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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版印刷纸》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胶版印刷纸主要供平版（胶印）印刷机或其他印刷机印刷较高级彩色印刷品

时使用，适于印制单色或多色的书刊封面、正文、插页、画报、地图、宣传画、

彩色商标和各种包装品的纸，是目前印刷业中应用最多的纸种之一。纸面细腻平

滑，组织细致均匀，具有较好的印刷表面强度，抗水性好。 

胶版印刷纸也是我国重要党刊、中小学教材等主要印刷用纸之一，产品质量

备受消费者和用户关注。 

GB/T 30130-2013 《胶版印刷纸》自发布实施以来，在规范产品生产，确保

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GB/T 30130-2013 发布至今已有 7 年历史，

某些指标要求和当下市场需求的产品品质不匹配，需要进行修订。 

1) 印刷表面强度是胶版印刷纸非常重要的印刷性能指标，由于测试用标准

油墨的变更、印刷设备的高速化发展，印刷表面强度指标需要重新规定。 

2) 目前标准规定 D65 亮度≤90.0%，但市面上仍存在大量添加荧光增白剂的

纸张（D65 亮度＞90.0%）。且为了与 GB 40070-2021《儿童青少年学习

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要求保持统一性和协调性，D65 亮度指标需

要重新规定。 

3) 原标准定量规格不全面，需增加。 

4) 相比平滑度指标，本特生粗糙度更能反应纸张表面凹凸性能上的微观差

异，增加本特生粗糙度指标要求。 

因此，为了提升标准的适用性，需尽快对 GB/T 30130-2013 进行修订，以更

好地指导企业进行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减少贸易摩擦和纠纷，促进胶版印刷纸

行业的发展。2021 年上半年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修订 GB/T 

30130—2013 《胶版印刷纸》的申请，2021 年 7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

准下达了该修订计划，计划项目号：20212024-T-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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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工作过程 

2021 年 7 月，该标准计划项目下达以后，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微

信公众号、造纸标准服务网上征集标准起草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1 年 8 月～2022 年 2 月，起草小组完成了国内外标准、法规查找与对比分析、

市场反馈的胶版印刷纸的使用情况、印刷设备的更新情况调研。 

2022 年 3～4月，起草小组发文征集标准样品，共征集各类样品 42 个。 

2022 年 5 月～7 月，完成样品试验验证和数据处理工作，2022 年 8 月形成《胶

版印刷纸》草案。2022 年 9 月 7 日标准起草小组以视频会形式召开了标准研讨会，

会后形成《胶版印刷纸》（工作组讨论稿）。 

2022 年 10 月，公开征求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鉴于胶版印刷纸是我国重要党刊、中小学教材等主要印刷用纸之一，本次标准

修订充分考虑产品的特点、用途和使用群体。从保护中小学生的视力，满足印刷设备

的高速化、宽幅化的发展、提升产品质量安全、降低有害环境影响等方面修订技术指

标，体现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 

本次标准修订，技术内容主要包括物理性能指标。物理性能指标主要有：定量、

定量偏差、厚度、厚度允许偏差、厚度横幅差、D65 亮度、不透明度、吸水性、抗张

指数、耐折度（横向）、平滑度、本特生粗糙度、伸缩性(横向)、印刷表面强度、尘

埃度、交货水分。 

本标准是在 GB/T 30130-2013《胶版印刷纸》的基础上，结合征集的样品试验验

证结果及目前市场上的胶版印刷纸产品质量水平和印刷设备的发展水平修订而成。 

2 主要技术内容 

2.1 产品分类 

胶版印刷纸按产品质量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的主要质量差异体现在印刷性能方面，例如抗张指数、耐折度、平滑度、本特生粗糙

度、印刷表面强度、尘埃度等。起草小组将能够满足基本印刷使用需求的产品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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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品，把具备较好的印刷使用性能的产品定义为优等品，界于两者之间的产品定义

