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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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 10454-2000《集装袋》与GB/T 10454-200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范围（见第1章，2000版的第1章）； 

——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0版的第2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调整了结构、分类在标准中的位置（见第4章，2000版的第3章） 

——调整了结构（见4.1、图1及附录A，2000版的3.1、图1）； 

——更改了分类（见4.2，2000版3.2）； 

——增加了按使用次数分类（见4.2.2）； 

——删除箱形、半敞形、全敞形分类（见2000版3.2.1、3.2.2、3.2.3） 

——删除代号说明（见2000版表1及附录A）； 

——调整了技术要求在标准中的位置（见第5章，2000版的第4章） 

——调整了试验在标准中的位置（见第6章，2000版的第5章） 

——删除了尺寸系列表（见2000版的4.1.1表2及4.1.2表3）； 

——删除了对基布、吊带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见2000版的4.2、5.3.2.1、5.3.2.2、5.3.3）； 

——删除了对结构技术要求（见2000版的4.3）； 

——删除了对边缝、底缝缝制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见2000版的4.4.1、4.4.2、5.3.4）； 

——更改了对外观的要求及其试验方法（见5.1、6.3.1，2000版的4.4.3、4.4.4）； 

——增加了整袋质量要求及其试验方法（见5.3、6.3.3）； 

——调整了耐寒性要求及试验方法在标准中的位置（见5.4、6.3.4， 2000版的4.2.3表4、5.3.2.3）； 

——调整了耐热性要求及试验方法在标准中的位置（见5.5、6.3.5， 2000版的4.2.3表4、5.3.2.4）； 

——增加了抗紫外线性能要求及其试验方法（见5.6、6.3.6及附B）； 

——增加了卫生要求及其试验方法（见5.7、6.3.7）； 

——增加了整袋性能要求（见5.8.1、5.8.2、5.8.3）； 

——更改了试验环境条件（见6.1，2000版的5.1）； 

——删除了取样要求（见2000版的5.2）； 

——增加了整袋测试填充物要求（见6.2） 

——更改了尺寸试验方法（见6.3.2，2000版的5.3.1） 

——更改了整袋性能试验方法（见附录C、附录D、附录E，2000版的5.3.5.1、5.3.5.2、5.3.5.3）；

——删除了倾倒、正位、撒裂整袋性能试验（见2000版的5.3.5.4、5.3.5.5、5.3.5.6）； 

——调整了检验规则在标准中的位置（见第7章，2000版的第6章） 

——更改了出厂检验项目（见7.1.2，2000版的6.1）； 

——更改了型式检验项目（见7.1.3，2000版的6.2）； 

——更改了组批（见7.2，2000版的6.3.1） 

——更改了抽样数量和抽样方法（见7.3、表2、表3，2000版的6.3.2、6.3.3）； 

——更改了判定规则（见7.4，2000版的6.3.4）； 

——调整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在标准中的位置（见第8章，2000版的第7章） 

——更改了产品标志（见8.1，2000版的7.1） 

——更改了包装标志（见8.2，2000版的7.2.1、7.2.2） 

——更改了包装运输、贮存（见8.3.1、8.3.2，2000版的7.2.3、7.2.4） 

——增加了贮存期（见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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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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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装 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装袋的结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柔性材料为主体制作的容积在(0.5～2.3)m
3
之间、载重在(500～3000)kg

之间的非危险品包装用集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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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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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 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条样法） 

GB/T 16422.3 -2022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3部分 荧光紫外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集装袋  flexible freight container 

其本体由柔性塑料材料（如：编织物，塑料膜）经缝合或热合制成，可直接或通过内衬与填充物

接触的包装容器。 

3.2 

安息角 reposeful angle 

静止状态下物料堆积斜度与底部水平面所夹锐角 

3.3  

安全工作负载 SML safe work load 

   集装袋可以承载的最大装载量。 

3.4  

安全系数 SF safety factor 

在周期性提吊试验中最终确定的负载量除以额定载荷后四舍五入的整数商。 

4  结构、分类   

4.1 结构 

集装袋主要类型结构示意图参见附录 A，其基本结构及各部分名称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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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集装袋基本结构示意图 

4.2 分类 

4.2.1  按袋体形状分类 

方形集装袋、圆形集装袋。 

4.2.2  按使用次数分类 

    可分一次使用和重复性使用两类 

4.2.2.1 一次性使用型集装袋： 

不可重复使用，不可维修和更换内衬。 

4.2.2.2 重复性使用集装袋： 

a)标准性使用集装袋： 

一般装载量，除更换内衬外，不可维修再用。 

b)重复性使用集装袋： 

   装载量大，可维修，但维修后的拉伸强度至少要与原始强度一致。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集装袋表面应平直挺括，不得有影响使用且明显的疏条、破洞等。 

