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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而食品包装的安全性与食品安全问题息息相关, 

也是引起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之一, 因此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介绍了国内外食品包装安全现状, 

主要从影响食品安全的相关包装因素入手, 分析了包装材料、包装结构和包装印刷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归纳总结

了食品包装技术, 并提出了一些保证食品包装安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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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ggestion of package factors on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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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of food safety has increasingly aroused the attention of all circles of 

the society. The issue of food safety relates, to a large extent, to food package, and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food safety issue, so it is put widely attention by the researche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ood packaging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e effect of package mate-

rials, package structure and package printing on food safety. Package factors were analyzed in this review paper. 

New technologies of food package related to food safety were also summari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to assure 

food safety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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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人们对食品安全
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 人们往往从食品本
身的安全性考虑, 而忽视了由食品包装所导致的安全
隐患。近年来多次发生的由食品包装引起的食品安全

问题如有毒奶瓶、有毒餐具、致癌保鲜膜等事件更引

起了人们对食品包装安全性的关注, 由食品包装引发
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本文综述了食品包装安全

现状、影响食品包装安全的主要因素和食品安全包装

新技术, 并针对食品安全包装提出了一些建议, 为更
好地研究由包装而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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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包装安全现状 

食品包装是现代食品工业的最后一道工序, 是
指采用适当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包装技术, 把食品包
裹起来, 保证产品质量和卫生, 以使食品在运输和贮
藏过程中保持其价值和原有状态[1-2]。尽管食品包装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但是它已经逐渐成为一
个关于环境和健康问题争论的焦点。 

近几年, 我国食品包装行业面临的形势不容乐
观, 市场上各种包装材料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很难符
合国家对食品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标准, 不但
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而且影响到我国的食品包
装业, 甚至影响整个食品工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善
包装材料的性能需要在纸或塑料包装材料中加入一

定量的添加剂, 例如增塑剂、稳定剂、抗氧化剂和着
色剂等功能型助剂。这些添加剂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经

过辐射、高温高压处理或在食用过程中经过蒸煮、微

波处理后 , 残留的有害化学成分课迁移到食品中
[3-4]。例如, PVC食品保鲜膜的增塑剂主要成分是己二
酸二辛酯 (N,N-Diethylhydroxylamine, DEHA), 这种
物质容易析出, 随着食物带入人体, 对人体造成致癌
作用, 特别是造成内分泌的紊乱[5]。另外, 食品包装
材料的印刷油墨也是影响食品安全的不良因素之一, 
2005年 11月 22日, 瑞士雀巢公司宣布召回该公司的
液态婴儿配方奶, 原因是意大利有关部门发现, 通常
用于包装印刷材料的化学物质异丙基噻吨酮

(isopropylthioxanthone, ITX)已渗入奶粉中[6]。此外, 
一次性筷子中残留的二氧化硫[7]、羟基苯醚[8]、2,6
二叔丁基苯酚[9]及泡沫饭盒中的致癌物质二噁英[10]

都是影响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 
我国现行的食品包装标准相对滞后 , 对食品

包装的质量和安全性缺乏有效的监测和控制 , 特
别是食品包装材料所用添加剂对食品污染方面的

控制缺少详细的规定。在国外, 欧盟各国对食品包
装材料安全性做了严格管理规定, 例如: 欧盟现行
的 594P62PEC 法规[11]中严格限制了包装材料中重

金属的含量, 并对汞、铅、铬及六价铬的计算方法
和检测方法做了解释。在国内, 尽管卫生部颁布的
《食品用塑料制品及原材料卫生管理办法》[12]明确

规定: “凡加工塑料食具、容器、食品包装材料, 不
得使用回收塑料”, 而且国家有关部门对塑料制品
产品标准中对增塑剂的种类、使用范围、溶油指标

和最大使用量都有明确的规定 , 但是由于国家食
品包装法规不健全、相关机构管理不力, 使得部分
不法食品包装生产商有机可乘 , 从而引起食品包
装的安全问题。 

2  影响食品包装安全的主要因素 

食品包装对于食品来讲, 具有保护、美化、增值
等作用, 但是食品包装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是最重要
的。在食品包装过程中, 包装材料、包装结构和包装
印刷三者是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 

2.1  包装材料 

食品包装材料是指“用于制造包装容器和构成产
品包装的材料总称”, 包括纸、塑料、金属、玻璃、
陶瓷等原材料以及粘合剂, 涂覆材料等各种辅助材
料[13]。由于包装材料直接与食品接触, 少量可迁移的
物质可能渗透到食品中, 包括塑料、纸、涂层材料、
未涂层的金属和玻璃的原材料, 以及原材料成分的
异构体、杂质和发生化反应后的产物[14], 因此, 食品
包装材料的安全性问题显得至关重要。现将几种包装

