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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 16716《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是我国包装与环境领域的专业基础标准。 

本文件是 GB/T 16716《包装与环境》的第6部分。GB/T 1671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包装系统优化；   

——第3部分：重复使用；       

——第4部分：材料循环再生。 

本文件代替 GB/T 16716.7-2012《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7部分：生物降解和堆肥》。与 GB/T 16716.7-

2012相比，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的内容（见第 1章，GB/T 16716.7-2012的第 1章）； 

b）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9277.2、GB/T 19811和 GB/T 41639（见第 2章）； 

c）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6716.2（见第 2章）； 

d）  删除了关于“包装材料成分”的术语和定义（见 GB/T 16716.7-2012的 3.1）； 

e）  增加了关于“堆肥”、“堆肥工艺”、“包装组分”、“有机循环”、“厌氧消化”的术语和定义（见

3.1、3.2、3.8、3.9、3.10）； 

f）  更改了关于“包装组分”、“最终生物降解”、“总干固体”的术语和定义（见 3.7、3.5、3.4，

GB/T 16716.7-2012版的 3.2、3.4、3.5）； 

g）  增加了“原则”、“具体要求”、“评估结果声明”和“试验报告”的有关内容（见第 4章、第

6章、第 7章、第 8章）； 

h）  删除了关于“记录评估结果”、“试验方案”、“验证生物降解性”、“崩解判定”和“堆肥成品

质量的内容（见 GB/T 16716.7-2012的 4.4、第 5章、第 6章、第 7章、第 8章）； 

i）  更改了“评估准则”的有关内容（见附录 A，GB/T 16716.7-2012的附录 A）； 

j）  更改了“对高等植物生态毒理效果的判定”的有关内容（见附录 B，GB/T 16716.7-2012的附

录 E）； 

k）  更改了“包装废弃物有机回收评估流程图”的有关内容（见附录 C，GB/T 16716.7-2012的附

录 B）； 

l）  更改了“符合性评估检查表示例”的有关内容（见附录 D，GB/T 16716.7-2012的附录 C）； 

m）  删除了“包装废弃物堆肥的先决条件”的有关内容（见 GB/T 16716.7-2012 的附录 D）； 

n）  增加了“适宜进行有机循环的包装示例”的有关内容（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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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修改采用 ISO 18606:2013《包装与环境 有机循环》。 

本文件与 ISO 18606:2013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提高

可操作性，调整的情况集中反映在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19276.1替换了 ISO 14851:1999，两个标准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为等同； 

⚫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19276.2替换了 ISO 14852:1999，两个标准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为等同； 

⚫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19277.1替换了 ISO 14855-1:2005，两个标准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

度为等同； 

⚫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19277.2替换了 ISO 14855-2:2007，两个标准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

度为等同； 

⚫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19811替换了 ISO 16929:2002，两个标准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为

等同； 

⚫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23156替换了 ISO 21067-2:2015，两个标准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为修改； 

⚫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41639替换了 ISO 20200:2015，两个标准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为

等同。 

——增加了附录 A 表 A.1 中我国在固体材料中限制金属元素及其他环境危害物质最大允许浓

度要求及依据，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体系协调一致，将标准名称改为《包装与环境 第 6部分：有机循环》； 

——为符合我国标准编写要求，对引言进行重新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2年首次发布为 GB/T 16716.7-2012；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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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 16716《包装与包装废弃物》（共 7个部分）是我国制定的第一套包装与环境领域的专业基础

标准，对推动我国包装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包装行业的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2013年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发布了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为了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促进国际贸易发展，GB/T 

16716本次修订采用了国际标准，并将标准名称修改为 GB/T 16716《包装与环境》。 

GB/T 16716《包装与环境》由六部分构成（如图 1所示）。 

——第 1部分：通则。 

——第 2部分：包装系统优化。 

——第 3部分：重复使用。 

——第 4部分：材料循环再生。 

——第 5部分：能量回收。 

——第 6部分：有机循环。 

图 1  包装与环境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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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与环境 第 6 部分：有机循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包装有机循环的要求和评估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可在工业堆肥环境或厌氧消化装置中以有机循环的形式回收利用的包装的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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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6.1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中需氧量的