为一等品。 

胶版印刷纸分平板纸和卷筒纸。 

2.2 定量、定量偏差、横幅定量差 

定量是胶版印刷纸最基本的性能指标，与胶版印刷纸的许多性能密切相关，如：

抗张强度、不透明度等。GB/T 30130-2013《胶版印刷纸》（以下简称“原标准”）规

定了（60.0～200）g/m2 的常用定量范围，并分别给出了定量偏差，定量偏差未分等

级。定量负偏差过大易造成“缺斤短两”，损害下游客户的权益。 

横幅定量差也是影响印刷后道加工的重要指标，横幅定量不均一，会出现印刷摆

动、纸卷变形造成打皱、套印不准、断纸等印刷故障。 

本次修订将原标准的定量范围调整为（60.0～180）g/m²，由于市场上已出现了

其他定量纸张，增加定量规格：65.0g/m²、75.0g/m²、95.0g/m²、140g/m²、180 g/m2，

并将定量偏差划分等级。 

2.3 厚度、厚度允许偏差、厚度横幅差 

厚度是胶版印刷纸最基本的特性之一，也是影响纸张印刷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

原标准中厚度允许偏差未划分等级。 

横幅厚度差也是影响印刷后道加工的重要指标，横幅厚度不均一，也会造成打皱、

套印不准、断纸等印刷故障。 

同一张纸中厚薄不匀，在后续印刷过程中会出现：a.印刷压力不均匀，墨量转移

不均，画面容易有深浅。b.油墨干燥时间不同。c.反面画面易受墨色深浅局部干扰，

即“影过”。d.出现局部背印问题。 

不同纸张厚度不一，在后续印刷过程中会出现：a.书籍书背厚薄不一。b.印刷压

力变化，网点饱满度不同。c.折纸、送纸不顺，易停车。d.太厚易造成橡皮布损伤。 

厚度与定量密切相关，不同定量的纸张，有不同的厚度。 

本次修订将厚度指标根据不同定量进行规定，将厚度允许偏差划分等级。 

2.4 D65 亮度 

原标准指标名称为亮度（白度），为了与 GB/T 7974 方法标准中术语一致，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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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修订将指标名称改为 D65 亮度。 

D65 亮度是纸张的光学性能，旧标准规定 D65 亮度≤90.0%。但为了追求较好的

印刷效果，市面上仍存在大量添加荧光增白剂的纸张（D65 亮度＞90.0%）。荧光增白

剂能提高纸张的 D65 亮度，它的原理在于能激发入射光线产生荧光，使肉眼看到的

纸张更白、更亮。荧光增白剂是一种荧光染料，在造纸工业中加入荧光增白剂可以改

善纸的外观，使纸张洁白，并可以降低纸浆漂白的成本。造纸工业使用的荧光增白剂

绝大多数是二苯乙烯基类的水溶性增白剂。据权威机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造纸行业

中主要使用的荧光增白剂之一 BBU 荧光增白剂，对眼睛有刺激。虽然对人、动物和

生态等方面的没有明确指出其危害性，纸张中含有荧光增白剂会对消费者造成怎样的

健康影响缺乏相关的研究数据，但存在未知风险，大量使用对环保和身心健康没有好

处。纸张的 D65 亮度越高，意味着对光线的反射程度就越高，对眼睛的刺激性越大，

所以大量添加荧光增白剂的纸质学习用品，对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中小学生的视力产生

不利的影响。 

所以本次修订，根据胶版印刷纸的用途，将 D65 亮度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

于中小学生课业簿册的胶版印刷纸的 D65 亮度，一类是其他用途的胶版印刷纸的 D65

亮度。用于中小学生课业簿册的胶版印刷纸与 GB 40070-2021《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

近视防控卫生要求》国家标准中的中小学生课业簿册内芯纸张 D65 亮度的要求保持

统一性和协调性，规定为 55.0%～85.0%。为了保持与 GB/T 24999-2018《纸和纸板 D65

亮度最高限量》一致性，其他用途的胶版印刷纸 D65 亮度规定为≤90.0%。 

2.5 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是纸张的光学性能，是指光束照射在纸面上投射的程度，它是影响印刷

效果（质量）的重要指标。 

不透明度差，会出现：a.两面经印刷时，反面印刷颜色易造成图像偏色，印刷时

造成调色困难。c.两面经印刷时，图像、文字会互相干扰影响视觉效果。c.印刷成品

图像易透过。 

不透明度与纸张定量、所加的填料密切相关，不同定量的纸张，有不同的不透明

度。低克重纸张的不透明度的控制尤为重要。 

本次修订，根据不同的定量对不透明度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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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吸水性 