材料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归纳如表 1[15-36]。 
食品包装材料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 , 

在一定程度上对食品质量和安全产生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

政策, 如 QS准入制度、GMP认证、危害分析关键
点HACCP 系统和 ISO9000认证等[37], 但与国外相
关政策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在加大食品包
装安全监测力度的同时 , 完善保障食品安全的措
施也迫在眉睫。 

2.2  包装结构 

食品包装结构是包装设计中的重要环节, 调查
显示食品安全问题有半数以上是由食品包装结构设

计方面的不足而引起的, 例如, 婴幼儿因吸食果冻而
导致窒息死亡事件屡屡发生[38]。因此, 不合理的包装
结构设计成为消费者的安全隐患, 而针对儿童食品
包装结构的设计成为重中之重。影响儿童食品安全的

包装结构因素主要有 3 方面: (1)小物件的伤害: 对
于儿童来说, 食品包装上的小部件或附带的小工具
极有可能被他们误吞下去, 导致堵塞气管造成窒息
危险; (2)刺伤或划伤: 食品包装上有锋利的边缘或者
有尖端突起的部分, 可能会在儿童使用包装时造成
刺伤或划伤的危险; (3)夹伤: 食品包装上有弹性合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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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包装材料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packaging materials on food safety 

包装材料 毒性产生原因 参考文献 

纸壳 

(1)荧光增白剂的使用;  
(2)废品纸的化学污染和微生物污染;  
(3)浸蜡包装纸中的多环芳烃;  
(4)彩色或印图案油墨的污染。 

黄崇杏等[15] 
许洁玲等[16] 
韦苇等[17] 

塑料 
(1)塑料本身的毒性;  
(2)助剂的毒性;  
(3)未聚合物及裂解产物的毒性。 

江谷[18] 
方安[19] 
陶仲[20] 

金属 

(1)铁制容器的镀锌层中锌元素的迁移;  
(2)铝制材料中铅、锌等元素的迁移;  
(3)内壁涂料中化学污染物(双酚 A等)的迁移。 
(4)不锈钢中铬、锰的析出。 

童欣[21] 
许文才等[22] 
张晓梅[23] 
于红梅等[24] 

玻璃 
(1)熔炼过程中有毒物质的溶出;  
(2)重金属(如：铅)的超标;  
(3)加入辅料(氧化铜、三氧化二砷等)的毒性。 

王晓华等[25] 
侯广辉等[26] 
田益玲等[27] 
武凯锋等[28] 

木制 
(1)涂料和釉彩(含硅酸钠等)的迁移;  
(2)着色颜料中金属盐的毒性;  
(3)游离甲醛和有害挥发物质的毒性。 

张书彬等[29] 
康启来[30] 
张莉[31] 

陶瓷 
(1)陶瓷表面釉层中铅的迁移;  
(2)陶瓷表面釉层中镉的迁移。 

王晓华等[32] 
许嘉龙等[33] 
胡明生等[34] 

橡胶 
(1)加工过程中单体的残留;  
(2)加工过程中添加物的残留。 

顾娟红[35] 
叶柱华[36] 

 
的部件、折叠机构或刚性圆孔等, 如果设计、生产不
科学不规范, 会对儿童造成夹伤手指的危险[39,40]。由

此可见, 在追求包装结构美观性和经济性的同时, 更
要注重包装结构的科学性和安全性。 

2.3  包装印刷 

食品包装的精美彩图印刷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

要手段之一, 然而这些颜色艳丽的食品包装在吸引
更多消费者的同时, 也带来了食品安全隐患。研究人
员[41]对我国大部分印刷油墨产品进行实验分析, 结
果发现有些劣质印刷油墨产品甲苯等溶剂残留竟然

高达 151 mg/m2, 而我国对食品包装的要求为溶剂残
留总量不超过 10 mg/m2; 同时, 我国劣质印刷油墨
产品中“可溶性”铅含量高达 430 mg/kg, 而欧盟等发
达国家对印刷油墨、涂料等产品中“可溶性”铅含量限
量不超过 25 mg/kg。可见, 包装过程中印刷油墨的卫
生安全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健康。现将包

装印刷油墨的种类归纳, 详见图 1。无论是树脂型印 

 

图 1  包装材料对食品安全的影响[41-43] 