方法（GB/T 19276.1-2003，ISO 14851:1999，IDT） 

GB/T 19276.2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GB/T 19276.2-2003，ISO 14852:1999，IDT） 

GB/T 19277.1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

法 第1部分：通用方法（GB/T 19277.1-2011，ISO 14855-1:2005，IDT） 

GB/T 19277.2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

法 第2部分：用重量分析法测定实验室条件下二氧化碳的释放量（GB/T 19277.2-2013，ISO 14855-

2:2007，IDT） 

GB/T 19811 在定义堆肥化中试条件下 塑料材料崩解程度的测定（GB/T 19811-2005，ISO 

16929:2002，IDT） 

GB/T 23156 包装 包装与环境 术语（GB/T 23156-2022，ISO 21067-2:2015，MOD） 

GB/T 41639 塑料 在实验室规模模拟堆肥化条件下塑料材料崩解率的测定（GB/T 41639-2022，ISO 

20200:2015，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15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堆肥 com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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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主要由植物残渣组成，偶尔含有其他有机材料，且含有有限的矿物质的混合物进行生物降解

而获得的土壤改良剂。 

[来源：GB/T 23156-2022，3.6.2] 

 

堆肥工艺 composting 

为产生堆肥设计的有氧消化工序。 

[来源：GB/T 23156-2022，3.6.3] 

 

崩解 disintegration 

将材料物理分解为碎片。 

[来源：GB/T 23156-2022，3.6.7] 

 

总干燥固体 total dry solids 

测量已知质量的测试材料或堆肥在约105℃下干燥至恒定质量所获得的固体质量。 

[来源：GB/T 23156-2022，3.6.4] 

 

最终生物降解性能 ultimate biodegradability 

有机化合物通过微生物分解在有氧条件下产生二氧化碳、水和存在的任何其他元素的矿物质盐（矿

化）和新生物质，或者在无氧条件下产生二氧化碳、甲烷、矿物盐和新物质的能力。 

[来源：GB/T 23156-2022，3.6.8] 

 

挥发性固体 volatile solids 

从相同样品的总干燥固体中减去约550℃焚烧后已知质量的测试材料或堆肥的残留物而获得的固体

质量。 

注：挥发性固体含量可表示为存在的有机物的量。 

[来源：GB/T 23156-2022，3.6.5] 

 

包装组件 packaging component 

用手或用简单物理方法可以拆分的包装的组成部分。 

[来源：GB/T 16716.2-2018，3.4] 

 

包装组分 packaging constit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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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手或用简单的物理手段拆分的包装（包装组件）的组成部分。 

[来源：GB/T 16716.2-2018，3.5] 

 

有机循环 organic recycling 

通过微生物活动，对可用旧包装的可生物降解成分进行可控的生物处理。 

注1：这些成分会产生堆肥，如果进行厌氧消化，还会产生甲烷。 

注2：填埋和随意丢弃不视为有机循环。 

[来源：GB/T 23156-2022，3.6.1] 

 

厌氧消化 anaerobic digestion 

在适用于自然发生的中温或嗜热厌氧和兼性细菌物种的温度下，在缺乏游离氧的受控条件下，可生

物降解材料受控分解的过程。 

注1：该过程会将输入物转化为富含甲烷的沼气并消化。 

注2：在第二阶段，通常通过堆肥（有氧）过程来稳定消化液。 

[来源：GB/T 23156-2022，3.6.6] 

