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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自 1988 年首次发布水泥包装袋国家标准以来我国水泥包装袋标准化历程，为标准的修

改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分析历次水泥包装袋国家标准（GB 9774、GB/T 9774）修订内容，从水泥包装

袋的分类、制袋材料、袋型、物理力学性能、适用温度、牢固度、防潮性能等方面阐述水泥包装袋制袋

技术标准化的更新改进。通过 2018—2020 年水泥包装袋产品质量普查，从防潮性能、物理力学性能、

弃缝改糊、禁塑令、绿色包装等方面阐述水泥包装袋标准化必要性。结果 通过对比水泥包装袋新旧标

准中防潮性能测试方法与指标要求，得出了水泥包装袋防潮性能标准化的趋势。结论 我国水泥包装袋

制袋国际化程度较低，标准化工作需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以引领水泥包装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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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tandardization course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in China since the first release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cement packaging bags in 1988,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By 
analyzing the revisions of the previous published national standards for cement packaging bags (GB 9774 and GB/T 
9774), and the updates and improvements in standardization of bag making technology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were 
expounded, from the aspects such as the classification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bag making material, bag typ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pplicable temperature, firmness, moisture-proof performance, etc. Through the 2018-2020 
census of product quality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the necessity of standardization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was ex-
pounded from the aspects of moisture-proof performanc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changing seams to 
paste bottom bag, plastic prohibited order, green packaging, etc. By comparing the test methods and index requirements of 
moisture-proof performance in the new and old standards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rend of 
standardization of moisture-proof performance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work needs to be further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ment packaging industry. 
KEY WORDS: cement packaging bags; changing seams to paste bottom bag;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green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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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包装袋是用于盛装水泥的主要包装容器，按

制袋材料分为纸袋、复膜塑编袋和纸塑复合袋[1]。水

泥包装袋产品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水泥在运输与储

存等环节的质量性能，使用质量不合格的水泥包装袋

将会造成严重的危害，首先，在水泥袋运输和储存过

程中，易造成水泥漏失、降标、结块、变质乃至整袋

水泥失效；其次，在水泥袋包装、运输及堆码等过程

中，易造成大量漏灰现象，当人体吸入大量水泥粉尘，

粉尘中含有苯胺、三硝基甲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将会导致硅肺病、尘肺病等呼吸道疾病；当水泥粉尘

遇水和汗液时，会生成氢氧化钙等碱性物质，刺激皮

肤黏膜引起皮肤炎症，若水泥粉尘进入眼睛将会引起

结膜炎、角膜炎等； 后，由于劣质水泥包装袋不可

降解且无回收利用价值，易造成环境污染[2-5]。 
我国水泥包装产业起步较晚，直到 20 世纪 80 年

代，水泥包装袋行业开始得到重视。改革开放之前，

水泥包装袋一直沿用纸袋包装[6-7]。自 1988 年发布首

个水泥包装袋 GB 9774—1988《水泥包装袋》以来，

水泥包装袋标准进行 5 次修订，目前，水泥包装袋行

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1,8-12]，随着标准的不断修

订，水泥包装袋逐步实现“弃缝改糊”，水泥包装袋质

量大幅提升，尤其是制袋、覆膜、标准化灌装、防潮

等方面；我国水泥包装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坚持“弃缝改糊”，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保持

