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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6716《包装与包装废弃物》共分为7部分:
———第1部分:处理和利用通则;
———第2部分:评估方法和程序;
———第3部分:预先减少用量;
———第4部分:重复使用;
———第5部分:材料循环再生;
———第6部分:能量回收利用;
———第7部分:生物降解和堆肥。
本部分为GB/T16716的第7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技术内容与EN13432—2000《包装 通过堆肥和生物降解回收利用的要求 试验方案和验

收评估准则》(英文版)的技术内容一致。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删除了欧洲标准的目录、前言、引言和附录Z;

d) 用“GB/T16716.2”代替“EN13427”;

e) 用“GB/T19276.1”代替“ISO14851”;

f) 用“GB/T19276.2”代替“ISO14852”;

g) 用“GB/T19277”代替“ISO14855”;

h) 用“GB/T23156”代替“EN13193”。
本部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希悦尔包装

(中国)有限公司、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常州市龙骏天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包装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济南)、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宏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远德、郭振梅、李字义、李小俊、郭丽敏、王洪涛、支朝晖、许超、姜传兴、蔡少龄、

陈利科、邹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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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和包装废弃物
第7部分:生物降解和堆肥

1 范围

GB/T16716的本部分规定了评估包装和包装材料可生物降解和堆肥的要求、试验方案、验证生物

降解性、崩解判定和堆肥成品质量。
本部分适用于利用废弃物堆肥(包括生产沼气)的企业评估可堆肥的包装。
本部分不适用于包装废弃物在自然环境中的分解和包装中存在的各种残留物。

  注:当包装的一些组分不适宜堆肥,如果能用简单的方法将其分离,该包装仍可适用本部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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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716.2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2部分:评估方法和程序

GB/T19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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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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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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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156 包装 包装与环境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3156和GB/T16716.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

复列出了GB/T23156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包装材料成分 constituentofapackagingmaterial
构成包装材料的所有纯化学物质和成分。

3.2
包装组分 packagingcomponent
用手或用简单物理方法可以分离的包装的组成部分。

3.3
崩解 disintegration
包装和包装材料物理断裂成为小碎片。

3.4
最终生物降解 ultimatebiodegradability
崩解的有机化合物在有氧环境中的微生物作用下分解为二氧化碳、水、无机盐和新的生物质,或在

缺氧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甲烷(沼气)、无机盐和新的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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