5.1.2  袋体基材、吊带（吊绳）、围带、料口等裁剪部位应平直。  

5.1.3  袋体需印刷时，印刷图案、文字、标记正确清晰，位置准确。  

5.1.4  缝线应均匀、平直，无脱针断线，无浮线、吊针。 

5.2 尺寸公差 

圆形集装袋尺寸公差：直径为±2%，高为±3%。 

方形集装袋尺寸公差：边长为±2%，高为±3%。 

其它未规定部位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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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整袋质量公差 

集装袋整袋质量公差应符合标准袋重的±5%规定。 

5.4 耐寒性试验求 

测试后无异常 

5.5 耐热性试验 

测试后无异常 

5.6 抗紫外线老化性能 

   袋的基材、吊带（吊绳）、围带等试样，200 小时紫外老化后的拉伸强度不小于原始拉伸强

度的 50%。 

5.7 卫生要求 

直接接触食品的集装袋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 

5.8 整袋性能要求 

5.8.1 周期提吊试验 

a)袋体无泄漏，吊带(吊绳）无断裂； 

b)当用有内衬的进行测试时，后者不得突出超过集装袋的外表面，除非通过封口，这是一

个设计需要； 

c)不得有内容物丢失； 

d)主体不会变形，不会导致集装袋的运输或储存的不安全。 

e)试验期间的轻微泄露（例如出料口或缝纫针眼）不应被视为集装袋失败，只要集装袋离

开地面后不会发生进一步泄漏。 

5.8.2 加压/堆码试验 

a)内容物不得丢失； 

b)主体不得变形，不会导致集装袋的运输或储存的不安全。 

c)试验期间的轻微泄露（例如出料口或缝纫针眼等）不应被视为集装袋失败，只要集装袋离开地

面后不会发生进一步泄漏。 

5.8.3 垂直跌落试验 

用模拟内容物填充达到最大允许总质量，让集装袋从 0.8米的高度均匀地跌落在坚硬平坦的地面

上一次，并检查是否存在（例如内容物渗漏或破裂等）的异常情况。 

6 试验 

6.1 试验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按 GB/T 2918 规定进行状态调节。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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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调节时间不少于 1h，并在此条件下进行试验。 

6.2整袋测试填充物要求: 

    内装物的填料高度一般应为集装袋最短水平距离的 0.5-2 倍。具有圆形截面的集装袋的最短水

平距离通常是其底面的直径。其他形状集装集袋的最短水平距离通常是其底部最短边的距离。 

在试验前，用适当的填充物对集装袋进行填充，填充物可以任选下面的一种： 

a) 具有下列特性：堆积密度：500 kg/m
3
～900 kg/m

3
； 目数：3 mm～12 mm；安息角：30°～35°。 

b) 实际装载的物质，但应确保该物质在试验不会造成使用危害 

6.3 试验方法 

6.3.1 外观 

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目测。 

6.3.2 尺寸 

6.3.2.1 圆形集装袋直径  

用精确至 1mm 的直尺或卷尺进行测量,先将袋体铺平并拉直，分别测量袋体距离上盖四分之一

与四分之三处两个位置的折径尺寸，两个数据分别再折算出直径，取所有数据的平均值。 

6.3.2.2 方形集装袋袋长、袋宽  

用精确至 1mm 的直尺或卷尺进行测量,先将袋体铺平并拉直，分别测量袋体的两个相邻面距

离上盖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三处两个位置的边长尺寸，取所有数据的平均值。 

6.3.2.3 集装袋高度  

用精确至 1mm 的直尺或卷尺进行测量,先将袋体铺平并拉直，分别测量袋体的两个相对面距

离左侧或右侧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三处两个位置的高度尺寸，取所有数据的平均值。 