4 原则 

本文件旨在为可在工业堆肥条件或厌氧消化设备中通过有机循环回收的包装提出有关要求。 

如果包装的所有组件都适合有机循环，则包装被认为适合有机循环；但如果包装的某个组件满足本

文件的要求，则它们可被视为适合有机循环。包装组件或包装材料的有机循环适用性可通过本文件中描

述的试验方案进行验证。 

5 基本要求 

5.1 组分控制 

对于有意设计为适宜进行有机循环的包装及其材料，除附录A中规定的物质外，不得主动引入在生

物处理过程中已知或预期会对环境产生危害的组分。 

5.2 评估 

5.2.1 概述 

除5.3中规定的情况外，包装及包装组件的有机循环评估至少应包括以下5方面内容： 

a. 品质特征（见5.2.2）； 

b. 生物降解性（见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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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崩解性能，包括对生物处理流程的影响（见5.2.4）； 

d. 堆肥质量（见5.2.5）； 

e. 可识别性（见5.2.6）。 

5.2.2 品质特征 

试验前应对每种拟调查的包装材料的品质特征进行确认，至少包括： 

a. 包装材料成分的信息和识别； 

b. 确定是否存在环境危害物质，如限制金属元素等； 

c. 确定用于生物降解和崩解试验的包装材料的有机碳含量、总干燥固体和挥发性固体。 

注： 由于限制金属元素含量不可能为0，所以除了挥发性固体的化学特性外，还给出了限制金属元素的合格水平。 

5.2.3 生物降解性 

如要使包装、包装材料或包装组件被认定为可有机循环，则需要达到实验室试验中的最终可生物降

解，并符合6.3中给出的指标和合格水平。 

5.2.4 崩解性能 

如要使包装、包装材料或包装组件被认定为可有机循环，其应在生物废弃处理过程中崩解，以符合

6.4中给出的指标和合格水平，且处理过程中不得产生任何可观察到的负面影响。 

5.2.5 堆肥质量 

如要使包装、包装材料或包装组件被认定为可有机循环，其参与的生物废弃处理过程应记录为对

6.5所规定的堆肥结果质量无负面影响。 

5.2.6 可识别性 

进入生物废弃处理流程的包装或包装组件应能被终端用户以适当的方式识别为可有机循环包装。 

5.3 可免于评估的情况 

5.3.1 等效形态 

对于以一种特定形态被证明为可有机循环的包装材料，其任何其他具有相同性质的、更小的质量表

面积比的或壁厚更薄的形态也应被视为可有机循环。 

5.3.2 天然材料 

对于未经化学改性的包装材料和纯天然组分，如木材、木纤维、棉纤维、淀粉、纸浆、甘蔗渣或黄

麻，无需试验（见6.3）即应被视为可生物降解，但应标示其化学品质特征（见5.2.2），并符合崩解性

能指标要求（见6.4）和堆肥质量要求（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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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体要求 

