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木竹包装制品

木包装制品的生产历史悠久，量

大面广。由于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涌

现，近 20 年来，逐步被其他材料的容

器所代替。在大、中城市中尤为明显。

但在出口贸易品、钢铁制品、机电产品

和军工产品包装中，仍广泛使用。民间

有用木板拼制成桶，刮油灰(桐油石

灰)，施以土漆防渗漏，亦保护木质免

受腐烂，用以盛装液体商品。同时，在

边远的县城和广大农村，木制包装容

器和材料仍然拥有市场。

木制品包装的品种有军用枪箱、

弹药箱等，用于出口的有五金工具箱、

猪棕箱、棕刷箱等，用于内销有衡器、

仪器、仪表箱等。木包装制品 1983 年

总消耗量 43488 立方米，占全省二轻

系统木材总消耗量 197720 立方米的

22 % 。锯材消耗量 6670 立方米 ，占全

省二轻锯材总耗量 33357 立方米的

20 % 。年产木箱 94．24万个。

四川盛产竹子，自古以来善用竹

篾编制包装容器，亦有以竹篾编成篓

状，内外裱糊皮纸，用桐油反复刷制而

成，盛装液体、半流体商品。60年代以

前，泸州的酒，资阳、郫县的豆瓣，川西

平原的菜油等名特优食品多用竹篓包

装。70 年代前，四川涪陵榨菜的大宗

包装仍以土陶大坛作容器，装入榨菜

后用泥封口以保质。为避免或减少在

堆码、仓储、尤其在长途运输过程中碰

撞破碎，再用楠竹破片编制外筐，起到

便于人工装卸、缓冲、抗压、防震作用。

以竹代木的胶合板经热压成型后，也

是良好的包装材料，其韧性好，耐冲

击、耐戳穿，可锯可钉，用于制作大型

及各型运输包装箱。竹压胶合板除用

于建材、少数用于家具外，相当数量用

于包装，1983 年产 19．8 万张。



1983 年，全省二 轻工业系统 共生

产竹篓、竹篾包 34．72 万 件，竹制包装

4．85 万 个。此 外，还生产藤包装 0．21

万 个，捆 扎 绳 554．723 吨，草 绳 0．50

万 斤，麻 袋 40．36 万 条，包装布 110 万

米。

二、纸包装制品

(一)纸箱

1957 年，成都市装潢生产合作二

社(现成都新华包装厂)开始用木模工

制作瓦楞纸。当年下半年，重庆红旗

纸箱厂购回瓦楞滚筒机一台，采用杠

炭直接加热，用人力搬动用齿轮的滚

筒压制瓦楞纸，生产喇叭盒、幻灯片

盒、拉手盒等产品；1958 年开始投产

瓦楞纸箱，用于香烟的运输包装。接

着，成都包装杂件厂(现工贸合营成都

红旗纸箱厂)于 1960 年初开始手工生

产瓦楞纸箱，1964 年试制牛皮箱板纸

瓦楞箱成功。仍用手工操作，年产约一

万个，是四川省出口苹果首次改木箱

为纸箱包装。

60 年代中期，四川省内的主要纸

制品企业因国民经济的复苏而相继发

展起来。重庆、成都、自贡、内江、万县、

涪陵、南充、宜宾、绵阳、乐山等地均有

规模不等的单机生产瓦楞纸箱企业 。

纸箱生产的技术要求不很高，投资小，

见效快，一般是单机手工操作，且能

解决部分劳动就业，因此，新建、转产、

扩建均较灵活。如达县市纸箱厂，于

1975 年由文具和制绳两个手工业合

作社合并后转产生产瓦楞纸箱。经过