与国际市场同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在水泥包装全

球一体化进程中，水泥包装袋质量控制及标准化将发

挥重要作用。截至 2021 年初，我国水泥产量主要集中

在华东、中南及西南地区，广东省（总产量 1.7 亿 t，
全国居第一）、山东省、江苏省和四川省等均为水泥

产量大省。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

全国累计水泥产量 24.0 亿 t，同比增加 2.5%。目前，

我国袋装水泥袋装率约为 37.5%（未考虑吨袋），尽

管我国一直大力发展散装水泥绿色产业，但我国水泥

产能基数大，袋装水泥供应量仍处高位，若按照 50 kg
包装袋计算，2020 年全国使用约 180 亿条水泥包装

袋[13-14]。 

1  水泥包装袋标准化历程 

水泥包装袋的质量状况决定了水泥产品的运输

安全性和储存有效性，物理力学性能不足可能造成水

泥包装袋破包与产生严重漏失的问题；牢固度不达标

易造成水泥包装袋在正常搬运、装卸运输等过程中破

包；防潮性能不达标即水泥容易吸收潮气，造成水泥

结块，导致水泥的抗压、抗折强度下降，甚至造成整

袋水泥失效，极易造成严重危害。由此可见，水泥包

装袋的生产应受严格监管，必须进行严格的质量把

控。值得注意，水泥生产企业一般都是从专门的包装

袋生产企业购买包装袋，其生产流程、原材料、设备

以及生产工艺等均不受水泥生产企业的监控，水泥包

装袋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2,5,15]。同时，随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增强

我国供给质量优势，水泥包装袋需要满足更安全、更

高效、更优质、更环保等质量要求，毫不动摇坚持绿

色发展，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由此不断推动我国

水泥包装袋标准化发展。 

1.1  水泥包装用纸袋 

1963 年，我国首个水泥包装袋行业标准 JC 
59—1963《水泥包装用纸袋》发布，该标准由原建工

部制定。该标准实施二十余年，对控制水泥包装袋纸

袋的生产质量具有一定作用，但我国森林资源匮乏，

纸袋纸供应不足，大量再生纸替代了纸袋纸，同时，

水泥灌装温度过高，导致该标准的规定指标要求无法

严格执行，水泥包装袋在运输过程中破包严重[16]。 

1.2  水泥包装袋 

1988 年，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制定了我国首个

水泥包装袋 GB 9774—1988《水泥包装用袋》，该标

准不仅适用于纸袋，也适用于复合袋，例如：纸/维
布复合、纸/塑料编织布复合、纸/无纺布复合等复合

袋。该标准规定了水泥包装袋纸袋、复合袋的技术要

求，即基本结构、牢固度、适用温度等级、复合袋对

水泥强度的影响率以及包装工艺适应性[8]。 
GB 9774—1988《水泥包装用袋》主要技术指标

内容：基本结构与 JC 59—1963《水泥包装用纸袋》

规定大致相同，其构成由纸袋或复合袋制成，根据材

质的力学强度可制成单层袋或多层袋；牢固度即水泥

包装袋综合力学性能唯一指标，对制袋材料、缝口线、

胶黏剂等均无规定；适用温度等级即纸袋只适用于

60 ℃以下灌装温度，复合袋适用温度分为 3 级，即

60、90、120 ℃；复合袋对水泥强度的影响率即测试

复合袋材料对水泥需水性、安定性、凝结时间等有无

明显影响；包装工艺适应性指水泥包装袋满足水泥正

常灌包的要求，即出包机的破包率复合袋不大于

0.2%，纸袋不大于 0.3%[17]。 
1996 年，对 GB 9774—1988《水泥包装用袋》进

行了首次修订，新版 GB 9774—1996《水泥包装袋》

于 1997 年 01 月 01 日实施，修订后标准更加符合当

时我国国情，标准中提出的规定均为水泥包装袋主要

性能的 低要求[9]。 
GB 9774—1996《水泥包装袋》主要技术改变内

容：塑料编织袋必须复膜，未复膜的水泥包装袋（塑

料编织袋）漏灰严重、不防潮，导致袋装水泥在正常

搬运、卸装运输中损失严重、污染环境和影响工人身

体健康，且复膜技术要求及物理性能应符合 GB/T 
8947—1998《复合塑料编织袋》；取消用“三标一再”
纸袋包装水泥，这是由于此类水泥包装袋破损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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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量检测数据表明，“三标一再”纸袋牢固度远低