概述 

为了满足本文件的要求，包装或包装组件应对6.2至6.5中的所有指标进行评估。 

注： 本文件的评估示例见附录E。 

包装品质特征 

6.2.1 限制金属元素及其他物质 

包装中的限制金属元素及其他环境危害物质的浓度不得超过附件A中列出的最终产品投放或处置国

家/地区所规定的限制。由包装用户负责确保包装产品有关金属、其他元素和环境危害物质符合目标国

家或地区法规的要求。 

6.2.2 最小挥发性固体 

包装或包装组件中应至少含有50%的挥发性固体。 

最终生物降解 

6.3.1 需氧生物降解 

需氧生物降解的最终水平应通过受控条件下的试验来确定。 

若包装按GB/T 19277.1或GB/T 19277.2的规定进行试验，并可在6.3.1.2规定的时间内达到了

6.3.1.1规定的最小生物降解百分比，则包装被认为具备令人满意的生物降解速率和水平。 

应确定完整的包装材料或每种有机组分的最终有氧生物降解性能。对于材料中存在浓度为 1%～10%

（干重）的有机组分，其生物降解水平应单独确定。 

以低于1%的浓度存在且这些成分含量总和不超过5%的组分，不需要验证其生物降解性能。 

应使用能够明确得出包装材料或其特定有机组分的固有和最终生物降解性能的测试方法。除非不

适合被测材料的类型和特性，否则应采用GB/T 19277.1和GB/T 19277.2规定的受控有氧堆肥试验方法。

如需要替代方法，则应使用国际标准化的生物降解性能测试方法，特别是为聚合材料制定的GB/T 

19276.1和GB/T 19276.2。 

6.3.1.1 转化为二氧化碳 

在试验周期结束时（绝对生物降解），90%的有机碳应已转化为二氧化碳。 

作为替代方案，如样本的碳转化为二氧化碳的转化率至少为参照物的90%，则可视该样本为相对可

生物降解。 

参照物和受试样本都应堆肥相同的时间长度，并在两者的活性达到峰值之后的同一时间点进行降

解结果比对。所用的参照物应为微晶纤维素。参照物应符合所采用生物降解试验方法中规定的验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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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尽管生物降解试验包括将聚合物转化为除二氧化碳之外的细胞生物质和腐殖质，但尚无公认的标准试验方法或

规范可用于量化这些转化产物。当此类测试和规范可用时，本文件可能会被修订。 

6.3.1.2 试验周期 

试验周期应不长于180日。 

6.3.2 厌氧消化 

厌氧生物消化水平可以通过GB/T 32106或GB/T 33797规定的受控条件下的试验来确定，以估算在

第一厌氧阶段回收的沼气量。 

由于大多数商业生物气化厂都会为厌氧消化残留物提供后续有氧堆肥处理，因此对厌氧生物消化

的百分比没有达标要求。为了满足本文件的要求，包装或包装材料必须满足6.2至6.5中规定的可堆肥性

指标要求。 

崩解 

6.4.1 概述 

包装在废弃物生物法处理过程中应崩解至任何参与的包装都不容易与成品堆肥中的其他有机材料

区分开来。此外，在堆肥最终分拣的筛选过程中，不应发现大量包装材料残余。 

若包装在12周的受控堆肥试验，在通过2.0毫米筛网筛分后，其原始干燥固体重量不超过10%，则包

装被认为具备令人满意的崩解性能。在颜色、结构、尺寸、湿度和亮度/光泽方面与堆肥没有区别的颗

粒或碎片可被视为堆肥。 

试验应按照GB/T 19811规定的中试规模进行。或者也可以使用GB/T 41639中规定的实验室规模进

行。如果结果不同，则以按GB/T 19811进行的试验结果为准。 

如可明确定义并使用等效的试验持续时间、样本浓度和崩解分析评估方法，则也可使用全面的工业

堆肥试验法。但由于暂无规定全面测试方法的标准，因此所获得的结果应附有详细的试验报告文件。 

注1：现有的堆肥试验方法需持续12周，因为这符合当前大多数典型天然材料的工业堆肥技术。 

在对成品和产品进行试验时，应从与预期使用形式相同的物品和产品开始。对于以几种不同厚度或

密度制成的产品和材料，例如薄膜、容器和泡沫，只要化学成分和结构保持不变，则只需试验最厚或密

度最大的产品和材料。 

注2：应特别注意堆肥的视觉观感。引入的包装材料的任何堆肥后残留物不应产生美感降低等显着的视觉污染。 

6.4.2 试验周期 

试验周期应为12周（84日）。 

对堆肥的植物助长能力无负面影响 

6.5.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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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测试开始时未添加受试或对照物质的空白堆肥相比，受试的包装材料不应对堆肥的植物助长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为确保包装的堆肥不会对成品堆肥或环境产生任何有害影响并符合相应的国家或

区域法规，应满足6.5.2中规定的所有要求。 

6.5.2 幼苗发芽率和植物生物量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208号指南《陆生植物生长试验》及附录B中做出的调整进行试验，成品堆肥的