吸水性又称 Cobb 表面吸水质量，是纸张的吸收性能，反映的是一定条件下，规

定的时间内，单位面积的施胶纸张所能吸收水的质量，反应纸张的表面吸水能力。吸

水性是影响印刷/书写效果的重要指标，它又是纸张施胶度的一种测定方法。吸水性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纸张的书写性能，胶版印刷纸吸水性过高，书写会出现扩散、渗

透、洇纸现象，吸水性过低会导致印刷油墨干燥慢。 

根据试验验证情况，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7 抗张指数 

抗张指数是纸张的机械强度特性，是纸张很重要的性能指标。影响抗张指数最重

要的因素是纤维间的结合力及纤维自身强度。目前印刷设备在往高速化、宽幅化方向

发展，尤其对于卷筒式胶版印刷纸来说，抗张指数低，纸张在高速轮转机上印刷易断

纸，增加停机接纸次数，从而降低印刷效率。 

根据试验验证情况及胶版印刷纸的质量水平，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8 耐折度 

耐折度是纸张的抗张强度特性。是在一定张力条件下，经一定角度反复折叠而使

其断裂的折叠次数，单位是（双折）次。耐折度主要取决于纤维本身的强度。 

根据试验验证情况，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9 平滑度、本特生粗糙度 

平滑度、本特生粗糙度表征纸张的表面性能，是评价纸张表面凹凸程度的指标，

也是影响纸张印刷效果（质量）的重要指标。纸张平滑度好与印版或橡皮布接触紧密，

油墨转移均匀，印出的图文清晰。纸张的平滑度与纤维的组织情况、纸张的匀度、压

光整饰等因素有关。 

平滑度单位是 s，测定数值越大，纸张越平滑。本特生粗糙度单位是 mL/min，测

定数值越大，纸张越粗糙。 

根据试验验证情况：本次修订，平滑度要求未作调整；将本特生粗糙度划分产品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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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伸缩性 

伸缩性是纸张在浸水和干燥后纸张尺寸的相对变化，单位是%。一般以伸缩性来

衡量纸张的尺寸稳定性，尺寸稳定性是胶版印刷纸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标。印刷

用纸要求有一定的尺寸稳定性，使纸张在印刷过程中不致于产生很大变形，造成套印

不准的质量问题。 

根据试验验证情况，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11 印刷表面强度 

印刷表面强度是印刷性能的关键指标，单位是 m/s。它表示了纸张在印刷过程中

抗油墨分裂的能力，由于测试用标准油墨的变更、印刷表面强度需要重新规定。纸张

印刷表面强度低会造成掉粉、掉毛、起毛、糊版等现象发生，直接影响印刷速度和印

品质量。随着印刷设备的高速化发展，目前印刷后道加工性能对印刷表面强度要求只

增不减。 

根据试验验证情况，本次修订，加严优等品要求。 

2.12 尘埃度 

尘埃度是纸张的外观质量，单位是个/m2。是指肉眼可见与纸面颜色有显著区别

的黑点、黄点、深黄点、黄棕点或棕色点等杂质，是影响使用的外观缺陷。 

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13 交货水分 

水分是纸张的化学性能，纸张水分是指纸中的含水量，用百分数表示。纸张的含

水量对印刷、印后加工、产品储存、产品使用过程起着重要作用。纸的水分随环境中

相对湿度变化而变化。纸张水分直接影响纸张的伸缩性，纸张水分过大会减缓油墨的

干燥、降低纸张的抗张强度和印刷表面强度。纸张水分太小纸张发脆、容易产生静电、

导致印刷双张和空张现象。 

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14 尺寸偏差 

规格尺寸是产品的特征参数，也是产品包装标识的重要信息。尺寸负偏差过大易

造成“缺斤短两”，损害下游客户的权益。印刷设备的宽幅化发展，也要求纸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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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要小。尺寸偏差还可以反映生产企业的生产水平。 