曲折发展，1985 年生产瓦楞纸箱 560

万个，产值达 787 万元 ，实现利润

30．6万元，创该厂历来最好水平。

生产瓦楞纸箱的瓦楞原纸，也称

瓦楞蕊纸，重量在120～200克之间的

轻板纸。经过高温、扎楞滚筒压出凹

槽，经粘合剂裱糊在两层衬纸之间，起

缓冲和支撑重力的骨架作用，与箱板

纸粘合后成瓦楞纸板，即箱板纸。经压

楞、切边、折叠、钉钉成箱。黄板纸，俗

名马粪 纸，以稻、麦草为主要原料，是

普通纸板耗量最多的。经与瓦楞蕊纸

粘合后成箱板纸，供制作瓦楞纸箱用。

其工艺流程：备料(衬纸、纸板瓦楞原
纸)→加热加压→过胶粘合→粘合纸

板→切压痕→烘干(或自然干燥)→印

刷→钉箱→上光油→入库。大多数纸

箱生产企业是单机操作半机械化。为

提高生产效率，将单机组合成一条纸

箱生产线，主要设备有瓦楞滚筒机、胶

水机、分纸机、切纸机、压痕机、冲半圆

机、订箱机、烘干机等 。

四川省瓦楞纸箱生产的粘合剂主

要有两大类，普遍采用的泡花硷，学名

硅酸钠(Na2Sio3)，是用石英砂与纯硷

混合在 1200℃高温炉中熔成液体后

冷却成结晶体，生产使用时，兑水加热

溶解；淀粉粘合剂采用玉米、薯类或野

生植物等原料配置而成，利用微生物

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霉而起催化作



用，使淀粉颗粒澎涨发生化学反应，调

入适量的烧硷、硼砂、苯酚等加热制

成。

1984 年，成都人民纸箱厂、达县

纸箱厂等先后购回上海产的瓦楞纸箱

生产线，改平板纸为滚筒纸，仍为半机

机械化生产。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

产效率，保证了产品质量。1985 年，工

贸合营成都红旗纸箱厂引进台湾产瓦

楞纸箱生产线，1986 年正式投产，幅

宽 1．6 米，年生产能力 12000 平方米，

实现瓦楞纸箱生产的机械化。

常用的箱型有：规则开槽箱(省

料，能为大多数商品使用)、迭盖开槽

箱、中心特殊开槽箱、全迭盖开槽箱

等，还可根据商品需求，制作其他箱

型。纸箱品种分小型、中型、大型 3 种，

区分是按照纸箱的外体积长、宽、高尺

寸之和确定。1000 毫米以下为小型

箱，1000～1500 毫米为中型，1500 毫

米以上为大型箱。

纸箱，广泛地为外贸出口的丝绸、

纺织品、五矿产品(此泛指有色金属及

黑色金属的矿产品及金属制品)、化工

产品、机械电子、各种水果、肉类罐头、

工艺美术品等的包装服务配套。为内

销 产品糖果、饮料酒类、茶叶香烟、电

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风扇、针纺织

品、服装帽鞋、玻璃制品、陶瓷制品、五

金制品、中西药材以及日用百货的包

装服务。西昌纸箱厂长年为西昌卷烟

厂供应瓦楞纸箱，自贡市纸箱厂为兵

器工业部长庆电冰箱制作纸箱包装，

宜宾市纸箱厂为五粮液提供外销和内

销用的纸箱，南充纸箱厂为南充地区

的丝绸和土特产品出口服务 。

纸箱行业主要分布在经济和工业

较发达的成、渝两市，成都红旗纸箱厂

和重庆红旗纸箱厂(1983 年划归重庆

市包装公司)主要担负全省出口商品

的运输包装任务。自贡市纸箱厂、万

县市纸箱厂和南充市纸箱厂也担负了