幼苗发芽率和堆肥中的植物生物量应不低于在测试开始时未添加受试材料的对照空白堆肥的90%。用于

植物毒性试验的堆肥应根据GB/T 19811的规定使用10%的样本输入浓度制备。 

7 评估结果声明 

评估结果声明如下： 

——只有满足第6条规定的所有要求的包装才能被视为可有机循环或“可堆肥”或“可在堆肥过程

中生物降解”。 

——如果所有包装组件都适合有机循环，则包装可被视为适合有机循环。同时，满足本文件要求的

各独立包装组件均可被视为可通过有机循环进行回收。 

——如果被包装内装物在正常使用后有部分或全部残留，则内装物本身应是可有机循环的。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所有有关信息，包括： 

a) 识别和描述受试产品或材料所需的全部信息； 

b) 与6.2.1有关限制金属元素和其他环境危害物质的含量的所有标准、指南和法规（应提供限制金

属元素和其他环境危害物质表，详列下述每一个的参考，并说明每种金属元素和其他环境危害物质的规

定限值、试验中确定的浓度以及规定限值的百分比）； 

c) 引用文件中对其他相关要求的描述，以及对每个此类要求的关于试验结果是否与要求一致的声

明； 

d) 评估结果的记录。 

评估清单的示例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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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限制金属元素及其他环境危害物质最大允许浓度 

表 A.1 固体材料中限制金属元素及其他环境危害物质最大允许浓度（单位：mg/kg） 

元素 美国
a
 加拿大

b
 欧盟及 EFTA 国家

c
 日本

d
 中国

e
 

锌 Zn 1400 463 150 180 150 

铜 Cu 750 189 50 60 50 

镍 Ni 210 45 25 30 25 

镉 Cd 17 5 0.5 0.5 0.5 

铅 Pb 150 125 50 10 50 

汞 Hg 8.5 1 0.5 0.2 0.5 

铬 Cr - 265 50 50 50 

钼 Mo - 5 1 - 1 

硒 Se 50 4 0.75 - 0.75 

砷 As 20.5 19 5 5 5 

氟 F - - 100 - 100 

钴 Co - 38 - - 38 

a 根据 ASTM D6400 要求，此处给出的美国最大金属浓度值为 40 CFR 503.13表 3规定的最大金属浓度的 50%。 

b 加拿大的最大金属浓度值为 BNQ 9011-911-I/2007的 6.1中规定的值。 

c 根据 EN 13432要求，EC的最大金属浓度是授予土壤改良剂的社区生态标签的生态标准中规定浓度的 50%（EC OJ 

L 219，7.8.1998，第 39页）。 

d 日本的最大金属浓度值为肥料管理法（农林水产省）和堆肥质量指南（中央农业合作社）规定的浓度的 10%。 

e 中国的最大金属浓度值为 GB/T 41010中的规定值。 

 

本文件没有规定用于测定限制金属元素的详细试验方法。但所使用的试验方法宜由实验室根据 

GB/T 27025 或其他适当的公认标准进行验证。分析实验室应采用最好的提取程序和分析以确保金属分

析的结果完整无误。 

环境危害物质宜根据 GB/T 16716.2的附录 C（资料性）进行确定和评估。确定和评估应符合法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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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对高等植物的生态毒性影响的确定 

B.1 概述 

确定依据是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指南208“陆生植物生长试验：幼苗出苗和幼苗生长试验”，在遵