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15 偏斜度 

该指标反映了平板纸张的偏斜程度，也能够体现生产企业的生产水平。印刷设备

的高速化、宽幅化发展，对纸张的偏斜度的要求只增不减。 

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16 外观质量 

胶版印刷纸的纤维组织应均匀，纸面应平整，不应有褶子、皱纹、残缺、破洞、

透光点、裂口、各种斑点、砂子、硬质块、明显毛布痕、鱼鳞斑、透射光可见的针孔

及掉粉掉毛现象。 

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17 色差 

每批胶版印刷纸色泽应一致，不应有明显差别，同批纸的色差 应不大于 2.0。 

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18 接头 

卷筒纸每卷接头应不超过 3 个，但优等品不应超过 1 个。接头处应粘牢，且接头

处应有明显标志。 

本次修订，该指标未作调整。 

2.19 检验规则 

本次修订，调整交货数量。 

2.20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次修订，未作调整。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 

本次标准修订主要对定量、厚度、厚度横幅差、D65亮度、不透明度、吸水性、

抗张指数、耐折度、平滑度、本特生粗糙度、伸缩性、印刷表面强度等进行了试验验



 

8 

 

证，验证结果如下。 

1 定量 

本次修订，征集了 42 个胶版印刷纸产品，征集的样品标称定量在（60.0～180）

g/m²之间，＜100g/m2 的产品有 25 个，≥100g/m2 的产品有 17 个。定量试验验证结

果见表 1，分布图见图 1。 

表 1 定量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定量(g/m²) 试样编号 定量(g/m²) 

1 59.8 22 70.2 

2 69.3 23 79.9 

3 79.9 24 99.9 

4 89.4 25 70.3 

5 101 26 60.4 

6 119 27 60.7 

7 64.6 28 79.7 

8 75.2 29 101 

9 94.7 30 99.4 

10 110 31 119 

11 68.0 32 119 

12 77.8 33 139 

13 59.6 34 140 

14 69.9 35 141 

15 79.9 36 143 

16 99.0 37 140 

17 71.4 38 141 

18 81.8 39 144 

19 67.9 40 135 

20 69.7 41 181 

21 80.2 42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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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定量检验结果分布 

从验证结果来看，最终确认胶版印刷纸定量范围为（60.0g/m²～180g/m²），新增

定量 65.0g/m2，75.0 g/m2，95.0 g/m2，140 g/m2，180 g/m2。 

2 定量偏差 

本次修订对 42 个胶版印刷纸的定量偏差进行分析，定量偏差试验验证结果见图

2。 

 

图 2  定量偏差检验结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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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征集样品的定量偏差均在±4.0%以内，考虑到征集样品档次较高，也为了将产

品差异化，起早小组决定将胶版印刷纸定量偏差规定为：优等品±3.5%，一等品±4.0%，

合格品±5.0%。 

3 厚度 

原标准原有定量的厚度值保持不变，根据试验验证数据，规定新增定量厚度标准： 

定量/ g/m2 60 65 70 75 80 90 95 100 110 120 140 150 180 

厚度/μm 75 82 88 94 100 110 115 122 134 144 161 180 205 

4 厚度允许偏差 

为了将产品厚度差异化，起草小组将厚度允许偏差划分等级，规定为： 

优等品±8%，一等品±9%，合格品±10%。 

5 厚度横幅差 

本次修订对编号（1～25）号胶版印刷纸的厚度横幅差进行测定，试验验证分布

见图 3。 

 

图 3  厚度横幅差检验结果分布 

可见厚度横幅差≤6.0%，纸样占比 100%。因此原规定是适宜的，本次修订该指

标未作调整，保持≤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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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65 亮度 

D65 亮度（A/B 面）试验验证结果见表 2。 

表 2 D65 亮度（A/B 面）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D65 亮度(%) 试样编号 D65 亮度(%) 

