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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辐照是食品行业中主要的消毒灭菌技术之一，通过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塑料食品包装

材料辐照前后的变化，探究辐照技术对其物理化学性能的影响。方法 介绍食品辐照技术及其发展过程，

重点分析辐照对常见塑料食品包装材料的辐解行为、迁移行为及物理性能的影响。结果 许多学者的研

究都证明辐照会对塑料包装材料的光学、热学、力学性能及阻隔性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导致降解产物

的出现。结论 辐照对塑料食品包装材料的性能存在一定影响，需考虑材料辐照后在食品安全和物理性

能方面的变化，且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有完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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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rradiation on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mmon  
Plastic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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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radi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food industry.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hanges of plastic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before and after irradiation studi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e influence of irradiation technology on their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was explored. In order 
to do this, the irradiation technology on food an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was introduced.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ce of 
radiation on radiolysis behavior, migration behavior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plastic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were the 
major focuses. Studies from many scholars have prove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optical property, thermal, me-
chanical property and barrier performance of plastic packaging materials attributed by radiation,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degradation products. Irradiation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properties of plastic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so it is ne-
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hanges in food safety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after irradiation,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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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消毒已成为现代食品企业消毒灭菌的主要

技术之一，它能够很好地杀灭食品中的有害微生物及

其腐败细菌，从而起到防腐保鲜的作用[1]。由于辐照

消毒具有无化学污染残留、杀菌彻底、加工效率高等

优点[2]，因此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的灭菌、保鲜等。

塑料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会加入一些添加剂来弥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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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材料本身的不足，如光稳定剂、抗氧化剂、增塑

剂等。一般情况下，食品经过塑料预包装后再进入辐

照场进行杀毒灭菌，而辐照过程很可能会引起包装材

料的物理化学变化，如发生交联断链等反应而生成辐

解产物，以及辐解产物和添加剂向所接触食品中迁

移，从而影响食品的安全[3]。 
基于以上原因，文中综述了食品辐照技术及其对

塑料包装材料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影响，详细叙述了辐

照技术及其发展过程，着重概括了多种辐照技术对不

同塑料包装材料辐解迁移行为和物理性能的影响。希

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和相关行业人员了解辐照，研究

其对塑料食品包装材料的影响，为食品辐照技术的进

一步推广提供动力和参考。 

1  食品辐照技术及其发展历程 

1.1  辐照技术概述 

1.1.1  食品辐照技术 

近年来，辐照技术发展迅速，其作为一种新型的

食品杀菌消毒技术，最开始来源于核技术[4]。辐照技

术利用一定剂量的射线对食品、农副产品及包装材

料进行辐照，使其与被辐照物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从

而达到消毒灭菌、改变物质性状的目的 [5-6]。辐照技

术利用的辐射源主要有：放射性同位素 60Co 或 137Cs
所产生的 γ 射线，加速器产生的高能电子束（低于 10 
MeV）或 X 射线（低于 5 MeV）[7]。 