6.3.3 整袋质量 

   将感量 10g 的电子天平置于平稳桌面上，校正水平和零点，对抽取的样品逐条称量，计算平均数

(所取试样的算数平均值)。 

6.3.4 耐寒性 

从制造集装袋基材的纵、横方向上各取宽 20 mm，长 100 mm 的试样 2 片，把该试样放在

-35℃的恒温箱内 2h 以上，将试样拿出对着长度方向对折成 180°,查看基材有无损伤、裂痕

及其他异常情况。  

6.3.5 耐热性 

从制造集装袋基材的纵、横方向上各取宽 20mm，长 30mm 的试样 2 片，将其表面重叠起

来，在上面施加 9.8 N 的负荷，放人 80℃的烘箱内 1h，取出后立即将 2 块重叠试片分开，检

查表面有无粘着、裂痕等其他异常情况。 

6.3.6  抗抗紫外线老化性能 

抗老化性性能试验按附录 B 规定进行。 

6.3.7 卫生要求 

直接接触食品的集装袋应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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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整袋性能测试 

6.3.8.1 周期提吊试验 

周期提吊试验应按照附录 C 进行： 

6.3.8.2 加压/堆码试验 

加压/堆码试验应按照附件 D 进行 

6.3.8.3 垂直跌落试验 

垂直跌落试验应按照附件 E 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集装袋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2 出厂检验项目为第 5.1～5.5、及 5.8 项。  

7.1.3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5.1-5.8 项。 

7.1.4 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的生产试制定性鉴定；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或工艺技术有较大变动时； 

正式生产，每半年进行一次； 

产品停产三个月，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或顾客有特定要求时。 

7.2 组批 

同一类型、同一规格、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批。也可按定货数量确定，每批不超过 1 万

条。 

7.3 抽样数量和抽样方法 

7.3.1 抽样数量 

7.3.1.1 在完整的包装件中，按总数的比例取样，100 件以下取 2 件，100 件以上，按 3% ( 取

整数位）取样。 

表 2 抽样数量及合格判定数 

批量（条） 第一次抽样 第二次抽样 

抽样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抽样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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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本文件第 5章中 5.1 5.2 5.3项抽样数量均参照 GB/T 2828.1(质量水平 AQL=6.5 )(见

表 2),5.8 项及整袋型式试验抽样数量可按具体试验项目取样(见表 3). 

 

表 3 成品型式检验抽样数量 

检验项目 抽样数量（条） 

周期提吊试验 1 

加压/堆码试验 1 

垂直跌落试验  1 

7.3.2 抽样方法 

按 7.3.1.1 随机抽取完整的包装，打开外包装物，清点数量相符后，依据 7.3.1.2 在每包

装件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样袋，其它试验项目所需样品均在表 2 抽样样品中随机抽取，型式试

验样品可在检验合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 

7.4 判定规则 

7.4.1 集装袋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整袋质量偏差等项目，根据表 2 要求判定。 

7.4.2 整袋性能、耐寒、热性等有不合格项目时,应重新在原批中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

复验；若复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4.3 抗紫外线性能试验不合格,则该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7.4.4 卫生性能试验不合格,则该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产品标志 

所有集装袋应采用永久附着的、易于可见和阅读的标签，或持久地印在袋体上，以便在集

装袋填充后易于可见和读取。 

应包括以下数据： 

a)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b)安全工作负载（SWL）（见图 2）； 

c)安全系数（SF)即 5：1 或 6：1（见图 2）； 

d)允许堆放在底部的集装袋的最大数量（见图 2）； 

≤280 5 0 3 5 3 4 

281-500 8 0 3 8 3 4 

501-1200 13 1 3 13 4 5 

1201-10000 20 2 5 20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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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参考本标准 

f）集装袋等级，即“重复性使用”或“一次性使用” 

g)集装袋的制造日期，即年月日 

h)安全使用建议/象形图； 

i)如果需要，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标签布局应如图 2 所示。 

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例子 

安全工作负荷：1000kg     最大允许叠加     

安全系数：5：1            1+4 包 

 

 测试证书编号：： 

测试证书日期： 

批准实验室： 

测试标准 GB10454:20XX 

集装袋分类 

集装袋生产日期 

安全使用建议/象形图： 

 

 

 

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如有需要）: 

 

 

 
8.2 包装标志 

8.2.1 同一规格型号的集装袋单独包装，包装方式和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8.2.2 集装袋成品的包装中应附有产品合格证。特殊要求由双方协商决定。  

8.3 包装运输、贮存 

8.3.1 集装袋运输和贮存应避免受到雨淋、曝晒、受潮和污染。  

8.3.2 集装袋应贮存在阴凉、洁净的室内，室内应通风良好。 

8.3.3 贮存期自生产之日起，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超出期限后在使用前需要重新复检，复检合格后

正常使用。特殊要求由双方协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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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集装袋主要类型结构示意图 

本附录给出了一些主要类型集装袋的结构，不表示其他的结构不如以下结构，具体结构参见

A.1～A12 

              

 