1 102.2/102.0 22 100.5/100.4 

2 101.8/101.4 23 99.9/99.5 

3 101.9/101.6 24 99.8/99.7 

4 101.8/101.5 25 80.2/80.3 

5 102.0/101.8 26 97.4/97.4 

6 101.7/101.6 27 98.2/98.2 

7 101.8/101.6 28 98.7/98.6 

8 101.7/101.3 29 99.2/99.1 

9 101.0/100.8 30 96.8/96.0 

10 102.0/101.8 31 98.9/98.9 

11 102.1/102.1 32 96.0/95.4 

12 101.9/101.5 33 97.9/97.2 

13 105.5/105.4 34 96.0/95.5 

14 105.3/105.3 35 106.0/105.3 

15 104.4/104.4 36 101.2/101.1 

16 104.9/105.1 37 102.0/101.6 

17 104.8/104.5 38 99.5/98.9 

18 105.4/105.1 39 104.9/102.9 

19 82.7/82.7 40 95.8/95.3 

20 80.8/80.6 41 97.7/97.3 

21 81.5/81.5 42 97.8/96.9 

D65 亮度（A/B 面）试验数据分布，见图 4，分析见图 5： 

 

图 4  D65亮度（A/B 面）试验结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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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D65亮度（A/B面）试验结果分析 

42 个样品中有 90.5%的纸样 D65 亮度在 90.0%～110%之间。为了使 D65 亮度相

关国家标准统一、协调，并推动引导“绿色健康”胶版印刷纸纸张市场，本次修订根

据胶版印刷纸的用途，将 D65 亮度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于中小学生课业簿册的

胶版印刷纸的 D65 亮度，一类是其他用途的胶版印刷纸的 D65 亮度。用于中小学生

课业簿册的胶版印刷纸与 GB 40070-2021《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国家标准中的中小学生课业簿册内芯纸张 D65 亮度的要求保持一致，规定为 55.0%～

85.0%。为了保持与 GB/T 24999-2018《纸和纸板 D65 亮度最高限量》的统一性和协

调性，其他用途的胶版印刷纸 D65 亮度规定为≤90.0%。 

7 不透明度 

本次修订，对 42 个胶版印刷纸对不透明度进行了测定，试验验证结果见表 3。 

表 3 不透明度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不透明度(%) 试样编号 不透明度(%) 

1 88.7 22 93.5 

2 92.1 23 95.8 

3 94.1 24 97.9 

4 96.0 25 88.1 

5 96.9 26 90.1 

6 98.4 27 91.3 

7 91.2 28 95.2 

8 94.1 29 97.4 

9 96.7 30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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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7.8 31 98.6 

11 91.3 32 98.6 

12 94.3 33 98.9 

13 88.6 34 99.2 

14 92.9 35 99.1 

15 95.3 36 98.6 

16 97.3 37 98.1 

17 93.1 38 99.3 

18 95.2 39 97.9 

19 89.7 40 98.5 

20 89.1 41 99.7 

21 91.4 42 99.6 

经过试验验证数据，发现征集样品的不透明度水平整体偏高，考虑到所征集样品

的档次较高，结合试验验证情况，起草小组决定原有定量不透明度保持原标准，对新

增定量 65.0g/m2，75.0 g/m2，95.0 g/m2，140 g/m2，180 g/m2 的不透明根据试验验证

结果进行适当规定： 

定量 g/m
2
 60.0 65.0 70.0 75.0 80.0 90.0 95.0 100 110 120 140 150 180 

 

不透明度%  

≥ 

优等品 82.0 83.0 84.0 85.0 86.0 88.0 90.0 92.0 94.0 96.0  

96.0 

 

96.0 

 

96.0 一等品 78.0 78.0 82.0 83.0 84.0 86.0 88.0 90.0 92.0 94.0 

合格品 76.0 76.0 80.0 81.0 82.0 84.0 86.0 88.0 90.0 92.0 

8 吸水性 

本次修订，对 42 个胶版印刷纸吸水性（A/B 面）进行了测定，试验验证结果见

表 4。 

表 4 吸水性（A/B 面）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吸水性(g/m²) 试样编号 吸水性(g/m²) 

1 24.7/27.3 22 20.1/20.6 

2 21.6/22.2 23 20.9/22.0 

3 32.2/31.4 24 21.9/21.1 

4 31.3/33.7 25 23.0/21.7 

5 31.1/40.6 26 24.0/23.2 

6 25.8/23.3 27 23.2/22.4 

7 25.3/28.1 28 23.0/22.5 

8 24.4/29.4 29 21.2/21.3 

9 57.1/85.5 30 21.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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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3.5/23.3 31 22.8/23.2 