部分川南、川东和川北的五金化工制

品、罐头食品和水果、丝绸的出口包

装。开江台虎钳厂是四川省工具五金

的出口基地，1985 年投产的瓦楞纸箱

生产线，年产 6．2 万个纸箱，约 80 %

供自身产品出口包装用。

(二)纸盒

纸盒，分裱糊盒和折叠盒两大类。

裱糊盒多为手工操作，有较好的强度

和漂亮的外观，若外裱锦缎绫罗，则显

华贵。多用于金银首饰、古玩、字画、化

妆品、文房四宝的包装。1920 年，郑次

清在成都创办的“诗婢家”字画装裱

店，多用高档裱糊纸盒盛装。1949 年

前，常采用马粪纸(黄板纸)裱糊绸、缎

或其他纸张后，制作帽盒、古玩、首饰

等的包装盒。1949 年后，成都市水印

工艺厂曾为国家和省级领导人出访国

外礼品制作过裱糊包装盒。一般的裱

糊盒多采用黄板纸作盒体，外裱胶板

纸或铜板纸。大型的纸盒则采用强度

高的箱板纸，外裱印刷精美的板纸。折



叠纸盒应用在销售包装上占有很大比

重，材料选用进口或国产的白板纸、铜

板卡纸等，规格一般为 787×1092 毫

米，克重有 200～600 克等 10个规格。

纸质平滑洁白，具有较好的挺力，适宜

多色套版印刷。经印刷、压钢刀线后，

用手工折叠、粘合成型。折叠盒能提供

有效的容积，方便销售和携带。在未成

型前可折叠堆放而节省运输体积和仓

储空间。生产量大且成本较低，因而使

用十分广泛。四川名酒五粮液、泸州老

窖、郎酒、全兴、剑南春、沱牌酒，以及

大量的川酒果酒、西药、中成药、日化

产品、香烟、服装、食品糖果、玩具等的

包装，均采用折叠纸盒。档次的高低取

决于设计的水平、材料的选用和印刷

质量。一些易碎商品，如针剂、口服保

健品、中高档酒类、医药器械、精密仪

器表等，单层纸板难以承受挤压，将一

层细瓦楞裱糊在内层纸板上，以增强

韧性和减少缓冲。

折叠纸盒根据外表区分，有直型

纸盒和托盘纸盒两种。成型纸盒呈管

状，因折叠方式不同分为对折式、逆折

式、封底式、锁底式 4 种；托盘纸盒又

有天地盖和摇盖两种。

(三)纸袋与纸桶

纸袋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宜宾市，

1984 年产值达 3972 万元，占全省二

轻系统牛皮纸袋生产总值 4394 万元

的 90．4 %。牛皮纸袋供峨眉水泥厂、

江油水泥厂以及其他包装建材水泥

用。宜宾纸袋一厂还回收废旧纸袋重

新打浆，加入填料，适量渗合新浆，脱

水后进水印辊，经干燥后卷在纸机上

卷纸，供制袋时兼搭使用。不漂白的

牛皮纸质较粗、多孔、拉力强度好，有

一定的抗水性，纸质耐折不脆。牛皮纸

的多孔性可提高灌装速度 ，特别是包

装粉状产品(如水泥)时，可取代袋中

的空气。在运输、装卸和堆码过程中，

受潮、破包、散包时有发生，因此生产

纸袋过程中，涂塑聚氯乙烯改善耐水、

防潮性能；内层复合塑料编织袋减少

破损，但在回收中，纸塑复合后不易分

离，给再利用造成困难。

80 年代初，彭县包装厂在成都市

外贸部门的支持下，研制卡纸圆桶并

投入生产，年产约 2 万个，用于药品

出口包装。1984 年，荣县包装装潢厂

购置北京包装纸桶生产线，生产复合

纸桶。



一、玻璃、陶瓷包装制品

玻璃包装制品。清末，重庆已有玻

璃器皿，以日用品为主，也有糖缸面

世。1984 年，四川二轻系统有 9个从