辐照通常需要在专用的辐照场中进行，辐照场主

要包括辐照源、传输装置、辐射控制中心、辐射防护

系统等。辐照剂量指被辐照物在通过辐射区域时所吸

收的能量，通常用 Gy 或 kGy 来计量，1 Gy 表示 1 kg
物质吸收 1 J 的能量[8]，常用食品接触材料的典型辐

照剂量一般为 25 kGy。 
根据我国《辐射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仅

允许使用 γ 射线和电子束辐照，它们能够直接作用于

微生物，破坏其核糖核酸和蛋白质，从而达到消毒灭

菌的目的[9]。由于 60Co–γ 射线的穿透力较强，所以在

食品包装消毒灭菌方面的应用较电子束更广泛[10]。 

1.1.2  特点 

对于食品灭菌处理，辐照技术比传统高温杀菌具

有更加明显的优点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辐照技术操作简单，对被辐照物要求较低。

辐照剂量可控性强，能对不同形状大小的物品进行批

量处理，无特定局限。 
2）属于冷加工技术。辐照可在常温或低温下进

行，且辐照过程中温度基本保持不变，是现有较为高

效的冷链食品杀菌技术。 
3）杀菌彻底，被辐照物接受射线能量，属于物

理杀菌，辐照过程中未使用任何化学物质，不存在放

射性污染及残留[11]。预包装食品经辐照处理后，可深

度杀灭内部寄生虫和微生物，避免加工过程中的二次  
污染[12]。 

4）保障食品质量和安全，不会影响食品营养成

分。释放热量低，可避免操作者受到伤害。目前无任

何报道指出食品辐照会使消费者受伤[13]，而且研究表

明辐照并不会增强微生物的致病性[14]。 
5）环保节能。单位食品冷藏时需要消耗的最低

能量为 324.4 kJ/kg，巴氏消毒为 829.14 kJ/kg，热处

理为 1 081.5 kJ/kg，脱水处理为 2 533.5 kJ/kg，而辐

照处理仅消耗 22.7 kJ/kg[15]。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统计，对比常规杀菌方法，辐照可以节省

大量能量[16]。 
目前，越来越多的食品采用辐照进行灭菌消毒。

尤其是针对冷链和预包装食品，辐照消毒杀菌能充分

发挥其优势。另一方面，辐照潜在的危害也无法忽视。

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报道，高剂量的辐照可能会使食品

包装材料发生物理化学反应，如氧化降解反应、交联

反应、断链反应等，从而影响材料的稳定性[17-18]，产

生更多非有意添加的物质，这是否会间接影响食品质

量和安全值得受到关注和深入研究。 

1.2  食品辐照技术的发展 

早在 1896 年，学者发现 X 射线具有杀菌作用，

由此食品辐照技术得以发展[19]。国际食品辐照卫生安

全评价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I）于 1976 年指出，辐

照实质就是一种物理过程，与热加工、冷藏一样，并

且首次无条件地批准了 5 种可被辐照食品，包括鸡

肉、番木瓜、马铃薯、草莓和小麦[19]。 
1980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

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联合

宣布，当食品辐照的平均吸收剂量低于 10 kGy 时，

毒理学危险将不存在，毒理学实验不被强制要求[20]。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在 1983 年通过《辐照

食品通用标准》和《食品辐照设施推荐操作规范》，

正式赋予了食品辐照技术的合法性[21]，为世界各国辐

照食品标准和相关法规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991 年，CAC 在修订后的《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用标准》中指出，对于采取辐照消毒的食品，必须在

包装标签上进行标识[22]。紧接着 CAC 先后修订通过

了《辐照食品国际通用标准》[23]和《食品辐照技工工

艺国际推荐准则》[16]，取消了辐照食品加工中 10 kGy
为最大吸收剂量的规定。 

2011 年，ISO 14470—2011《食品辐照加工的开

发、验证和常规控制》[24]正式公布。4 年后，IAEA
出版了《食品辐照良好实践手册：卫生、植物检疫和

其他应用》，以推动辐照技术的实施和推广。食品辐

照技术的安全性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辐照消毒

灭菌也进入商业化阶段，可被用于辐照消毒的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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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逐渐丰富起来。 

2  辐照对常见塑料食品包装材料辐解

和迁移行为的影响 

2.1  聚乙烯 

研究表明，经过辐照处理后的聚乙烯（PE）膜中

存在更多的挥发性化合物。在较低的安全剂量水平

（<10 kGy）辐照条件下，低密度聚乙烯（LDPE）的

化学结构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也不会改变膜的透氧性

能。可借助动态顶空技术检出新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如酮类、醛类和羧酸类），这些产物可能会影响

LDPE 膜预包装食品的感官特性，进而降低产品的保

质期 [25]。Azuma[26]的研究证实，利用气相色谱法

（GC）、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发现，电子束

辐照后的 LDPE 膜能释放出脂肪烃、醛类、酮类和羧

酸类化合物，还检测出少量的乙醇、甲苯和苯酚等。 
不少学者也关注辐照后 PE 中含氧基团的产生情

况，以及辐照条件对 PE 结构的影响。Azuma 等[27]