11 26.5/25.8 32 21.4/21.3 

12 22.4/23.4 33 23.2/23.3 

13 23.8/26.2 34 20.4/20.8 

14 25.3/25.2 35 23.1/23.4 

15 23.9/27.9 36 35.3/23.0 

16 23.7/23.1 37 20.0/20.2 

17 22.3/22.4 38 25.6/22.4 

18 21.2/21.9 39 25.8/25.4 

19 37.3/40.3 40 18.4/18.1 

20 24.5/20.3 41 22.6/21.0 

21 25.4/23.2 42 21.4/21.8 

 

 图 6   吸水性（A/B 面）试验结果分析 

42 个样品中有 95.2%的样品吸水性在 20.0s～45.0s 之间，原标准中该指标的规定

是适宜的。因此本次修订，该指标不作调整。 

吸水性是按照 GB/T 1540《纸和纸板 吸水性的测定 可勃法》，用可勃吸收性试

验仪（平压式，见图 7），吸水时间采用 60s，试验使用去离子水，并确保水温与环境

温度保持一致，即（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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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可勃吸收性试验仪（平压式） 

9 抗张指数 

本次修订，对 42 个胶版印刷纸抗张指数进行了测定，验证结果见表 5。 

  表 5 抗张指数（纵横平均/纵向）试验结果(单位 N‧ m/g) 

试样编号 纵横平均/纵向 试样编号 纵横平均/纵向 

1 38.5/59.6 22 42.6/67.0 

2 39.0/54.2 23 42.9/67.0 

3 35.3/53.3 24 38.4/60.8 

4 33.0/48.5 25 44.0/67.8 

5 32.3/45.4 26 36.1/48.3 

6 28.3/38.3 27 40.1/51.9 

7 38.9/58.5 28 37.2/48.2 

8 33.1/48.3 29 36.2/48.1 

9 33.4/49.0 30 30.2/38.9 

10 30.2/42.9 31 35.3/44.8 

11 42.0/64.5 32 28.8/39.7 

12 35.9/53.7 33 29.6/39.5 

13 44.4/64.9 34 28.9/37.7 

14 41.1/61.1 35 41.0/55.1 

15 36.5/54.2 36 46.3/50.6 

16 39.8/45.5 37 42.3/56.4 

17 48.2/62.1 38 28.8/36.3 

18 36.5/54.8 39 37.8/49.9 

19 37.6/55.9 40 39.7/54.9 

20 37.4/57.0 41 24.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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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7.8/59.1 42 26.1/34.0 

定量＜100g/m2 的产品，抗张指数（纵横平均）试验验证结果见图 8，分析见图 9。 

 

图 8 ＜100g/m2 抗张指数/N‧ m/g （纵横平均）数据分布 

 

图 9  ＜100g/m2 抗张指数/N‧ m/g （纵横平均）数据分析 

定量＜100g/m2 的产品，抗张指数（纵向）试验验证结果见图 10 



 

17 

 

 

图 10  ＜100g/m2 抗张指数/N‧ m/g 纵向 试验数据分布 

根据试验验证结果，发现征集样品＜100g/m2 的抗张指数水平整体偏高，考虑到

征集样品档次较高，起草小组决定保持＜100g/m2 纸张的抗张指数不变。 

≥100g/m2 的产品，抗张指数（纵横平均）试验验证结果见图 11，分析见图 12。 

 

图 11  ≥100g/m2 抗张指数/N‧ m/g （纵横平均）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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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00g/m2 抗张指数/N‧ m/g 纵横平均数据分析 

≥100g/m2 的产品，抗张指数（纵向）试验验证结果见图 13 

 

图 13  ≥100g/m2 抗张指数/N‧ m/g 纵向 试验数据分布 

根据试验验证结果，发现征集样品≥100g/m2 的抗张指数水平整体偏高，考虑到

征集样品档次较高，起草小组决定将≥100g/m2 抗张指数保持不变。 

10 耐折度 

本次修订，用肖伯尔法对 42 个胶版印刷纸对耐折度（横向）进行了测定，试验

验证结果见表 6，分布见图 14。 

表 6 耐折度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耐折度(次) 试样编号  耐折度(次) 