事玻璃包装制品的企业，总产值 737

万元，总产量 6476．12 万个。主要产品

有安培瓶、日用化工包装瓶、化学工业

包装瓶、酒类、饮料包装瓶等。

陶瓷包装制品。1984 年 9月 ，荣

昌工艺陶厂在手拉胚成型的基础上，

改建机压成型生产线。1985 年 10月

正式投产，使该厂陶制酒瓶达到标准

化生产。四川省二轻系统中，现无专业

从事陶瓷包装生产的企业，多在工艺

美术陶瓷企业中兼生产包装容器，极

少成为定型产品投入批量生产。邛崃

美术陶厂、大竹工艺美术陶瓷厂、荣昌

工艺陶厂、隆昌工艺美术陶厂等企业

都先后生产过瓶、杯、罐等包装制品。

二、金属包装制品

四川二轻系统金属包装企业共

13 个，1984 年总产值 1342 万元，总产

量 71．68 万个(只)，主要为 化工、食

品、农副产品配套金属包装听、盒、桶。

重庆包装桶厂生产的包装钢桶，产品

有 5～200 升闭口、开口、中口、缩口钢

桶 4 大类、25 个品种。有烤漆和内喷

塑加工工艺，具有强度高，抗渗漏性

强，密封性能好，油漆附着力强的特

点。200 升闭口桶采用 7 层圆卷边生

产工艺，1985 年获重庆市新产品“百

花奖”和四川省优秀包装奖，达到《国

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工艺包装

标准。重庆瓶盖厂利用意大利皇冠瓶

盖生产设备生产的瓶盖，能达到防盗

防伪功能。温江金属桶厂生产的金属

钢桶盛装蜂蜜出口外销，取得良好经

济效益。自贡市金属制品厂生产钢桶

长期为鸿鹤化工厂的产品配套服务。

该厂研制的 3 平方米玻璃金属架包

装，周转复用，即有效地利用钢板的边

角余料，降低包装成本，节约木材，又

牢固可靠，有效地保护商品，使平板玻

璃在运输、装卸过程中破损大幅度下

降。成都市文化用品厂 1964 年派出

10 人到上海学习印铁制罐技术，1965

年购回印铁制罐设备，1967 年的主要

产品有铁皮印刷毛主席肖像，以及罐

头、香脂盒等食品、日化产品的金属包

装听盒；1974 年开始生产 100 克茶叶

听，该厂当年金属包装产品产值 170

万 元，占 该 厂 总 产 值 250 万 元的

68 % 。品种已发展到异形听、圆听、扁

听，以及 50～2500 克的文具、糖果饼



于、茶叶、日化产品的包装容器。主要

设备有印铁制罐生产线两条，有开制

模具的车、铣、刨、磨床配套。

印铁制罐的工艺流程

金属包装钢桶的生产工艺较复

杂，且须有 80～ 160 吨压边机、点焊

机、缝焊机、封口机等配套专用设备

等。工艺流程是：



80 年代初，塑料制品用于包装的

比重逐年增大，形成了一批塑料包装

企业和专业车间。为四川省的化肥、农

药、化工原料、建材、食品、医药、轻纺、

饮料、军工、外贸出口等提供各种塑料

包装材料和容器。1981 年，塑料包装

制品产量占全省塑料制品总产量的

29 % ，超过了国内塑料包装制品占整

个塑料制品的比重。1982 年，已发展

到工业薄膜、周转箱、编织袋、打包带、

中空容器、撕裂膜 6个大类。1985 年，

全省二轻系统塑料包装主要新产品

有：塑料周转箱，年产量 10．6 万只；机

械零件用箱，年产量 3 万只；笼屉式鲜

蛋周转箱，年产量 2．46 万只；高温复

