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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 包装、防护和贮存的一般要求和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拟用作精油容器的要求，提供了精油防护和贮存的一些通用要求和指南，规定了盛

装不同用途精油的容器材料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盛装不同用途精油（如食品用、药物用、日用调香和化妆品用、参考样品或测试样品、

工业原材料）的容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术语和定义。

ISO和IEC维持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在以下地址：

ISO： https://www.iso.org/obp

IEC： http://www.electropedia.org/

4 容器的组成

4.1 通则

精油被包装于容器内，根据容器的性质，不含引起产品的变质，保护精油不受外来因素的冲击。

一般来说，容器的材料对被包装的产品是惰性的，以防止对产品和包装材料的同时伤害。

4.2 盛出食品用精油的容器材料

4.2.1 玻璃

Ⅲ型玻璃（按药典标准称为钠钙玻璃）被推荐，它能保持精油的感官特性[1]。通常建议使用非光化

玻璃。

4.2.2 金属和合金

4.2.2.1 不锈钢

这些材料至少应含有 13%的铬。它们也可能含有镍和锰。此外，可能含有表 1 中一种或多种元素，

对每种元素的限量也作出规定[2]。

表 1 不锈钢容器中某些元素的最多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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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含量

钽 ≤1%
铌 ≤1%
锆 ≤1%
钼 ≤4%
钛 ≤4%
铝 ≤4%
铜 ≤4%

4.2.2.2 铝和铝合金

铝的纯度至少应为 99%。

杂质的总含量应不得超过 1%，它们的限量列于表 2 中[3][4][5]。

表 2 铝容器中杂质的最多含量

杂质 含量

铁＋硅 ≤1%
钛 ≤0.15%

铬、锌、铜、锰、镁、镍、锡 这些元素的每一个均≤0.1%
铅、铵、铍、存在的其它每个杂质 这些元素的每一个均≤0.05%

铜 质量分数在 0.10%~0.2%之间，其前提条件是

铬和锰的含量＜0.05%质量分数

在铝合金中，可能被加入的元素的质量分数（%），或作为杂质存在的元素应不超过下列表 3中的

值。

表 3 铝合金容器中杂质的最多含量

杂质 含量

硅 ≤13.5%
镁 ≤11%
锰 ≤4%
镍 ≤3%
铁 ≤2%
铜 ≤0.6%
锑 ≤0.4%
铬 ≤0.35%
钛 ≤0.3%
锆 ≤0.3%
锌 ≤0.25%
锶 ≤0.2%
锡 ≤0.1%

砷、钽、铍、铵、铅和存在的其它每个杂质 ≤0.05%，总量≤0.15%
遵循参考文献[3]条款 2和 3的铝或铝合金材料和制品的阳极化应在稀释槽中用下列酸或它们的混

合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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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

——磺萘马来酸；

——草酸；

——磷酸。

阳极层可用颜料或着色剂上色。但要执行接触食品的材料和产品的有关法规。（见条款 5）
期望实施一个必须的最终灌装操作，但例外的情况是在磷酸介质中经阳极化的或覆盖涂料（涂层

符合参考文献[3]条款 4）的铝或铝合金材料和制品。这一操作将这样来进行：

用含有 8 g/L 乙酸镍和 1 g/L 乙酸钴（或这两种盐中的一种达到其指定的最大浓度）的蒸馏水或

去矿化水来灌装容器。

所有的技术条件（尤其是温度维持的时间），将以这样的一种方法来选择：操作终了时，阳极化过

程中形成的氧化层因其天然孔隙度而失去吸收能力，并取得最佳惰性。

4.2.2.3 锡

这一材料应至少含有 97 %的锡（用偏锡酸计），含铅量不超过 0.5%或含砷量不超过 300 mg/kg[6][7]。

4.2.2.4 铜、锌、镀锌铁

除了蒸馏过程，精油与这些材料无直接的接触[6]。

4.2.3 聚合物：塑料和清漆

在使用这些材料之前，应进行容器与内容物之间的兼容性测试[20]。

国家法规或国际法规已为这些材料设立了全球迁移限[9][10][11][12]。视情况而定，全球迁移限为 60
mg/kg或 10 mg/dm2（根据容器的形状和大小而定）。

只有那些列于国家法规或国际法规中的物质（这些物质中的某些也包括迁移限）才能被批准为塑料

的组分。

4.2.4 用非容器内涂层的陶瓷、玻璃熔接材料和搪瓷材料

关于这些物质材料释放出的铅和镉的量可采用国家法规或国际法规[8]。

4.3 盛装药用精油的容器材料

4.3.1 总则

与药用精油接触的材料或物质均不应使精油的组分造成察觉得出掺假或改变精油活性。

所有包装都要得到有关权威机构的批准。

注：这一权威性认可，构成药典的一个部分。

根据国家不同，适用于集装箱容器和包装的法规可能是不同的，这通常涉及到：

——药典的一般原则（欧洲[1]、美国[18]或日本[19]等）。药典中除谈其他问题之外，还专门指出在危

害可能出现的每种情况下，要研究容器和产品间的可能作用。

—— 如果没有特定或相关的药典，就参照国家标准或法规。

4.3.2 玻璃

采用 III型玻璃。其前提是其抗水解的能力符合药典标准。

在所有情况下，推荐使用有色的非光化玻璃。

4.3.3 金属和合金

这些材料应有与 4.2.2中描述的相同性质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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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塑料