循标准试验方法的基础上，在本附件中做出修改，以满足测试堆肥样品的特殊需要。 

B.2 参考基质的特性 

如果允许正常的种子发芽和植物生长，任何参考基质都是合适的。它最好具有与堆肥样品相似的组

成和结构，不得添加肥料。合适的参考基质是由欧洲国家标准定义的堆肥质量分析的，例如：标准土壤 

EE0 (Bundesgütegemeinschaft Kompost e. V., Germany)、培养基质与背衬粘土颗粒的混合物 (ÖNORM 

S2023)，或泥炭和硅质沙的混合物。 

B.3 样本准备 

制备参考基质与 25%和 50%（m/m 或 v/v，在报告中记录）的堆肥混合物。使用测试材料（样本堆

肥）分解后获得的堆肥和未添加测试材料的平行过程获得的空白堆肥。 

B.4 植物品种的选择 

每个科中至少使用两种植物物种： 

单子叶植物（例如大麦、普通小麦、多年生黑麦草等）； 

双子叶植物科（例如白芥菜、水芹、萝卜、绿豆等）。 

B.5 试验开展 

用至少 200 g样品（见 B.2）填充每个托盘，并在顶部添加至少 100粒种子（见 B.3）。用一层薄

惰性材料覆盖种子，如硅砂或珍珠岩。对每种混合物进行三个平行试验。加水直至达到持水量的 70%至

100%。在整个试验期间根据需要定期供应蒸馏水。 

注：将托盘放在暗处或在发芽期间盖住托盘是有利的。 

B.6 结果评估 

在所有混合率下比较样本堆肥和空白堆肥的发芽数（生长植物的数量）和植物生物量。发芽率和生

物量均以空白堆肥获得的相应值的百分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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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有机循环评估流程图 

[2]
包装是否包含多个组件？

[1] 开始

[3] 只有一个组件 [4]有多个组件

否 是

[5]
是否每个组件都通过了认证？

[6] 测量厚度或
质量表面积比

否

[7] 跳至结束 [33]

是

[8]
材料是否曾接受过评估？

[9]
更高厚度或质量表面积比的样本

是否通过评估？

[11] 至评估崩解性能。
跳至[25]并于[27]结束

[10]无需其他试验。
跳至结束[33]

[12] 测量挥发性固体

是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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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挥发性固体含量是否＞50%？

[14]
限制金属元素含量是否达标？

[16]
是否符合GB/T 16716.2附录C中的指标

及有关法规要求？

[15]确认并评估环境危害物质

[17]确认包装组件中的组分
注：单个组分含量低于1%且组分总含量小于5%的，

无需进行生物降解试验。

[18]
包装材料是否是纯天然
且未经化学改性的？

[19]无需进行生物降解试验，
跳至[25]

不允许通过

不允许通过

不允许通过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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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评估生物降解性能

[21]
是否有组分含量在1%～10%之间？

[22]测试包装组件
[23] 分别测试含量在1%～10%之间的

组分

[25]
生物降解程度是否＞90%

[24]
生物降解程度是否＞90%

不允许通过 不允许通过

[27] 堆肥后筛分并收集受试材料残留

[26]以实验室规模、中试规模或全面试验规模崩解性能

[28]
尺寸＜2 mm的部分是否大于90%

不允许通过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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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对堆肥过程是否存在负面影响？

[32]
受试堆肥和空白堆肥的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1] 使用步骤[25]中的样本进行植物毒性试验，
并控制样本

[30] 最终堆肥质量确认

[33] 通过有机循环评估 不允许通过

不允许通过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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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有机循环评估清单 

供应商信息： 日期： 

包装/包装材料信息： 

 

有机循环评估结果综述 评估参考规范 通过 不通过 

 

 

组件/ 

组分 
品质特征 

生物降解性 

≥90% 

崩解性能≥

90% 

＜2mm 

植物 

生长 

品种A 

＞ 90% 

植物 

生长 

品种B 

＞ 90% 

限制金属元素

及环境危害物

质 

沼气生产率（厌氧

消化） 

% 

        

        

        

        

        

注：每个适用的试验都应按照参考规范进行。如不需要生物降解试验（例如天然材料），则应特别说明。 

• 崩解不适用于包装组分，仅适用于包装组件。 

 

包装/包装材料曾以高质量表面积比进行过试验——参见评估附件 

 

………………………………………………………………………………………… 

 

不影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细微变动  

变动性质 

备注 

评估人签名 

 

签名：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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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适宜进行有机循环的包装示例 

E.1 概述 

城市、商业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有机部分由生物废物组成。生物废物可以定义为家庭、商业和食品制