合薄膜袋，年产量 3 万吨。

一、工业薄膜

吹塑小口径薄膜，主要用于食品

小包装，无毒、透明、气密度较好，有

较好印刷性能。广泛使用于土特食品、

糖果糕点、药品、日用小百货、小商品

的销售包装。成都塑料一厂1984 年引

进日本全自动 6 色印刷制袋凹印机，

制作高质量的复合手提袋、复合膜榨

菜包装袋、饮料袋等均处于全国先进

水平。该厂的旅游手提袋荣获1986 年

轻工业部部优产品评比第 3 名。重庆

生产的高密度聚乙烯超薄薄膜、小口

径膜、复合膜、糖果膜及聚丙稀膜，广

泛用于工、商和食品业的包装。内江塑

料厂生产的聚脂薄膜用于食品包装，

可代替易受潮变形的玻璃纸。绵阳塑

料厂等生产的通用背心袋，承重 15公

斤不破裂。成都塑料二厂与成都科技

大学共同研制、生产的聚乙烯醇复合

薄膜，具有优良的保鲜、隔氧、防潮的

优点，真空包装各种食品，保鲜期可达

半年，是固态食品较理想的包装材料。

成都塑料一厂、涪陵塑料厂等生产的

复合袋盛装榨菜的片、丝分零销售，具

有良好的保鲜作用。利用薄膜的收缩

性和伸缩性，紧贴着内包装物的外形，

实现单个商品或多件商品包裹在一起

的热收缩包装膜亦有生产。

1983 年，四川塑料厂引进日本聚

氯乙烯透明片材生产线，1985 年投放

市场。透明或着色片材可直接压痕成

型作透明包装盒，可与纸盒粘合作小

包装的开窗。根据产品形状，用于糕

点、玩具、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五

金制品的吸塑包装，为四川省商品包

装装潢提供了新材料。

二、周转箱

成都、重庆两地生产的聚乙烯周



转箱，具有无毒、卫生、质轻、耐用、便

于清洗等优点，广泛用于糖果、糕点、

牛奶、啤酒、饮料、粮食制品的复用包

装，取代了传统的木质周转箱。每5 万

只塑料周转箱可节约木材 500 立方

米。重庆塑料六厂生产的飞虎牌塑料

周转箱，于 1983 年获四川省优秀包装

奖。为减少固定式周转箱在空箱运输、

堆码时的体积，进而改进为折叠式周

转箱。塑料蛋箱托盘的研制生产，基本

上解决了鲜蛋在收购、贮存、运输和销

售(零售)各个环节中的严重破损问

题。钙塑瓦楞纸箱具有更好的耐冲击、

耐戳穿性能，堆叠强度也优于同类型

瓦楞纸箱。由于摩擦系数小，放置内容

物和在运输、堆叠中的防滑问题未解

决，限制了推广应用。聚苯发泡和聚胺

脂泡沫制品、聚乙烯发泡剂、聚丙稀泡

沫片状塑料是良好的衬垫、缓冲、填充

材料。精密仪器、电子产品、军工产品、

高档易碎商品以及需要填充待运的各

类商品，用以取代纸屑、刨花、锯末、破

布以及谷壳、草类等填充物，既不污

染商品和环境，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商

品。气垫薄膜缓冲包装材料，是由充满

空气气泡的两层或三层复合薄膜组

成，具有体轻、富有弹性的特点，可以

降低产品的破损率，减轻重量，降低运

输成本；罩泡材料多用于直接口服的

药品的包装，达到安全、卫生、便于携

带和保存的目的。

1985 年国家标准局发布、实施了

食品、饮料、啤酒塑料周转箱国家标准

G B5737－5739－85。

三、编织袋

聚丙烯编织袋，以聚丙烯树脂为

主要原料，经挤出成膜、切割、拉伸制