揭示了 PE 中含羰基结构的辐照降解产物含量与氧含

量的关系，并且发现高能电子束比 γ 射线更有利于

PE 材料中羰基化合物的产生。通过检测聚合物的凝

胶含量和物理性能，Koji 等[28]分析发现，温度、辐照

气氛均会对聚合物凝胶度产生影响，即改变材料交联

程度。高密度聚乙烯（HDPE）在加热辐照条件下的

交联速率能显著提高，尤其在 80 ℃辐照条件下的交

联速率是 4 ℃的 2 倍。在电子束辐照下，氮气、空气

和氧气对 HDPE 的交联速率均有影响，交联速率依次

降低，而施加的剂量率（6~600 kGy/s）对交联速率基

本没有影响。 

2.2  聚丙烯 

聚丙烯（PP）的化学结构中存在支链片段，辐照

可能会诱导产生稳定的自由基。相较于高能量的电子

束辐射，γ 射线对 PP 膜的影响更加明显，辐照后残

留在 PP 中的化合物发生了氧化或降解反应，生成了

丙酮、2–甲基戊酮、异丁烷、乙酸甲酯、CO、CO2

等物质[29]。Murray 等[30]比较了 25~200 kGy 剂量 γ 射

线和电子束辐照下 PP 的降解现象，2 种辐照均可引

起 PP 的结构断链，发现 γ 射线比电子束辐照更易引

发 PP 结构的变化，γ 射线辐照的样品还发生了其他

降解现象。Mouaci 等 [31]在大气环境下以不同剂量

（30、60、90、100 kGy）γ 射线对厚度为 25 μm 的

等规聚丙烯（iPP）膜进行辐照，发现聚合物分子被

改性，而且 iPP 膜中羰基指数与吸收剂量成正比关系，

辐照剂量越高，氧原子越容易出现在 iPP 结构之中。

电子束辐照剂量的增加能够加剧 PP 中降解反应的发

生。Abraham 等[32]研究了不同剂量（0、20、40、60、

80 kGy）的电子束辐照杀菌消毒对 PP 材质注射器筒

的影响，降解反应逐渐加剧。Guan[33]证实，电子束

辐照能促使含氧结构在 iPP 分子链上出现，如羰基、

羧基和醚基等都成功被引入 iPP 链段，电子束剂量与

氧化程度呈正相关。 

2.3  聚氯乙烯 

聚氯乙烯（PVC）通常由氯乙烯单体经过自由基

聚合反应而成，纯 PVC 容易在光、热条件下分解，

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会加入稳定剂以提高其对光和热

的稳定性。由此可见，不同的辐照环境对 PVC 的影

响会很大，采用加热辐照后的增塑剂改性 PVC 会发

生降解，其产物 HCl 的含量与加热温度有关，而在纯

PVC 中 HCl 的含量还与辐照环境的湿度有关[34]。此

外还有研究表明，传统 PVC 材料中增塑剂的迁移行

为也容易受到辐照类型、辐照剂量的影响，PVC 中的

二乙基羟胺（DEHA）、增塑剂乙酰基柠檬酸三丁酯

（ATBC）更容易迁移到水、乙酸（3%）和乙醇（10%）

等食品模拟物中[35]。 

2.4  聚偏二氯乙烯 

γ 辐照对聚偏二氯乙烯（PVDC）膜的力学性能、

热学性能和溶解性能有明显影响，特别是当辐照剂量

超过 10 kGy 时，PVDC 的链段结构相互交联，而低

剂量（<10 kGy）辐照并不会引起其性能的变化[36]。

马玲 [19]利用正己烷溶剂萃取和浸泡（0~100 kGy）
60Co–γ 辐照处理的 5 种 PVDC 后发现，酸类、酯类、

烷烃、醇类和酮类化合物的萃取量和迁移量并没有明

显增加趋势，而抗氧化剂、增塑剂和爽滑剂的萃取量、

迁移量随辐照剂量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辐照后还产生

了 1,3–二叔丁基苯（1,3–DTBB）、2,4–二叔丁基苯酚

（2,4–DTBP）和 2,6–二叔丁基苯醌等 3 种辐解产物，

其萃取和迁移量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2.5  聚苯乙烯 

Park 等[37]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GC–MSD）

对比分析了 5~200 kGy 剂量辐照处理的聚苯乙烯

（PS）、聚碳酸酯（PC）、尼龙 6（PA–6）和 PVC 中

的单体残留情况，研究发现在剂量为 5~30 kGy 时 PS
中的苯乙烯单体小幅度增加，当剂量超过 30 kGy 后，

苯乙烯含量明显降低。此外，还发现 PA–6 中的 ε–己
内酰胺含量增加，但并不会受到辐照剂量的影响。辐

照处理对 PS 中部分助剂也有影响，比如抗氧化剂

Irganox1076、Irgafos168 经过辐照都会产生新物质，