于标准要求的合格指标，因此，不应当再允许这种包

装袋包装水泥；要求包装袋内衬纸必须使用纸袋纸，

不得使用再生纸，这是由于水泥灌装时，水泥温度较

高、气压较大，为解决水泥包装袋耐温性与透气性问

题，往往要求包装袋内应有内衬纸，若采用再生纸，

则会出现大量碎纸片，给工程留下隐患，后果相当严

重；水泥包装袋牢固度合格指标由 5 提高到 6，这是

由于近十年水泥包装袋行业不断发展，塑料包装袋和

复合袋市场占有率已超过纸袋，同时，纸袋也逐步实

现弃缝改糊，这些水泥包装袋牢固度远大于 5，提高

标准要求有利于水泥包装袋行业的进步与发展；水泥

包装袋适用温度依整袋试验确定，即考核水泥包装袋

在高温条件下是否仍具有足够的牢固度来判别其适

用温度，这可以充分发挥各种材料的耐热温度，相对

于原标准以复合袋收缩率是否大于 3%来判别其适用

温度，整袋试验更科学、合理；取消“包装工艺适应

性合格”要求，由于水泥包装袋破包率不完全取决于

包装袋质量，它还与包装机构造、水泥灌装温度及水

泥灌装气压等因素相关；新增水泥包装袋防潮性能要

求及测试方法，通过间接测试内装水泥强度来确定水

泥包装袋的防潮性能，这是由于水泥受潮结块会导致

水泥强度下降，将对水泥包装袋的直接检测，转变为

对存放于其中的水泥性能变化的检测，检测结果更直

观、实用，这是此版标准中 主要的技术改变[18-19]。 
2002 年，对 GB 9774—1996《水泥包装袋》进行

了修订，新版 GB 9774—2002《水泥包装袋》于 2002
年 10 月 01 日实施，修订后标准在水泥包装袋袋型、

规格、纸袋材料、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方面均有较

大变动，且没有标准过渡期[10]。 
GB 9774—2002《水泥包装袋》（含修改单）主要

技术改变内容：水泥包装袋纸袋袋型全为糊底袋，取

消缝底袋袋型，这也可以更好地提高纸袋的综合性

能，提高灌装效率，淘汰缝底水泥包装纸袋，即 2002
年 10 月 01 日后不允许销售和包装缝底型水泥包装纸

袋，有助于水泥包装纸袋产业的发展；牢固度不划分

等级，并增加热处理过程，复膜塑编袋、复合袋以 5
条样袋跌落不破次数均大于等于 8 次（纸袋为 6 次）

为牢固度合格依据，通过对不同材质的水泥包装袋牢

固度的修订，提高水泥包装复膜塑编袋、复合袋的牢

固度要求，这与水泥包装袋实际使用相符；取消适用

温度试验方法，只规定温度类型，由牢固度试验确定

其适用温度，即规定包装袋包装水泥时的 高温度，

超过该温度，使用性能将不受保证，其中，纸袋适用

温度小于等于 80 ℃，复膜塑编袋、复合袋适用温度

分别小于等于 80、90、100 ℃，该规定有助于水泥标

准化灌装，提高工作效率；制袋材料对水泥强度的影

响试验采用 GB/T 17671—1999《水泥胶砂强度检验

方法（ISO 法）》，该标准为新修订测试方法，测试结

果更稳定、科学，结果具有良好的重复性；水泥包装

袋防潮性能试验取消标准小样袋，相对湿度改为

（90±5）%，恒温、恒湿时间改为 7 d，不再划分防

潮等级，水泥强度试验方法采用 GB/T 17671—1999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以 3 d 抗压强

