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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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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10457—2009《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与GB/T10457—2009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文件范围增加了以乙烯-乙酸乙烯共聚物(EVA)、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PBAT)为
主要原料,通过单层挤出或多层共挤的工艺生产的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见第1章,2009年

版的第1章);

b) 修改了分类办法(见第4章,2009年版的第4章);

c) 增加了长度偏差要求(见5.1.3)和长度偏差方法(见6.2.3);

d) 修改了气体透过量偏差和透湿量偏差技术指标(见5.3,2009年版的6.5);

e) 删除了原料及颜色要求(见2009年版的6.1、6.2);

f) 删除了净卷重质量偏差要求(见2009年版的6.3.3)和卷重质量偏差方法(见2009年版的

7.2.3); 
g) 删除了卫生性能要求(见2009年版的6.6);

h) 删除了卫生性能检测方法(见2009年版的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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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质量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聚乙烯(PE)、聚氯乙烯(PVC)、聚偏二氯乙烯(PVDC)、乙烯-乙酸乙烯共聚物

(EVA)、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PBAT)等树脂为主要原料,通过单层挤出或多层共挤等工艺

生产的食品用自粘保鲜膜(以下简称保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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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37—1988 塑料薄膜和片材透水蒸气性试验方法 杯式法

GB/T1038—2000 塑料薄膜和薄片气体透过性试验方法 压差法

GB/T1040.3—2006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3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

GB/T2410—2008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T2828.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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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18—20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6672—2001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

GB/T6673—2001 塑料薄膜和薄片长度和宽度的测定

QB/T1130—1991 塑料直角撕裂性能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用自粘保鲜膜 self-clingwrapfilmforkeepingfoodfresh
用于包装食品时,具有自粘性和食品保鲜或保洁功能的薄膜。

3.2
自粘性 self-cling
自粘保鲜膜本身具有的粘着能力。
注:用剪切剥离强度定量表示。

3.3
开卷性 open-wrapping
使用时保鲜膜由膜卷中引出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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