分别是 1,3–DTBB、2,4–DTBP。其中，1,3–DTBB 含

量随辐照剂量的增加而增加，而 2,4–DTBP 的变化规

律相反，呈负相关[38]。从研究结果来看，辐照对 PS
产生的影响较小，可能是由于苯环结构使得 PS 聚合

物难以断裂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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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聚对苯二甲酸乙酯 

聚对苯二甲酸乙酯（PET）在 25 kGy 剂量 137Cs
射线辐照下同样会产生挥发性化合物，如甲酸、乙酸，

以及少量的 1,3–二氧戊环和 2–甲基–1,3–二氧戊环。

在热解吸过程中，产物甲酸和乙酸有可能进一步与乙

二醇反应，形成二氧戊环[39]。此外，Buchalla 等[40]

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LC–MS）研究了辐照前

后 PET 膜中添加剂的变化情况，发现仅有邻苯二甲

酸二己酯的检出含量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大而增加。低

剂量辐照（如 5、10 kGy）能使 PET 结构中的二甘醇

（DEG）含量增加，而在 30~200 kGy 的辐照下 DEG
的含量有所下降，当辐照剂量大于 60 kGy 后，PET
的分子量、黏度和羰基都会受到影响，均有所降低[41]。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的辐照条

件对不同类型材料的影响大同小异，并且影响大多明

显。辐照后聚合物材料会出现辐解行为，产生多种低

聚物、降解产物和氧化产物等，而这些辐解物质主要

是聚合物的分解单体、烷烃类、含氧基团类物质（如

醛类、酮类和酸类等），其中酸类化合物对食品包装

材料物化性能的影响尤为突出[42]。食品经过预包装后

进行辐照杀菌，可能带来未知物质迁移的安全问题，

而存在迁移风险的物质种类和迁移量取决于聚合物、

材料添加剂及其含量、接触食品类型和接触条件等因

素[43]。归根结底，材料在受到辐照后辐解和迁移行为

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辐照加工会使聚合物本身

和其中的添加剂产生自由基，致使分子链发生重排，

从而引发材料中成分的交联和断链。当 2 个反应同时

进行，辐照剂量的变化能引起反应间的竞争，交联反

应会减少小分子挥发性成分，而断链反应则会增加材

料中的挥发性物质，进而产生相应的辐解产物，使材

料呈现一系列的变化[44-45]。 

3  辐照对常见的塑料食品包装材料物

理性能的影响 

3.1  力学性能 

材料的力学性能通常以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等指标进行表征。不同材料对辐照类型和辐照剂量的

响应不一致，但高剂量辐照对力学性能的变化具有较

大贡献。经 0~50 kGy 剂量 γ 辐照后 PE 复合包装材料

的抗张强度、断裂伸长率等指标的数值表现为先上升

后降低的变化规律[46]。类似地，电子束辐照对 PP 膜

的影响与 γ 射线辐照相似，当辐照剂量为 70 kGy 时

还能观察到弹性模量有所增加，PP 膜的形变量减小。

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会逐渐

减小，PP 膜的整体机械强度受到辐射损伤作用有所

提高[47]。对于生物可降解聚乳酸（PLA）薄膜，采用 

0~120 kGy 剂量的电子束辐照能引发其内部无规则的

结构断裂，PLA 的交联程度小于断链程度，这意味着

较低剂量辐照下 PLA 内部进行的断链反应会优先于

交联反应发生，导致 PLA 缓慢降解，其摩尔质量会

降低 [48]。PLA 断链反应会改变其玻璃化转变温度

（Tg）、断裂应力（σ）、结晶度、断裂应力和应变等，

Tg、σ 和形变量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而降低，而结晶

度在 45 kGy 后开始降低。此外，刘民英等[49]研究了
60Co–γ 射线辐射对 PA1212/SiC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