度比大于等于 85%为合格要求，养护条件更严苛，测

试结果更科学，且重复性良好[20-22]。 
2010 年，对 GB 9774—2002《水泥包装袋》进行

了修订，新版 GB 9774—2010《水泥包装袋》于 2011
年 07 月 01 日实施，修订后标准在水泥包装袋物理力

学性能、试验方法等方面均有变动，主要技术指标要

求变化不大[11,23]。 
GB 9774—2010《水泥包装袋》主要技术改变内

容：复膜塑编袋、纸塑复合袋物理力学性中拉伸负荷

经向和纬向指标适当降低（降幅 50 N/50 mm），不再

按照包装规格进行区分，且取消剥离力指标，这可能

更多考虑包装袋生产企业自身良好的生产工艺及优

质的制袋材料，满足使用性能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生

产成本；增加了新测试方法，例如：单位面积质量的

试验方法、拉伸负荷的试验方法和小袋制作方法等，

单位面积质量与拉伸负荷是水泥包装袋重要的物理

性能指标，明确试验方法是标准修订的基本要求；增

加水泥包装袋在使用前进行牢固度用户验收检验及牢

固度用户验收检验内容，通过在水泥包装车间随机抽

取装满水泥的样品进行牢固度测试，有效降低水泥包

装袋破包率及用户破包成本。2017 年 03 月 23 日，国

家标准委发布 2017 年第 7 号公告，根据强制性标准整

合精简工作结论，GB 9774—2010《水泥包装袋》转化

为推荐性 GB/T 9774—2010《水泥包装袋》。目前，GB/T 
9774—2010《水泥包装袋》为现行国家标准[24]。 

2020 年，对 GB/T 9774—2010《水泥包装袋》进

行了修订，新版标准 GB/T 9774—2020《水泥包装袋》

于 2022 年 04 月 01 日实施，修订后标准在水泥包装

袋袋型、规格、物理力学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等方面均有较大变动，且标准过渡期为 2 年[1]。 
GB/T 9774—2020《水泥包装袋》主要技术改变

内容：删除了缝底袋袋型，增加了袋型要求，即全面

淘汰缝底型水泥包装袋，大力发展方底阀口型水泥包

装袋，有助于减少水泥包装、装车和运输等环节等漏

灰和扬尘，推动水泥自动包装和自动装车技术的发

展，加快与国际包装市场接轨，不断发展对外贸易，

提高经济效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激发水泥

包装袋行业发展新动能；提高了复膜塑编袋和纸塑复

合袋物理力学性能，例如：经、纬向拉伸负荷（原指

标要求不低于 400 N/50 mm、350 N/50 mm）均提高

为 100 N/50 mm，上、下底向拉伸负荷（原指标要求

不低于 200 N/50 mm）均提高为 200 N/50 mm，通过

加严包装袋物理力学性能中拉伸负荷指标，有效降低

水泥包装袋破包率；修改了小袋制作方法及小袋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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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通过模拟水泥包装袋实际状态，测试水泥包装

袋防潮性能；增加了塑料编织布和塑料薄膜的复膜质

量要求，复膜质量指标要求不小于 18 g/m2，这将有

助于提高水泥包装袋防潮性能，有效避免水泥包装袋

漏灰。此外，水泥包装复膜塑编袋、纸塑复合袋适用

温度指标为不高于 100 ℃，淘汰了适用温度指标为不

高于 80 ℃和 90 ℃复膜塑编袋和纸塑复合袋；水泥包

装袋牢固度不再区分制袋材料，统一要求为 5 条样袋

跌落不破次数均应不小于 6 次，复膜塑编袋、复合袋

的牢固度要求降低[1]。 
目前，我国水泥包装袋标准体系正逐步完善，标

准中各项指标要求与欧美、日本等国家标准要求基本

一致，随着水泥包装袋标准的不断修订与完善，制定

的标准将更适应我国国情，并将继续引领我国水泥包

装袋行业的不断发展。其中，水泥包装袋标准修订信

息，见表 1[1,8-12]。 

2  产品质量检验对水泥包装袋标准

化的要求 

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水泥包装袋标准要求，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促进西南地区某省水泥包装袋产品质量稳步提