                            图 A.1   带平底的集装袋底    

                             

            
图 A.2  带卸料口的底                              图 A.3  袋体锁紧后形成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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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带卸料口的锥形底 

 

             

a)                                          b) 

    

c)                                     d) 

 

图 A.5  上部带进料口的集装袋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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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6  带进料槽、进料口的集装袋上盖 

 

 

a)                        b)                      c) 

 

               图 A.7  带盖、裙口的集装袋 

 

           

                 a)                                 b) 

 

                       图 A.8       四点提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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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A.9  两点提吊 

 

               

 

                         图 A.10    单点提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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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A.11       提吊绳 

 

 

a)                     b)                             c) 

 

                       图 A.12     吊带（吊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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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抗紫外线老化试验 

B.1原理 

从中散容器上受力、承重材料部位切下一块样品，样品在特定时间内被紫外线光照射和冷凝交替

循环。 

B.2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16422.3-2022 的规定。 

B.3 试验过程 

试验样品 按 GB/T16422.3-2022 暴露试验循环方法 C，用(UVB-313)Ⅱ型荧光紫外灯进行，试验周

期为 70℃辐照暴露 8h 与 50℃无辐照冷凝暴露 4h 相交替,310nm 辐照度 0.48W/㎡,试验持续时间为

200h。 

按规定时间完成光照后，应按 GB/T3923.1 的规定，在 6.1 的条件下，测量试验样品的抗拉强度

和断裂伸长率。 

B.4试验结果 

记录试验前试验样品的抗拉强度值和抗紫外线试验后的抗拉强度值， 并比较两者试验数值。 

保留率%=照射后抗拉强度÷照射前抗拉强度 x100% 

 

 

 

 

 

 

 

 

 

 

 

 

 

 

 

 

 

 



                                                                                 GB/T10454-202X 

 1  

 

附录 C 

   (规范性) 

  周期提吊试验 

C.1原理 

用提吊装置将装载后的集装袋悬挂在架子上，在内装物上放置一压板，按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 

试： 

a) 压板可固定在上方或下方，集装袋被悬挂在架子上施加向上的力，固定住的压板进而形成向 

下的力； 

b) 集装袋被悬挂在架子上，向压板施加一个向下的力，悬挂的集装袋受到一个向上的力。 

C.2 试验设备 

C.2.1 基本要求 

C.2.1.1 压板应平整，其尺寸应能覆盖内装物最大横截面的 60%～80%。 

C.2.1.2 悬挂架和升降装置应设计成在测试期间，填充的内装物可以暂时放置在地面上。四点起吊

时，悬挂架的横断面应如图 C.1所示。单点起吊时，悬挂架的横断面如图 B.2所示。两点起吊时，悬

挂 架的横断面如图 C.1、图 C.2所示。 

C.2.1.3 加载装置应： 

a) 满足试验要求； 

b) 能确保(70±20)kN/min的速率。 

C.2.1.4 悬挂架和压板应能承受试验所施加的力，且无或有最小的形变。 

C.2.2 施加向上力的试验设备 

C.2.2.1 施加向上的力所用的试验设备见图 C.3～图 C.9。 

C.2.2.2 图 C.6～图 C.9 是利用向下固定的下压板。固定压板的棍、杆、支柱需通过内装物，因此

应注意以下几点： 

a) 集装袋不应是整体的，应允许杆、棍的通过； 

b) 通过内装物的棍、杆、支柱与任何集装袋的接缝、接口地方的距离应不小于 20 mm；如果集

装袋底部中心有接缝或接口处，单独支柱与接缝、接口处的距离小于 20mm，应使用双支柱，

如图 C.7 或图 C.9。 

C.2.3 试验设备 

施加向下的力所用的试验设备见图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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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四点和两点起吊试验悬挂架横截面示意图    图C.2单点和两点起吊试验悬挂架横截面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标引序号说明： 

 

1——内装物；                                                 1——内装物； 

2——压板；                                                   2——压板； 

3——提吊装置；                                               3——提吊装置； 

4——吊带；                                                   4——吊带；   

5——集装袋；                                                 5——集装袋； 

6——施载方向。                                               6——施载方向       

图 C.3向上固定压板的四点提吊示意图          图 C.4向上固定压板的两点提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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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标引序号说明： 

1——内装物；                                              1——内装物； 

2——压板；                                                2——压板； 

3——提吊装置；                                            3——提吊装置； 

4——集装袋；                                              4——集装袋； 

5——施载方向；                                            5——施载方向； 

                                                           