响，当辐射剂量为 200 kGy 时，材料的弯曲强度和弯

曲弹性模量比辐射前提高了约 8.80%和 11.9%，含有

三烯丙基异氰脲酸酯（TAIC）的复合材料在辐射后

其力学性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 

3.2  阻隔性能 

气体透过性和透湿性是表征复合包装材料阻隔

性的重要指标，气体分子在聚合物中的渗透不仅取决

于聚合物的分子结构，还受其结晶度、交联断链反应

的影响，渗透气体特性和环境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采

用低剂量辐照可适当改善包装材料的阻隔性能，而高

剂量辐照会对其造成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大部分材料

在高剂量辐照后会出现辐解和断链行为，完整的分子

链结构会被破坏，分子间出现了空隙，因此气体容易

穿透材料。经 50 kGy 剂量以下的 γ 辐照会影响 PE 复

合包装材料（如 PA/PE、PP/VMPET/PE、PP/Al/PE）

的阻隔性能，PA/PE、PP/VMPET/PE 和 PP/Al/PE 的

透氧率和透湿率均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是

PP/Al/PE 复合材料的内外层阻隔性变化呈相反趋势，

这可能是因中间铝层起到了强阻隔作用[46]。Oliveira
等 [50]研究了电子束辐照对商用多层软包装材料某些

力学性能的作用，发现被辐照的 PET/PP 薄膜的渗透

性和密封性有所降低；PET/LDPE/ EVOH/LDPE 膜经

过 15 kGy 剂量电子束辐照后的密封阻力轻微增加。

丘苑新等 [51]研究了辐照对 CPP/nylon/PE、PP/Al/PE
等 2 种复合膜阻隔性的影响，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

2 种膜的透氧量和透湿量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

化趋势，分别在 4、8 kGy 时达到最大值，这可能是

由于材料在辐照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与氧气发生反

应，使得膜的极性和亲水性能增加。 

3.3  热学性能 

材料的热学性能通常采用熔融焓、熔融温度、结

晶温度、结晶焓及结晶度等指标来考察，研究发现仅

部分复合材料的热学性能（如 PA1212/SiC 材料）对高

剂量的辐照表现出积极的响应，当 60Co–γ 射线剂量

高达 200 kGy 时，该材料的热形变温度提高了约

15.7%[49]。另外，Murray 等[30]研究发现 PP 熔融强度

和分子量随着辐照剂量（25~200 kGy）的增加呈显著

降低趋势，γ 辐照的作用更加明显。相较于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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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在 0~200 kGy的辐照处理后并未出现明显的热学

性能改变，包括磁导率、色差等参数[41]。 

3.4  表面形态 

材料表面形态变化不仅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与

材料自身性质和组成也有很大的关系。Mouaci 等[31]

