带内衬或涂层

防筛漏

防水

＋

＋

＋

塑料膜袋 ５Ｈ４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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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种　类 代码 类　别
应检验项目

跌落 气密 液压 堆码

纸袋 ５Ｍ１

５Ｍ２

多层

多层，防水的

＋

＋

复合容器

（塑料材料）

６ＨＡ１

６ＨＡ２

６ＨＢ１

６ＨＢ２

６ＨＣ

６ＨＤ１

６ＨＤ２

６ＨＧ１

６ＨＧ２

６ＨＨ１

６ＨＨ２

塑料贮器与外钢桶

塑料贮器与外钢板条箱或钢箱

塑料贮器与外铝桶

塑料贮器与外铝板箱或铝箱

塑料贮器与外木板箱

塑料贮器与外胶合板桶

塑料贮器与外胶合板箱

塑料贮器与外纤维板桶

塑料贮器与外纤维板箱

塑料贮器与外塑料桶

塑料贮器与外硬塑料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合容器

（玻璃、陶瓷或粗陶

瓷）

６ＰＡ１

６ＰＡ２

６ＰＢ１

６ＰＢ２

６ＰＣ

６ＰＤ１

６ＰＤ２

６ＰＧ１

６ＰＧ２

６ＰＨ１

６ＰＨ２

贮器与外钢桶

贮器与外钢板条箱或钢箱

贮器与外铝桶

贮器与外铝板条箱或铝箱

贮器与外木箱

贮器与外胶合板桶

贮器与外有盖柳条篮

贮器与外纤维质桶

贮器与外纤维板箱

贮器与外泡沫塑料容器

贮器与外硬塑料容器

＋

＋

＋

＋

＋

＋

＋

＋

＋

＋

＋

　　注１：表中“＋”号表示应检测项目。

　　注２：凡用于盛装液体的容器，均应进行气密试验和液压试验。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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