Fig. 1  The influence of packaging materials on food safety 

 
刷油墨还是溶剂型印刷油墨均存在重金属(汞、铅、
砷、铬、镉、硒、锑、钡等)、有机挥发物质和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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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等安全隐患。其中, 溶剂型印刷油墨还含有大量
的苯、甲苯、二甲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异丙醇、

正丙酯和正丁酯等致癌物质, 而溶剂型印刷油墨也
正是我国食品包装的主流产品。 

综上所述, 为了更好地提高食品包装的安全性, 
需要从包装材料、包装结构和包装印刷 3 方面同时
入手, 在满足食品包装的保护、便利储运等其他要求
的条件下, 综合每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消除以上 3 因
素带来的安全隐患, 从而从根本上提高食品包装的
安全性。 

3  食品包装技术 

食品包装技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的需

求、新型包装材料的不断出现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它要解决食品包装中 3 个主要问题:  ① 根据产品的

种类和贸易需要先选用合理的条件进行食品包装 , 
以延长食品的保藏期;  ② 选用适当的包装材料, 使
食品在出厂以后, 能经受运输、贮藏、分配和零售各
个环节的周转;  ③ 所用包装材料和工艺方法, 在经
济上能使企业获得效益[44]。下面将几种食品包装新

技术归纳如表 2。 

4  建议及展望 

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和消费模式的逐步改变 , 
对食品安全包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追求食品包

装多样化、多功能的同时, 包装材料的安全性往往被
人们忽视。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包装, 提出以下几方面
建议:  ① 完善食品包装安全相关的法规和标准并严 

表 2  食品包装技术[44-45] 

Table 2  Technologies of food packaging 

食品包装技术 具体方法 优点 存在问题 

无菌包装技术 
是指产品、包装容器、材料或包装辅

助器材经灭菌后, 在无菌的环境中进
行充填和封合的一种包装方法。 

在常温下长时间保持新鲜、耗能低、

耗用包装材料少、制造成本低、包装

效率高、经济效益好、便于长途运输、

废弃包装可回收再循环利用。 

耐高低温物品未分开处理 , 
灭菌时会导致食物及包装

受损。 

气调包装技术 

是指利用 CO2、O2、N2等保护性混合

气体转换包装内的空气, 利用各种气
体所起的不同作用, 抑制引起食品变
质的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并使
新鲜食品呼吸速率降低, 从而使食品
保鲜并延长保鲜期。 

保持产品的新鲜度、延长产品的保质

期、外表美观、食品适用范围广。 

有些气调包装技术所用气

体的质量未能达到“食品

级”气体质量要求, 对人体
健康存在危害。 

绿色食品包装技术 
是指对生态环境无污染、对人体健康

无毒害、能回收或再生利用、可促进

持续发展的包装。 
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可再生。 

绿色包装材料普遍存在成

本昂贵或性能不够稳定等

问题, 难以推广使用。 

纳米包装技术 

采用纳米技术对传统包装材料进行

改性后, 材料具有高强度、高硬度、
高韧性、高阻隔性、高降解性以及高

抗菌能力的特点, 使其最有利于在实
现包装功能的同时, 实现绿色包装材
料的环境性能。 

提高包装品质、增加货架寿命、增加

包装材料的韧性、使保鲜包装效果更

佳和工艺简单化、使食品包装容器的

加工性能大大提高。 

纳米材料粒径极小, 比表面
积大, 具有较强的吸附性和
扩散性, 因此纳米材料对人
体健康和环境存在潜在危

害。 

可食性包装技术 

可食性包装材料是指在包装功能实

现后可转化为某种食用原料的包装

材料。利用可食性包装材料对食品进

行包装即为可食性包装技术。 

质轻、卫生、无毒无味, 可直接贴紧
食物包装, 保质、保鲜效果较好。 

可食性包装材料的原料选

择、配方优化是目前可食性

包装技术面临的重要问题。

信息化包装技术 
在食品的包装中安装有防盗窃、防假

伪、指示时间一温度和指示食品出现

腐败等装置的电子指示器。 

记录了食品在贮存和销售期间的温

度变化的连续过程 , 进而预示食品
的质量变化情况 , 向消费者如实地
反应食品的真实情况。 

我国在包装行业缺乏信息

化专业人才, 对包装行业信
息化意识不够、认知不足 , 
资金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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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 为食品包装的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  ② 进

一步研究开发安全的食品包装材料和食品包装新技

术;  ③ 针对儿童食品设计更加科学、安全的食品包装, 
以确保儿童的安全;  ④ 为了避免环境污染, 食品包
装材料的废弃物要安全处理。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 食品安全包装新技术也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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