高，开展 2018—2020 年水泥包装袋产品质量检验普

查，水泥包装袋质量检验统计如下：重点监控检验工

作涉及全省 21 个地级行政区（18 个地级市、3 个自

治州），共计 387 批次样品；重点监测指标涉及复膜

塑编袋和纸袋复合袋的物理力学性能、适用温度、牢 

固度、制袋材料对水泥强度的影响、防潮性能等。其

中，在不合格产品中，防潮性能指标不合格占比

85.0%，拉伸负荷指标不合格占比 7.5%，其余指标不

合格占比合计 7.5%。随着水泥包装袋制袋技术不断

提升，水泥包装袋制袋材料、袋型结构、制袋工艺、

测试方法等不断完善，对水泥包装袋标准化工作提出

更高、更科学的要求。 

2.1  防潮性能检测 

防潮性能是水泥包装袋在潮湿环境下对水泥质

量保护的重要指标之一，水泥极易吸收环境中水分发

生水化反应，凝结成块状， 终失去水泥胶结能力，

极易造成工程质量事故；通过水泥包装袋产品质量检

验发现，防潮性能指标不合格是水泥包装袋质量不达

标的 主要原因，引起防潮性能不合格的因素复杂且

多样，例如：制袋偷工减料、塑料编织布经纬密度过

低、包装袋复膜质量较低、制袋黏合或热封合强度不

够、包装袋打孔针眼过大或打孔密度过高等[2,5-7,25]。

如何更真实地模拟水泥包装袋实际使用环境，如何更

科学地评价防潮性能是否达标，过于严苛或宽松的测

试方法与评价方式对整个水泥包装袋行业都是不利

的，这些都是新时期水泥包装袋标准制修订重要依据

与基础。修订后的 GB/T 9774—2020《水泥包装袋》

更详尽地规定防潮性能测试的样品处理条件与测试，

小样袋制作、样品制备、样品养护及强度测试等各个

细节都表述得更清晰、更完善、更合理， 终测试结

果更接近真实状况，测试结果的准确性、重复性得到

良好保证。 

 
表 1  水泥包装袋标准修订主要内容 

Tab.1 Main contents of standard revision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序号 标准编号 
修订

版本
实施日期 主要技术（改变）内容 备注 

1 GB 9774—1988  1988–09–30 
规定了水泥包装袋基本结构、牢固度、适应温度等

级、复合袋对水泥强度的影响率及包装工艺适应性

等要求 

我国第 1 部严格执行的

水泥包装袋执行标准

2 GB 9774—1996 1 1997–01–01 
规定塑料包装袋必须复膜，内衬纸必须用纸袋纸，

提高牢固度合格指标，取消包装工艺适应性要求，

新增包装袋防潮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防潮性能要求及测试方

法为 主要的技术改变

3 
GB 9774—2002 
（含修改单） 2 2002–10–01 

取消缝底袋型纸袋，牢固度要求按照制袋材料分类

要求，水泥强度测试方法及测试条件部分完善 
淘汰缝底袋型的水泥

包装纸袋 

4 GB 9774—2010 3 2011–07–01 
降低经纬向拉伸负荷，取消剥离力指标，增加牢固

度验收检验，增加单位面积质量、拉伸负荷测试方

法，增加小袋制作方法 

5 GB/T 9774—2010 4 2017–03–23 标准由强制性转化为推荐性 水泥包装袋现行标准

6 GB/T 9774—2020 5 2022–04–01 
删除了缝底袋型水泥袋，增加了复膜质量要求，增

加了袋型要求，提高了部分物理力学性能，修改了

适应温度指标、小袋制作方法及小袋养护制度 

真正“弃缝改糊”，标准

过渡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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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理力学性能检测 

拉伸负荷是塑料塑编袋、纸塑复合袋关键的物理

力学性能指标，水泥在正常搬运、装卸运输等过程中

经常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这些作用需要水泥包装袋

来承受，良好的拉伸强度可有效地避免运输过程中包

装袋漏失或破包，增强包装袋耐破损能力[22]。通过水

泥包装袋产品质量检验发现：拉伸负荷指标不合格是

水泥包装袋质量不达标的重要原因，造成拉伸强度不

合格的主要原因是制袋基布拉伸强度不够，一方面部

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添加过多再生料、回收料等，另

一方面制袋设备陈旧、工艺技术落后、编织技术不娴

熟等，这些都是造成制袋基布拉伸强度不足的原因，

因此，提高塑料塑编袋、纸塑复合袋物理力学性能指

标要求可有效改善水泥包装袋耐破损能力。修订后的

GB/T 9774—2020《水泥包装袋》经向、纬向、上底

向、下底向的拉伸强度分别提高 25%、29%、100%、

100%，这将大大改善水泥包装袋的耐破损性。 

3  环境保护对水泥包装袋标准化的

要求 

“十三五”期间，我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6]。目前，大气、水、土壤污

染等问题较为突出，大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愿望比较

强烈。水泥包装袋行业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

护，推进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3.1  弃缝改糊 

2020 年 09 月 0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简称“固废法”）正式施行。固废

