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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 不少塑料制品有
数字“身份证”

网友转发的文章提出，塑料容器的底部
通常有一个带箭头的三角形，三角形里的数
字代表着不同的塑料材质。

1代表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常
见于矿泉水瓶、碳酸饮料瓶等；2代表HDPE
（高密度聚乙烯），常见于白色药瓶、清洁用品
等；3代表PVC（聚氯乙烯），常见于塑料膜、
塑料盒等；4代表LDPE（低密度聚乙烯），常
见于保鲜膜、塑料膜等；5代表PP（聚丙烯），
常见于微波炉餐盒、水杯等；6代表PS（聚苯
乙烯），常见于快餐盒等；7代表PC（其他类），
常见于水壶、太空杯、奶瓶等。

塑料制品上都有这种标志吗？近日，记
者特意到我市的一家大型超市查看，发现不

少塑料制品上的确标有带箭头的三角形，一
般在塑料容器的底部，有的则印在标签上，它
相当于塑料制品的身份证。

记者发现，矿泉水、绿茶、果汁等饮品的
瓶底大都标注着“1PET”。在洗护用品区，各
种品牌的洗衣液、洗发水、沐浴露等产品的容
器底部大都标注着“2HDPE”。在水杯货架
上，记者发现，不少水杯底部标注着“5PP”，在
药盒、油壶、果蔬盆等食品类塑料容器上，一
些较大的品牌也标注着“5PP”。

【解疑】从1到7材质不同，
使用也不同

标注不同数字的塑料制品在使用方面有
何不同呢？记者采访了河科大食品与生物工
程学院副教授易军鹏。

1（PET）：耐热至70℃，只适合装暖饮或冻

饮，装高温液体或加热则易变形，容易熔出对人
体有害的物质。科学家发现，PET塑料制品用
了10个月后，可能释放出致癌物DEHP。因
此，饮料瓶等用后不要再拿来盛水喝，或者用来
做储物容器等，以免引发健康问题。

2(HDPE)：可在清洁后重复使用，但这些
容器通常不好清洗，会残留原有用品并滋生
细菌，最好不要重复使用。

3(PVC)：可塑性优良，价格便宜，但遇高
温容易产生有害物质,目前很少被用于食品
包装，较难清洗，不要重复使用。

4(LDPE)：耐热性不强，合格的LDPE保
鲜膜在温度超过110℃时会出现热熔现象，
用保鲜膜包裹食物加热，食物中的油脂容易
将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出来。因此，用
保鲜膜包裹食物加热，要注意包装上是否印
有“微波炉加热”字样。

5（PP）：熔点高达 167℃，其制品可直

接放进微波炉内加热，清洁后可重复使
用。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微波炉餐盒，盒
体是用PP制作的，但盒盖是用LDPE制作
的，由于LDPE材质不耐高温，故不能与盒
体一并放进微波炉加热。

6（PS）：耐热又抗寒，但不能放进微波炉
中，以免因温度过高而释出化学物质，并且不能
用于装强酸、强碱性物质，易分解出致癌物质。

7（PC）：此为被大量使用的一种材质，多
用于奶瓶制品中。使用此类塑料制品时不要
加热，不要在阳光下直晒。

【提醒】避免购买做工粗糙、
没有商标的塑料制品

据了解，目前使用的区别不同塑料制品
材质的标志，来自美国塑料工业协会制定的
塑料制品使用的塑料种类的标志代码，是在
三个箭头组成的代表循环的三角形中间，加
上数字标志，用数字1到7和英文缩写指代塑
料所使用的材质种类。我国在1996年制定
了与之几乎相同的标志标准。

记者昨日在超市里询问了几名买饮料的
市民，多数人表示对此标志不熟悉。

易军鹏说，使用塑料容器时，要看清瓶底
三角形内标注的数字，了解材料性能才能放
心使用。他说，市场上常见的饮料瓶都经过
国家检测，可以放心使用。个别不正规厂家
生产的塑料瓶可能加入增塑剂等物质，这类
产品存在致癌隐患。

易军鹏提醒，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回收料
及受污染的原料不能用来制作食品用塑料包
装制品，消费者应避免购买做工粗糙、没有商
标的塑料制品。

塑料制品的“身份”，你会识别吗
搞清7个数字，才能放心使用

□记者 宋扬 文/图

“你注意过塑料容器底部
的数字吗？”近期，不少网友转
发这样一篇文章，提醒大家对
塑料容器底部的数字进行识
别，以便更安全、健康地使用。

记者从相关专家处了解
到，塑料容器底部通常有带
箭头的三角形，三角形里的
1~7 数字代表着不同的塑料
材质，使用方法和禁忌也有
所不同。 洗洁精桶底标注着“2HDPE”。 饮料瓶底部标注着“1PET”。 水杯底部标注着“5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