造行业产生的动物和植物废物。该部分含有大量水，因此更适合使用工业生物处理方法进行回收，例如

堆肥或厌氧消化与堆肥相结合。 

堆肥是一种土壤调节剂，可提高肥力、防止土壤侵蚀、减少化学物质投入并抑制某些植物病原体。

沼气可用作生产可再生能源的燃料。 

有机循环仅适用于可生物降解的材料。 

只要包装符合本文件的要求，用后包装可以与有机废物流一起回收。 

有机循环性是一个术语，表示包装的附加特性，证明材料与用于处理生物废物的生物系统的整体兼

容性。根据本文件，如果包装的每个组件都经过单独认证为可有机循环，则该包装是可有机循环的。通

过这种方式，包装分析得到简化并可以追溯到单个组件的分析。下面给出了一些相关的示例。 

E.2 塑料制造商示例 

塑料材料的制造商希望通过满足本文件的要求来验证其自己的材料是否适合有机循环。他必须遵

循本文件中描述的程序。在初步阶段（5.1组分控制），收集有关材料的信息。识别成分并验证有害物

质的存在，特别是限制金属元素。生物降解性是在特定的实验室条件下测量的。生物降解性通过实验室

规模的测试方法（GB/T 19277 所有部分）进行评估。该方法模拟堆肥过程的环境和微生物条件。通过

测量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确定塑料材料的有机碳的转化（矿化）程度。同时，测量参考

材料微晶纤维素的生物降解。根据本文件，通过控制堆肥试验测量的试验材料的生物降解应至少为 90%

（有机碳转化为二氧化碳的百分比）或纤维素在同一时间（相对生物降解）达到的水平的 90%，最长时

间为六个月。 

作为 GB/T 19277（所有部分）中方法的替代方法，可以使用其他两种测试方法来测量水性环境中

的生物降解性：GB/T 19276.1 和 GB/T 19276.2。这适用于堆肥方法不合适的情况（油墨、添加剂、着

色剂等）。 

在堆肥过程中需要验证测试材料在其最终物理形式中的分解（商业堆肥中不可接受视觉污染）。基

本材料被转换成合适的样品，例如半成品，如薄膜、片材或泡沫。测试材料的样品与新鲜的有机废物混

合在一起，并根据 GB/T 19811 或 GB/T 41639或在全尺寸堆肥系统中共同堆肥。12周后，使用 2 mm筛

子对最终堆肥进行筛选。崩解度按本文件的描述确定，应满足 6.4规定的要求。 

崩解试验中使用的样品厚度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所研究的包装材料可以在市场上应用的最大厚

度。崩解率一般随着厚度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在崩解试验中获得的积极结果允许以测试厚度或更低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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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用材料，但如果以更高厚度使用，则不能保证材料的崩解。 

GB/T 19811 测试产生的堆肥还用于验证测试材料对堆肥过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用于进行质

量分析和生态毒性测试。将堆肥样品与测试材料和有机废物混合，并与仅用有机废物生产而不含测试材

料的参考堆肥样品进行比较。试验堆肥的发芽率和植物生物量产量应至少为参考堆肥的 90%。使用本文

件中描述的方法评估堆肥样品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以表明测试材料在降解过程中不会释放到对植物和