1 4 22 7 

2 4 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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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4 5 

4 4 25 7 

5 7 26 8 

6 8 27 15 

7 6 28 11 

8 5 29 12 

9 6 30 7 

10 5 31 12 

11 5 32 6 

12 5 33 10 

13 7 34 7 

14 6 35 23 

15 5 36 97 

16 6 37 22 

17 6 38 12 

18 5 39 18 

19 6 40 14 

20 5 41 8 

21 5 42 7 

 

图 14  耐折度（横向）试验数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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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耐折度（横向）试验数据分析 

试验验证结果分析见图 15。本次修订，耐折度（横向）指标不作调整。 

保持：优等品≥12 次，一等品≥8 次，合格品≥5次。 

低于 5 次的企业需要调整工艺改善耐折度指标。 

11 平滑度 

本次修订，对 42 个胶版印刷纸对平滑度（A/B 面）及平滑差进行了测定，验证

结果见表 7，数据分布见图 16。 

表 7  平滑度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平滑度(s)     正反平滑差/% 试样编号 平滑度(s)      正反平滑差/% 

1  33/41            20 22 51/58             12 

2 33/39            15 23 61/42             31 

3 31/39            21 24 31/49             37 

4 31/36            14 25 26/42             38 

5 26/34            24 26 39/41              5 

6 47/38            19 27 69/74              7 

7 22/26            15 28 46/48              4 

8 27/30            10 29 59/57              3 

9 23/23             0 30 44/43              2 

10 23/22             4 31 42/42              0 

11 39/37             5 32 41/42              2 

12 26/33            21 33 43/40              7 

13 38/42            10 34 43/4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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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0/43             7 35 16/17              6 

15 36/41            12 36 30/31              3 

16 38/40             5 37 37/39              5 

17 36/39             8 38 35/25             29 

18 37/39             5 39 37/43             14 

19 43/36            16 40 26/28              7 

20 40/56            29 41 39/40              2 

21 24/36            33 42 38/36              5 

 

图 16  平滑度（A/B 面）试验数据分布 

根据试验验证结果可见 A/B 面数据稍有差别，但是 A/B 面数据分布区间基本一

致，试验验证结果分析见图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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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平滑度（A面）试验数据分析 

 

图 18  平滑度（B面）试验数据分析 

起草小组决定将平滑度（正反面均）保持为：优等品≥30s，一等品≥25s，合格

品≥20s。 

正反面平滑差数据分析见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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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平滑度正反面差试验数据分析 

根据试验验证结果，将平滑度（正反面差）保持：优等品≤25%，一等品≤30%，

合格品≤35%。 

12 本特生粗糙度 

由于本特生粗糙度更能反应出纸张表面凹凸程度在微观上的差异性，本次修订增

加本特生粗糙度指标要求，起草小组对纸样进行本特生粗糙度（A/B 面）检测，试验

验证结果见表 8，分布见图 20。 

表 8  本特生粗糙度（A/B面）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本特生粗糙度（mL/min）      试样编号 本特生粗糙度（mL/min）       

1  139/143            14 130/125 

2 143/135     15 129/139 

3 169/139 16 126/127 

4 163/155 17 134/126 

5 156/175 18 141/127 

6 96/85 19 138/142 

7 284/242 20 160/114 

8 197/220 21 242/150 

9 232/264 22 147/94 

10 271/285 23 93/145 

11 143/157 24 18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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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87/150 25 263/159 

13 138/146   

 

图 20 本特生粗糙度（A/B面）试验数据分布 

试验验证结果分析见图 21/22。 

 

图 21 本特生粗糙度（A面）试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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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本特生粗糙度（B面）试验数据分析 

根据试验验证结果可见 A/B 面数据稍有差别，但是 A/B 面数据分布区间基本一

致。根据试验验证数据，将本特生粗糙度（正反面均）规定为优等品≤150 mL/min，

一等品≤200 mL/min，合格品≤350 mL/min。 

13 伸缩性 

本次修订，对编号（1～25）胶版印刷纸的伸缩性（横向）进行了测定，试验验

证结果见表 9。分布见图 23。 

表 9   伸缩性（横向）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伸缩性(%) 试样编号 伸缩性(%) 