成扁丝，织造缝制而成。按装载重量分

为轻袋、中型袋、重型袋 3 种，用于化

肥、合成材料、炸药、粮食、盐、食糖、矿

砂、水泥等产品的包装。

生产工艺流程

高压聚乙烯重包装袋(膜)，是由
高压聚乙烯树脂经挤出→吹塑→印刷

→热合制袋等工序组成。具有良好的

机械强度，优良的防水、防腐蚀性能，



广泛用于工业包装，特别是化肥、化工

原料、合成树脂等的包装。成都薄膜厂

的重包装袋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与四

川化工厂生产的尿素化肥包装配套，

获得国家银质奖。

四、塑料打包带

塑料打包带，有聚乙烯和聚丙烯

两种，经挤出单向拉伸成型的供一般

包装品打包使用。塑料打包带取代传

统的麻绳、棕绳、草绳，具有体积小、牢

固可靠、易于操作、不污染环境的优

点。分为机用(J)和手工用(S)两类。打

包带型号按材质、带宽、带厚的尺寸及

用途命名。生产工艺是原料与填料、再

生料经混合后进挤出机 ，挤出胚带通

过水冷，进入热拉伸箱，经压花辊压出

花纹后冷却定型。

生产工艺流程

五、中空容器

中空容器的主要材料是聚乙烯树

脂。重庆市聚乙烯 10～100 公斤大型

容器有 17 个品种，1．5～5 公斤小包

装桶有 11 个品种，25～2000 克中空

瓶，20 毫升以上挤吹、挤拉吹无毒透

明瓶有 40 多个品种。重庆塑料五厂从

西德引进挤吹、挤拉吹设备，生产 20

～7500 毫升的各式无毒透明瓶。重庆

塑料十四厂引进意大利塑料薄壁生产

线，每小时生产饮料杯 8500 个，能耐

0～130℃的高低温。70 年代前，精度

要求高的模具，一般都在省外加工，

或随设备进口模具。80 年代初，四川

省已具有精度高、容积大的模具加工

能力。重庆塑料四厂制造的 60 公斤包

装桶模具，1979 年获四川省二轻工业

局科技成果奖。广汉塑料厂生产的 30

升方桶，用于出口盐渍蒜苔、蔬菜等包

装；25 升兰色长方桶用于包装涪陵榨

菜，代替了传统的土坛，经出口到日

本、新加坡等地，几乎无破损变质，节

约运输费用 45 % 以上，并提高售价

145 %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重庆塑料三厂先后为军工生产

包装筒 8 个品种 ，其中 06 筒 1984 年

获四川省第二轻工业厅和四川省经济

委员会优秀包装奖。重庆塑料六厂生

产的 25 公斤包装桶、1 公斤油瓶，获

四川省 1983 年优秀包装奖。

轻工业部塑料化工局在 1981 年

先后颁发《硬质聚氯乙烯泡沫板材》部

颁标准 S G 212－81，《高压聚乙烯重包

装袋(膜)》部颁标准 S G 224－81 和

《塑料打包带》部颁标准 S G234－81。



上述标准的实施，对于提高四川塑料

包装行业产品质量起到重要作用。以

聚氯乙烯吹膜为例：1984 年产品合格

率，由 1983 年 的 95．6 % 提 高 到

95．8 % ；1984 年 一 级品 率，由 1983 年

的 80．4 % 提高到 85．5 % 。

四川省二轻系统包装工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1980、1985 年)