环境有毒的堆肥物质中。 

E.3 造纸商示例 

纸张制造商希望按照本文件验证其自己的材料是否适合可回收利用。在初步阶段（5.1组分控制），

收集有关材料的信息。确定成分，即用于生产材料的成分，并验证是否存在环境危害物质，包括限制金

属元素。 

纸浆是一种天然来源的材料，因此无需测试即具有可生物降解（5.3.2天然来源的材料）。 

为了验证测试材料在其最终物理形式中是否在堆肥循环中崩解，对测试材料进行堆肥处理。纸张测

试样品与新鲜有机废物混合在一起，并在 200L垃圾箱中以 1%的浓度以中试规模混合堆肥。在该过程结

束时，使用 2mm 筛子对最终堆肥进行筛选。在颜色、结构、尺寸、潮湿感和亮度/光泽方面与堆肥没有

区别的颗粒或碎片被认为是堆肥（6.4崩解）。非堆肥颗粒＞2 mm被假定为未崩解部分，用于确定崩解

程度。 

GB/T 19811 中描述了该方法。在崩解测试中获得的积极结果允许使用测试厚度或较低厚度的材料，

但如果使用较高厚度，则不能保证材料的可堆肥性。 

中试堆肥还用于验证测试材料对堆肥过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生产进行质量分析和生态毒性

测试所需的堆肥。通过将测试材料与有机废物混合获得的堆肥样品与仅用有机废物生产而没有测试材

料的参考堆肥样品进行比较。使用本文件中描述的方法评估堆肥样品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以表明测试材

料在降解过程中不会释放到对植物和环境有毒的堆肥物质中。 

E.4 塑料制品加工商示例 

加工商（吹塑薄膜制造商）使用塑料制造商提供的塑料原材料（塑料颗粒）生产薄膜卷。原材料已

经根据本文件进行了测试，被认为适合有机循环，条件是将其转换为最大厚度为 80µm 的样品。厚度≤

80 µm 的薄膜卷不需要重新测试，只要它们是由经过测试的塑料材料制成的。 

E.5 纸制品加工商示例 

造纸厂购买原纸并生产一个袋子。由于原材料是天然的，袋子不需要经过生物降解测试。但是，仍

然需要经过崩解测试（GB/T 19811、GB/T 41639，或在完全工业堆肥条件下）并满足化学表征和堆肥质

量的一般要求。 

E.6 塑料包装制造商示例 

加工商（包装制造商）从吹塑薄膜制造商处购买薄膜卷并制作手提袋。只要将原始材料转换为不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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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额外成分或印刷且厚度小于 80 µm 的手提袋，加工商就无需对手提袋重复测试以显示有机可回收性。

如果添加了额外的成分或印刷了文字，则需要进行额外的评估。 

E.7 纸包装制造商示例 

包装制造商从正常的造纸过程中购买纸张并制造纸板容器。由于已知纸是可生物降解的，如果添加

的有机成分不超过干重的 1.0%，则容器无需进行生物降解测试。但是，仍然需要经过崩解测试（GB/T 

19811、GB/T 41639，或在完全工业堆肥条件下）并满足化学表征和堆肥质量的一般要求。 

E.8 食品包装示例 

食品包装由托盘和盖子制成。两个组件都经过单独测试，被认为符合本文件。托盘是用 50µm 的薄

片制成的，盖子是 15µm 的薄膜。两种包装组件（托盘和盖子）都是可有机循环的。但是，托盘是由经

过测试并仅在 40µm 处被接受的材料制成。因此，包装不可以以有机循环的方式回收。为了使其可有机

循环，制造商必须将托盘的厚度减少到 40µm 以下或使用可回收 50µm 的不同材料。 

E.9 多层包装示例 

包装制造商制造塑料/纸层压板。两种材料都已经过测试并被认为符合本文件并以适当的厚度使用。 

但是，包装制造商添加了最终浓度为 0.9%的额外添加剂，该添加剂以前未经过测试。最终包装被认为

是可以有机循环的方式回收的，条件是新的多层包装显示出可崩解性并且添加剂没有生态毒性。不需要

证明添加剂的生物降解性，因为添加剂的使用浓度低于 1%，并且没有使用其他添加剂（使用的添加剂

总量低于 5%）。 

E.10 部分可有机循环包装示例 

食品包装由托盘和盖子制成。托盘已经过测试，被认为符合本文件的要求。但是，盖子不能有机循

环。因此，包装不可以有机循环的方式回收。然而，消费者可以被告知托盘可以有机循环，条件是盖子

被移除并以不同的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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