法明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

无害化原则；完善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

强化产生者责任，增加排污许可、管理台账。水泥包

装袋作为重要的工业产品包装物，其环保要求越来越

受到重视[27]。修订后的 GB/T 9774—2020《水泥包装

袋》明确水泥包装袋“弃缝改糊”。弃缝改糊即缝底袋

型将全面淘汰，水泥包装袋仅限方底阀口袋，可有效

解决水泥灌装喷灰造成的固体废物污染问题，有利于

自动包装、自动装车技术的发展，满足职业健康和环

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弃缝改糊将为我国水泥包装袋行

业技术创新、产品改造、节能降耗、环保生产、提高

生产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保持与国际市场同

步，实现水泥包装全球一体化[28]。 

3.2  绿色包装 

截至目前，我国 新禁塑令共经历 3 个版本，第

1 版即 2007 年 12 月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

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国办发〔2007〕72

号）；第 2 版即 2020 年 01 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 号）；第

3 版即 2020 年 07 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

理工作的通知》（发改办环资〔2020〕1146 号），该版

禁塑令明确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狠抓重点领域推进落

实等具体要求，提出相关塑料制品禁限管理细化标  
准[29-31]。随着固废法、禁塑令的稳步推进，我国水泥

包装袋行业应坚持绿色包装，绿色包装即对生态环

境不造成污染，对人体健康不造成危害，能循环和

再生利用的水泥包装袋材料 [32-33]。修订后的 GB/T 
9774—2020《水泥包装袋》坚决抛弃不能对废弃物

进行回收再生的水泥包装袋型，降低水泥在包装、

运输过程中的粉尘与撒漏。可降解塑料是一种新型

的环保材料，若采用可降解塑料编织布生产水泥包

装袋，既可以满足实际使用需求，又可以降低废弃

袋对环境的污染 [32,34]，将可降解塑料应用于水泥包

装袋行业具有良好的前景，因此，如何评定可降解

水泥包装袋质量将是未来水泥包装袋标准制修订的

又一重要依据。 

4  防潮性能对水泥包装袋标准化的

要求 

4.1  科学的测试方法 

防潮性能即水泥包装袋在潮湿环境中保证水泥

强度不降低的性能，在历年的监督抽查中，防潮性能

都是主要的不合格指标，水泥包装袋国家标准中对防

潮性能的测试方法与指标要求在不断的完善与优化，

防潮性能指标要求从无到有，防潮性能比较方法从比

较样袋中水泥强度到直接比较水泥强度[2,5-7,25]。修订

后的 GB/T 9774—2020《水泥包装袋》测试防潮性能

的养护方法发生极大改变，较之前严苛的养护条件转

变为水泥包装袋实际受潮环境（理想码垛状态不考虑

码垛 上部、 下部接触潮湿空气或地面），科学的

测试方法更能体现水泥包装袋防潮性能指标的重要

意义。其中，水泥包装袋标准中防潮性能修订信息见

表 2[1,8-12]。 

4.2  合理的指标 

修订后的 GB/T 9774—2020《水泥包装袋》测试

防潮性能的养护方法较之前版本规定发生重要的变

化，养护条件要求明显降低，然而，防潮性能指标要

求却与之前版本一致。分别依据 GB/T 9774—2010 与

GB/T 9774—2020 对 20 批次水泥包装袋防潮性能分

别进行测试，结果表明，依据 GB/T 9774—2020 对防

潮性能测试结果（3d 抗压强度比）较依据 GB/T 
9774—2010 的整体偏高，20 批次水泥包装袋 3d 抗压

强度比增幅为 1%~13%，产品合格率由 55%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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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泥包装袋标准中防潮性能修订主要内容 
Tab.2 Main contents of the revision of moisture-proof performance in the standard of cement packaging bags 