图 C.5向上固定压板的单点提吊示意图       图 C.6向下固定压板的单点提吊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标引序号说明： 

1——压板；                                                     1——内装物； 

2——提吊装置；                                                 2——压板； 

3——内装物；                                                   3——提吊装置； 

4——集装袋；                                                   4——吊带； 

5——施载方向。                                                 5——集装袋； 

6——施载方向。 

图 C.7向下固定压板（双支柱）单点提吊装置示意图   图 C.8向下固定压板的两点提吊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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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标引序号说明 

1——内装物；                                                      1——内装物； 

2——压板；                                                        2——压板； 

3——提吊装置；                                                    3——压杆； 

4——吊带；                                                        4——提吊装置； 

5——集装袋。                                                      5——吊带； 

6——施载方向                                                      6——集装袋。 

 

图 C.9向下固定压板（双支柱）单点提吊装置示意图    图 C.10施加向下的力提吊装置示意图 

 

C.3 试验过程 

C.3.1 集装袋进行周期提吊试验，试验样品的选择、注料及试验环境条件应符合6.1、6.2及6.3要求。 

C.3.2 选择合适尺寸的压板符合C.2.1.1的要求，应放置于内装物上，压板不应与集装袋的袋身接触。 

C.3.3 以(70±20)kN/min的速率增大施加力直至达到所要求的力值，然后释放力，完成一次试验. 

重复试验，时间间隔应不超过30s，直至达到规定的试验次数，完成试验。 

a) 按以下试验周期进行试验： 

b) 标准型可重复使用的集装袋：施加 4倍额定载荷的力，循环试验 70次，最后一次施加 6 倍

额定载荷的力； 

c) 一次性使用的集装袋：施加 2 倍额定载荷的力，循环试验 30 次，最后一次施加 5 倍额定载

荷的力。 

注： 在此测试完成后，可以进行近一步的加载，直到集装袋破裂，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当完成时，

袋子破裂时的负载，和其他相关测试观察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但是，如果破裂时负载大于

规定的测试负载，则没有要求在证书中注明或反映在集装袋的标签中。 

C.4 试验结论 

试验结论应包括：内装物是否有泄露，提吊装置是否有松动或破损以及内袋如果固定的是否有凸

起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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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加压/堆码试验 
D.1原理 

使用压缩测试仪或静负载测试填充的集装袋装。在测试期结束时，检查集装袋是否有内容物丢失

和主体变形，这将使其对运输和储存不安全。 

D.2 装置 

使用 ISO 12048 中描述的设备，或具有适当静负载的平板。 

D.3步骤 

根据 6.1、6.2 及 6.3 的规定，填充和调整正在测试的集装袋。使用 ISO 12048 中描述的方法之

一，或通过适当的重量将负载加载到放置在集装袋顶部的平板上。 

D.4载荷的计算 

应用于集装袋的测试负载取决于预期的堆叠高度。该载荷的计算方法如下： 

压缩负载= SWL x n x 2 

SWL =安全工作负荷 

n=堆叠在底部集装袋上的数量 

2=安全系数（SF） 

如果未指定“n ”，则 n = 2 的压缩负荷是必需的。 

允许堆放在底部集装袋上的最大数量应在标签上标明，如图 2 所示 

D.5 测试的持续时间 

装载时间应为 6 小时。 

D.6 结果的表达 

表示测试结果，包括集装袋是否发生内容物的丢失或袋子主体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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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垂直跌落试验   

E.1原理 

用模拟内容物填充达到最大允许总质量，让集装袋从 0.8 米的高度均匀地跌落在坚硬平坦的地面

上一次，并检查是否存在例如内容物渗漏或破裂等的异常情况。 

E.2测试准备 

集装袋应填充至其最大允许毛质量。 

E.3 集装袋应掉落在非弹性和水平的目标表面上。 

目标表面应为： 

(a) 整体且质量足以不移动； 

(b) 平整，表面无能够影响试验结果的局部缺陷； 

(c) 足够刚性，在试验条件下不会变形，不容易被试验损坏； 

(d) 足够大，以确保试验柔性散装容器完全落在表面上。 

跌落后，将集装袋恢复到直立位置进行观察。 

E.4跌落高度为： 

 0.8 m  

E.5试验通过标准：  

(a) 无内容物丢失。撞击时，如封闭或缝孔产生的轻微泄露，不应被视为集装袋的失败，但在集 

装袋恢复到直立位置后，不会发生进一步的泄漏； 

(b)不得有导致集装袋不安全运输的回收或处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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