“装潢”在中国传统的名词中，是

指特有的裱背书画而言。镶绫边，加天

地头，装轴杆谓“装”，书画四边镶边，

本身如池，谓之“潢”。装潢之件比原件

平整、牢固、方便悬挂与保存，并增添

艺术效果。近代，引伸为“装饰货物的

包装”，“把器物或商品外表的装饰称

为装潢”。

1920年，郑次清在成都市羊市街

创办的“诗婢家”，揭裱古今名人书画，

其工艺精湛，可与北京“荣宝斋”媲美。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北有名的书画家

避难成都的较多，经常性举办书画展、

出售作品，由于“诗婢家”装裱技术驰

名，当时在川的徐悲鸿、张大千、黄君

碧、董寿平、赵望云、马千里、丰子恺、

郑曼陀等著名大家的手迹均送此装

裱。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沿海一些轻工

业工厂也随之迁入，工商业最为集中，

商品的包装装潢也应运而生，火柴、纸

烟、日用百货、生活用品大都有了各自

产品的商标装潢。在边远的山区或小

县城，装潢改观不大，仍沿用传统模

式，具有浓厚的乡土味，一包自制糕点

或一堆杂糖，由土制纸壳包裹成金字

塔形，上封一条红纸装饰。大竹东柳醪

糟用土陶罐包装，大红纸封口，江津米

花糖用蜡纸包裹。有名气一点的大作

坊，也只是在套封的大红纸上木版刻

印字号名称，用以装潢广告宣传。1940

年前后“诗婢家”出版了《成都诗婢家

诗笺》，木刻套印，线条清晰，可称精工

镂刻，其内容都是当代名书画家的作

品。1949 年，店主郑次清之子郑伯英

离川，“诗婢家”店也告结束。

60 年代，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

市场的需求，包装装潢事业也随之发

展起来。70 年代，国内民间包装装潢

设计经验交流活动异常活跃。1978年

以后，装裱业又呈现繁荣景象。成都



“诗婢家”，在春熙北路重新开业，是成

都水印工艺厂的门市部之一。

1980 年 12 月，轻工业部在重庆

召开全国轻工业产品包装装潢评比交

流会，并成立中国包装技术协会。1981

年 3 月，成立中国包协包装装潢设计

委员会。1982 年 6月，四川省成立包

装技术协会；9 月成立四川省包协包

装装潢设计委员会。1984 年 5 月，建

立四川省二轻包装工业公司。

50～70 年代，四川二轻系统中具

有美术基础的设计人员大都集中在各

级工艺美术研究所，只兼搞包装装潢

设计工作，而企业中的装潢设计人员

素质不高，很不适应包装工业发展的

需要。1980 年 12 月，轻工业部召开全

国轻工产品包装装潢评比交流会。四

川二轻选送 50 余件(套)产品参加评

比，其中重庆的钢锉包装、怀炉包装及

郫县鹃城台布包装等 5 件获优秀奖。

1982 年春季，省二轻工业局召开四川

省二轻包装工作会议，对选送的 1100

多种包装产品进行展览，对装潢设计

进行评比，其中有 47 件(套)产品获四

川省二轻工业局优秀包装奖和优良包

装奖。1983 年 5月，四川省经委、四川

省包协在成都举办四川省包装工业展

览，对全省 6044 件包装装潢设计产

品，按 15 个大类进行评比。省二轻系

统参评的 518 件产品，其中有 124 件

分别获一、二、三等奖。1983 年，经国

家经委、中国包装协会核准，四川省二

轻厅高级工艺师张志坚、重庆红旗纸

箱厂技师施建中，分别荣获全国优秀

包装工作者称号。1985 年，全省二轻

系统从事专业设计的技术人员达 220

名，当年经国家经委、中国包装技术

协会核准，达县二轻局包装科卢锡武

又获全国优秀包装工作者称号。

40 年代，重庆已有使用圆盘机、

平台机印刷凸印商标。1949 年以后，

各地手工业集体企业和街道企业普遍

采用凸印工艺印制包装装潢和商标。

因制片工艺比较简单、投资不大，印刷

的色块色彩单纯、鲜艳，油墨厚重，大

方醒目，印刷纸张的宽容度较大，成本

偏低。一些校办小厂均有能力生产档

次较低的包装装潢。这是采用最多的

一种包装印刷形式。

平印工艺在 80 年代以后逐渐地

发展起来。除大量用于商品的包装印

刷外，还印制明信片、产品说明书、产

品目录以及画册、挂历等。



凹印主要用于塑料薄膜的印刷，

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四川二轻集体

企业和街道企业多使用国产的四色

机、六色机生产，大量用于小食品、药

品、日用百货、土特产品的包装袋。有

条件的企业还可生产复合膜包装袋，

延长小食品的保存期。成都塑料厂引

进日本的六色凹印机生产线，能够印

制高质量的塑料复合袋，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产品不限于商品的包装，还生

产购物袋、手提袋等产品。

凸印工艺一般流程

平印工艺一般流程

凹印工艺流程


	概述
	第一篇  五金制品工业
	第一章  日用五金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二章  工具五金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三章  建筑五金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四章  基地建设与三废治理
	第一节  龙水镇五金基地
	第二节  工具五金出口基地
	第三节  三废治理


	第二篇  工艺美术品工业
	第一章  蜀绣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二章  银丝和金属工艺品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三章  漆器工艺品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四章  地毯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五章  竹藤棕草工艺品
	第一节  瓷胎竹编和竹编工艺品
	第二节  藤编
	第三节  棕编
	第四节  草编