序号 标准编号 防潮性能测试方法 防潮性能要求 备注 

1 GB 9774—1988    

2 GB 9774—1996 

800 g 水泥置于 250 mm×150 mm 小袋中，于温度为

（20±5）℃、相对湿度为（80±10）%的环境下放置 14 
d，按照 GB 177 进行水泥 3d 抗压试验。比较样袋：复

膜塑编袋级 4 层纸袋的小样袋 

防潮性能不低于

B 级 
新增防潮性能指标

3 
GB 9774—2002 
（含修改单） 

600 g 水泥置于 250 mm×150 mm 小袋中，于温度为

（20±5）℃、相对湿度为（90±5）%环境下放置 7 d，
按照 GB/T 17671 进行水泥 3d 抗压试验。比较水泥：常

温、密封存放同款水泥 

3d 抗压强度比≥
85% 

 

4 GB 9774—2010 

600 g 水泥置于 250 mm×150 mm 小袋中，于温度为

（20±5）℃、相对湿度为（90±5）%环境放置 7 d，按

照 GB/T 17671 进行水泥 3d 抗压试验。比较水泥：常温、

密封存放同款水泥 

3d 抗压强度比≥
85% 

新增小袋制作 
方法：GB 9774—
2010/附录 D/D.3.1

5 GB/T 9774—2010 同 GB 9774—2010 3d 抗压强度比≥
85% 

同 GB 9774—2010

6 GB/T 9774—2020 

600g 水泥置于 250mm×150mm 小袋中，于温度为

（20±5）℃、相对湿度为（80±5）%的环境下放置 7 d。
放置要求：小袋码垛堆放，码垛的 上部与 下部铺防

潮隔板，再用 2 000 g 物品压实，码垛不多于 10 包，按

照 GB/T 17671 进行水泥 3d 抗压试验。比较水泥：常温、

密封存放同款水泥 

3d 抗压强度比≥
85% 

新增小袋缝制处用

胶带封合；新增样

品放置要求；降低

养护湿度 

 
90%。GB/T 9774—2020 对养护条件进行优化，测试样

袋的实际接触潮湿环境的面积大大减少，样袋上下部

均有防潮板或码垛样袋，缝合边利用胶黏带封合，导

致水泥包装袋防潮性能测试结果较之前版本标准偏

高，因此，GB/T 9774—2020《水泥包装袋》中防潮性

能指标要求明显降低，防潮性能测试数据，见图 1。
尽管良好的透气性有助于实现水泥灌装自动化，有助

于实现水泥包装袋企业发展，但如何解决防潮性与透

气性这一对矛盾，如何确定更合理的防潮性能指标具

体要求，将是水泥包装袋防潮性能制修订的关键因素。 
 

 
 
图 1  20 批次水泥包装袋防潮性能测试结果统计 
Fig.1 Statistics of moisture-proof performance test  

results of 20 batches of cement packing bags 

5  结语 

随着修订后的国家标准 GB/T 9774—2020《水泥

包装袋》发布，我国水泥包装袋行业将迎来新一轮高

质量发展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良好的落

实，坚持弃缝改糊，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保持与国际

市场同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实现水泥包装全球一

体化。大力发展可降解、可回收的水泥包装材料，实

现绿色包装，尽早实现水泥进超市的愿望。标准已成

为国际产业竞争的重要制高点，应加大对水泥包装袋

国际标准对跟踪、评估与转化的力度，解决水泥包装

袋中防潮性与透气性的矛盾，制定更科学、更合理的

标准，把握住水泥包装市场竞争主动权，为我国水泥

包装行业健康、高速发展保驾护航，注入新的活力，

建立完善的绿色水泥包装袋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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