1 2.0 14 2.0 

2 1.9 15 1.9 

3 1.8 16 2.1 

4 2.1 17 1.8 

5 4.2 18 1.7 

6 1.3 19 2.6 

7 1.7 20 2.2 

8 1.7 21 2.2 

9 1.7 22 2.5 

10 1.9 23 1.9 

11 3.0 24 2.0 

12 2.0 25 2.2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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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伸缩性（横向）试验数据分布 

 

  图 24 伸缩性（横向）试验数据分析 

试验验证结果分析见图 24，可见原标准中伸缩性指标规定是适宜的，伸缩性（横

向）不作调整，保持≤3.5%。 

14 印刷表面强度 

本次修订，对 42 个胶版印刷纸使用 QB/T 1020 规定的标准拉毛油，采用中粘油

墨，按照 GB/T22365-2008 中 IGT 印刷试验仪（电动式）法进行。对印刷表面强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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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测定，验证数据见表 10，数据分布见图 25。 

表 10  印刷表面强度（A/B面）试验结果 

试样编号 印刷表面强度(m/s) 试样编号 印刷表面强度(m/s) 

1 - 22 1.48/1.48 

2 1.32/1.28 23 1.92/1.76 

3 1.84/1.84 24 2.04/1.80 

4 1.64/1.40 25 2.12/2.92 

5 1.72/1.88 26 1.90/2.80 

6 1.52/1.28 27 1.80/2.10 

7 1.68/1.60 28 3.20/3.20 

8 1.48/1.68 29 2.70/2.10 

9 1.84/2.00 30 2.00/1.50 

10 1.52/1.52 31 3.20/3.20 

11 1.56/1.48 32 2.20/1.70 

12 1.48/1.44 33 2.80/2.50 

13 1.64/1.64 34 2.20/2.10 

14 1.72/1.68 35 2.70/2.50 

15 1.84/1.36 36 2.50/2.40 

16 1.72/1.68 37 2.50/2.30 

17 1.80/1.88 38 3.20/1.90 

18 1.92/1.84 39       3.00/1.90 

19 1.68/1.96 40 2.36/2.64 

20 1.24/1.56 41 2.40/2.20 

21 1.96/2.24 42 2.40/2.20 

 

图 25 印刷表面强度（A/B面）试验数据分布 



 

28 

 

试验验证结果分析见图 26、27，印刷表面强度 A/B 面数据分布区间基本一致。 

 

 图 26 印刷表面强度 A面  试验数据分析 

 

图 27 印刷表面强度 B面  试验数据分析 

通过试验验证数据，发现征集样品的印刷表面强度水平整体偏高，考虑到征集样

品档次较高，起草小组决定适当提高印刷表面强度优等品要求，一等品、合格品不变，

修订前后印刷表面强度要求： 

指标名称 版次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印刷表面强度 

（正反面均）    ≥ 

卷筒 
2013版标准 1.5 1.0 0.8 

本次修订 1.6 1.0 0.8 

平板 
2013版标准 1.0 0.8 0.6 

本次修订 1.2 0.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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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尘埃度和交货水分 

本次修订，尘埃度和交货水分标准值未作变化。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该标准的修订，将进一步提高标准的适用性，推动造纸行业和印刷行业的健康发

展。另外，本次修订对部分指标进行了提升，并将 D65亮度指标按照使用用途划分为

两类，对提升产品质量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保护中小学生用眼健康。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由于我国胶版印刷纸行业生产水平的提

升，国内胶版印刷纸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因此本标准的优等品相当于国际先

进水平。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该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该标准规定了胶版印刷纸的物理性能要求，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即可。 

（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等内容） 

该标准发布后，建议组织标准宣贯，推动标准的实施，该产品涉及企业较多，建

议发布后过渡 6 个月实施，给企业充足的时间调整生产工艺，为新标准的实施做好准

备。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代替 GB/T 30130—2010《胶版印刷纸》，过渡期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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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