	第六章  民族民间工艺品
	第一节  缬染
	第二节  挑花刺绣
	第三节  年画、彩扎及其它
	第四节  少数民族工艺品

	第七章  其它工艺品
	第一节  雕塑
	第二节  美术陶瓷
	第三节  玩具
	第四节  国画纸  竹帘画  折扇


	第三篇  皮革及其制品工业
	第一章  发展概况
	第一节  生产建设
	第二节  生产水平
	第三节  猪皮收购与价格补贴

	第二章  工艺设备
	第一节  制革
	第二节  皮革制品

	第三章  品种质量
	第一节  制革
	第二节  皮革制品

	第四章  配套工业  综合利用  废水处理
	第一节  配套工业
	第二节  综合利用
	第三节  废水处理


	第四篇  服装鞋冒工业
	第一章  服装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二章  布鞋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三章  制帽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五篇  家具工业
	第一章  木制家具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二章  竹、藤家具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三章  金属家具、软家具
	第一节  金属家具
	第二节  软家具


	第六篇  文教体育用品工业
	第一章  文教用品
	第一节  笔墨砚
	第二节  教学及办公用品

	第二章  乐器
	第一节  民族乐器
	第二节  西洋乐器

	第三章  体育用品
	第一节  球类
	第二节  体育器械


	第七篇  塑料制品工业
	第一章  发展概况
	第一节  生产建设
	第二节  原辅材料
	第三节  生产水平

	第二章  工艺设备
	第一节  生产工艺
	第二节  生产设备

	第三章  品种质量
	第一节  品种
	第二节  质量


	第八篇  家用电器及衡器工业
	第一章  电风扇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二章  洗衣机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三章  电冰箱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四章  电热器具
	第一节  电热毯
	第二节  电熨斗
	第三节  其他电热器具

	第五章  灯具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与品种质量

	第六章  衡器
	第一节  杆秤
	第二节  台、案秤
	第三节  大型及专用衡器


	第九篇  包装、装潢及包装印刷工业
	第一章  包装
	第一节  木竹包装  纸包装
	第二节  玻陶包装  金属包装
	第三节  塑料包装

	第二章  装潢及包装印刷
	第一节  装潢
	第二节  包装印刷


	第十篇  日用杂品工业及手工纸
	第一章  制伞、制刷、民用镜、眼镜
	第一节  制伞
	第二节  制刷
	第三节  民用镜
	第四节  眼镜

	第二章  梳蓖、绳缆、骨角制品、蚊香
	第一节  梳篦
	第二节  绳缆
	第三节  骨角制品
	第四节  蚊香

	第三章  手工纸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品种质量


	第十一篇  科学技术及教育
	第一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科技组织
	第二节  科技工作

	第二章  教育
	第一节  职工业余教育
	第二节  学历教育


	第十二篇  管理体制
	第一章  行政管理与联社组织
	第一节  省厅(局)管理机构
	第二节  联社组织

	第二章  计划管理
	第一节  生产计划
	第二节  基本建设与更新改造措施计划

	第三章  财务会计与物价管理
	第一节  财务管理
	第二节  会计管理
	第三节  物价管理

	第四章  劳动工资管理
	第一节  劳动力管理
	第二节  工资制度
	第三节  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

	第五章  物资供应管理
	第一节  原材料供应
	第二节  废旧物资利用与综合利用
	第三节  机械设备生产与供应

	第六章  产品销售管理
	第一节  统购包销
	第二节  自产自销
	第三节  联合自销


	附录
	一、重要文献辑存
	(一)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修正稿)
	(二)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
	(三)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放开搞活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的若干规定
	(四)四川省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章程
	(五)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二、名录
	(一)四川省手工业(二轻工业)厅(局)历任领导人名单(1955～1985年)
	(二)四川省手工业(二轻工业)管理厅(局)历任党组、党委正、副书记名单(1955～1985年)
	(三)四川省手工业联社第一、二届理、监事会正、副主任名单(1956～1985年)
	(四)四川省手工业(二轻工业)系统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名单
	(五)《四川省志·轻工业志》(下册)编纂与工作人员名单


	编后记
	返回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