这些材料通常在药典中描述。它们经过各种分析测试，特别是：

——鉴别试验；

——某些物质的测定，如抗氧化物单体残留量、抗紫外线剂、稳定剂、催化剂残留、重金属或芳香

族二胺类物质；

——对水或溶剂提取物控制等等。

4.3.5 用于容器内涂层的陶瓷、玻璃焊接材料和搪瓷材料

描述于 4.2.4中用于食用精油的材料的法规要求，也适用于清漆、搪瓷、陶瓷、玻璃焊接材料涂层。

4.4 日用调香和化妆品用精油的容器材料

所有前面列出的材料（见 4.2 和 4.3）都可以使用，其前提条件是它们不改变精油的组成，或不改

变精油的感官特性，如外观、颜色和气味。

不推荐使用铜和铁，因为它们是氧化的催化剂。

拟用于这里的塑料材料应先进行以下的试验：

——它们与二氧化碳、氧气、水蒸汽、日用香料的作用情况、渗透性等等;
——被包装产品的老化情况。

4.5 盛装参照样品或测试样品用精油的容器材料

拟盛装精油参照样品或测试样品的容器材料，只建议使用有色的非光化玻璃。

4.6 盛装作工业原料用精油的容器材料

建议使用有色的非光化玻璃，列于 4.2和 4.5中的所有材料也适宜用作盛装作工业用原料精油容器

的材料。

5 颜料或色素（着色剂）

如果拟用于盛装食品精油（4.2）或药品用精油（4.3）的容器是着色的，那么先决条件是所用的颜

料或着色剂应遵循法规要求，这类似于用作塑料添加剂的那些颜料或着色剂[16]。

它们应有较高的纯度，矿物元素的最高量示于表 4中。

表 4——颜料或着色剂中矿物元素的最高限量

矿物元素 最高限量

锑 ≤0.05%
砷 ≤0.01%
钡 ≤0.01%
镉 ≤0.01%
铬 ≤0.1%
铅 ≤0.01%
汞 ≤0.005%
硒 ≤0.01%

分析苯并—3，4—芘的一个方法在参照资料[17]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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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拟盛装精油容器的特点

6.1 类型

拟盛装精油的容器，在形状、性质和容量上可以有不同，它们应适合于使用。(下面的推荐涉及条

款 4中的材料）。

常常使用的容器类型如下：

——长颈瓶（flasks）；

——瓶子（bottles）；

——罐头（cans）；

——桶（barrels）：

——鼓（鼓，大桶）（drums）：

——槽（柜）（tanks）。

若鼓（drums）的容积等于或大于 200升（L），则应配备箍或模制加强肋。

6.2 容量

所用的容器的容量按用途而有不同。可以从几毫升（mL）至几千升。

6.3 盖子（塞头）

盖子材料，包括接口或螺旋状软木塞，对精油应是惰性的，要进行兼容性试验。

可用的材料是玻璃、锡、锡板、不锈钢、兼容的惰性塑料等。

没有经过前处理的软木塞不适宜使用，因为它有孔隙，也因为它含有蜡质和单宁，这些物质易溶于

精油中。

经前处理的软木塞可以使用，如果它与精油接触，其化学惰性可以得到证明。

盛装食品用精油或药品用精油的相同限制适用所于有类型的塞子而无任何限制。

塞子或盖子应尽可能坚固。关闭之后，容器得到密封保护，保证其不可侵犯性。

6.4 外部焊接

不管是什么容器，也不管内在的精油的目的地在哪里，锡和铅合金允许用作外部焊接，但也推荐使

用其他焊接手段，如电焊。

7 防护和贮存

7.1 防护

拟盛装精油的容器应是新的或处于良好状态，干净和干燥（用干蒸汽干燥），密闭性好。

如果容器曾作过其他用途，则应该保证容器不含有看来会改变精油质量的任何产物。

不是由有色非光化玻璃制得的玻璃容器应防止阳光照射。

容器不得充满，顶部留出一定的空间，这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该精油运输过程中温度的变化（一般说

来，根据容器的容量，顶部空间的大小约为容器容量的 5%至 10%）。在灌装精油时，精油和容器之间

的空间应充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

7.2 贮存

精油为可燃液体，应按其特殊的危害性，贮存于适当的地方。

注：本标准不包括运输。请参见有关危险物品贮存和运输的强制性国家法规或国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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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必要检查容器，不允许液体或气体有任何损失。

应当保护容器不发生偶然开裂。

精油应被贮存于遮阳、避热的地方，并保持温度恒定。

7.3 特殊情况

经涉事双方同意，这样的事可以发生，即仅对于运输，精油可有条件地包装于铝板或锡板容器内。

在这种的情况下，精油被倾析至有色非光化的玻璃容器内贮存。

任何容器，为倾析或取样而被打开之后，应马上塞紧，越紧越好。

如果从容器内要取出大量精油，剩下的精油应倒入一个较小的容器内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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