分析发现，原始和较高剂量 γ 辐照后 iPP 膜的 AFM
图像显示出材料表面形貌的明显变化，聚合物的表面

粗糙度也增大，这可能是 γ 射线在 PP 表面诱导产生

了纳米结构层所致。由此可见，氧化降解很可能与形

态外貌特征的变化有关。Guan[33]发现在偏光镜下电

子束辐照后 iPP 的 α 相变强，并没有结晶相变发生，

iPP 的静态接触角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而减小，从而

使得材料更加亲水。辐照对于复合包装材料的表面性

能影响也很明显，例如 CPP/nylon/PE、PP/A1/PE[51]。

当辐照强度增加，复合膜的断面结构更加清晰可见，

出现大小不一的空隙，这可能是膜中含有的添加剂等

成分在处理过程中与氧气发生反应，气体遁逸所致。

Oliani 等[52]考察了 iPP 薄膜辐照和拉伸前后的表面形

态变化，发现辐照和拉伸后薄膜结晶度的提高是由于

非晶相发生了断裂，而其中的软链和连接链则发生了

结晶。 

3.5  光学性能 

目前普遍采用 Lab 色彩模型来进行色差分析，其

中 L 表示黑白度，数值由 0 至 100 表征由黑到白的过

程，a 表示红绿特性（正值为红，负值为绿），b 表示

蓝黄程度（正值为黄，负值为蓝），ΔL、Δa、Δb 分

别为 L、a、b 的实测值与初始值的差值。ΔE 是与 ΔL、
Δa、Δb 相关的变量，ΔE 值越大，即色差越大，样品

的颜色变化越明显。Beshir[53]研究了 2 种聚乙烯醇材

料（PVA，分别含四溴酚蓝和水合氯醛）在不同辐照

剂量下颜色的变化，结果发现 PVA 的颜色由蓝变黄，

推测是四溴酚蓝由碱式变为酸式所致。Jipa 等[54]的研

究也有相似的发现，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大，不同剂量

辐照下的 PVA 颜色呈变红或变黄趋势。张素平等[55]

考察了不同剂量的 60Co–γ 射线对塑料包装材料性能

的影响，当辐照强度大于 6 kGy 时，辐照后 PE、PVDC
和 PVC 材料的 ΔE 值高于 6，表明这些材料发生了肉

眼可见的颜色变化，这种较大色差并不是光源环境和

人眼的主观误差所致。 
综上所述，辐照对复合材料的影响规律并不一

致。比如，PA1212/SiC 复合材料在高剂量辐射后力学

性能得到明显提高[49]，而其他复合材料经过高剂量辐

照后机械强度明显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碳化硅（SiC）

分子均匀分散在材料中，其作用机理还难以解释。对

于单层材料而言，绝大多数高分子塑料都会发生明显

的物理性能变化，特别是采用较高剂量辐照。过高剂

量辐照能极大地改变材料的物理性能，主要是由于辐

照后材料会产生自由基，进而发生氧化反应，使得材

料表面覆盖一层氧化物，从而改变材料的极性，同时

自由基反应导致材料内部分子重排，并发生各种交

联、断链行为，材料力学性能也因此变化。另外，材

料颜色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材料中的共轭体系发生了

变化，形成了带共轭双键的化合物。比如，受阻酚类

抗氧化剂 BHT 在辐照后会发生降解，结合 π 电子氧

化会生成苯醌等，使得材料中的添加剂发生了变化，

从而引起颜色的改变[56]。尽管辐照处理对不同材料性

能的影响难以统一，但是只要充分对比研究不同辐照

方式、剂量对材料前后性能的影响，就能逐渐了解辐

照后材料的变化机理，从而运用合适的辐照技术达到

改善材料性能的目的。 

4  结语 

食品辐照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发展，已成功从

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于食品加工、材料等领域，在

食品工业中发挥出巨大的价值。由于公众缺乏对辐照

食品安全性的了解，导致世界各国的辐照发展程度各

不相同。目前，针对辐照作用对塑料包装材料性质

改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辐解物的检测、对聚合物中

残留的低分子量化合物不完全定性分析、辐解物迁

移规律、物理性能改变等方面。目前还存在研究单

一、研究路线技术有限等问题，不同研究者仅针对

塑料包装材料的某方面进行研究，未进行综合分析，

较少对一些化学性能变化、物理性能变化之间的关

系进行讨论。 
为了促进我国辐照食品包装材料的健康发展，可

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目前，大部分学者对包装材料辐照前后的研

究主要针对有意添加物，但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聚合物

本身或其中的添加剂很可能会发生热降解等化学反

应，从而产生非有意添加物，因此对于材料辐照前后

非有意添加物的研究将会引起更多的关注。 
2）复合食品包装材料应用广泛，但关于复合材

料中黏合剂在辐照前后的变化鲜有报道。对于辐照前

后材料中黏合剂的稳定性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3）研究不同的辐照方式对同一种塑料食品包装

材料的影响，为食品辐照消毒提供理论参考。 
4）在辐照和包装材料中有害物质的迁移量之间

寻找规律，并建立数学模型，这将会对如何选择塑料

食品包装材料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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