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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并解决花卉运输包装箱强度低的问题。方法 在箱体的 4 个侧边角粘贴安装纸护角，在

箱体内侧面上粘贴安装带有槽口的调节块，在调节块上安插竖直隔板和水平分层隔板。结果 在箱体的

4 个侧边角安装纸护角，提高了包装箱多层堆码时的支撑力。竖直隔板和水平分层隔板的设置，增强了

箱体纵向和横向上的内应力，提高了箱体整体的包装强度。同时通过结构设计将箱体内部大的空间分成

了若干小空间，利于不同花种的花卉分类装箱，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挤压”包装。结论 结构设计后

的包装箱经过软件仿真模拟受力试验，抗压性能有了明显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花卉损耗率，提高经济

效益，因此具有较好的市场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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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Modification Design of Flower Transport Packaging Box 

SONG Ai-hua 

(Chang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and solve the low strength problem of flower transport packaging box. The paper 

angle guards were pasted in the four side corners of the box body, adjustment blocks with slots were pasted on the inner 

side of the box body, and vertical partitions and horizontal stratified partitions were installed on the adjustment blocks. 

The paper angle guards were installed in four side corners of the box body, which improved the supporting force of the 

multi-layer stacking of the packaging box. Installation of vertical partitions and horizontal stratified partitions enhanced 

the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internal stress of the box body and improved its overall packaging strength. At the same 

time, the large space inside the box was divided into several small spaces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which was conductive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packaging of different flower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nhibited the "extrusion" packaging. The 

packaging box after structural design is subject to the stress test based on the software simulation. After that, its compres-

sive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the proposed packaging box can effectively reduce loss rate of the flowers 

and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it has good market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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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消费是生活品质的象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花卉消费需求在不断扩大。国际相关组

织报告，到 2030 年，花卉需求会有 200%～300%的

增长，每年大概有 10%～15%的增长。我国的人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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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消费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国的花卉产业

发展空间巨大。我国花卉种植面积已经跃居世界第一

位，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花卉生产基地、重要的花卉

消费国和花卉进出口贸易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花卉消费额正以年均 10%以上的速度递增，我国花

卉产业将保持持续稳步发展。花卉产业的发展带动

了花卉物流业的发展，反过来，花卉物流业的发展

又会影响到花卉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花卉物流业

的发展滞后于花卉产业的发展，花卉包装、保鲜及

全链条能否提供低温环境是花卉物流业存在的比较

突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花卉产业发

展的瓶颈，大力发展现代花卉物流业提升花卉物流

质量和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 [1—2]。在深入分析花卉

包装问题的基础上，对花卉运输包装箱进行创意改

型设计。 

1  花卉包装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花卉物流业贯穿于花卉产品从产地到消费者手

中的整个产业链。它包括花卉采摘、分级、包装、保

鲜、冷藏、运输到配送一系列环节。花卉包装是花卉

物流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因花卉产品质地鲜嫩脆弱，

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除对环境温湿度、酸碱度等

有要求外，还需要花卉包装箱具有抗压、防挤压、

抗冲击等功能。在国外，鲜切花一般采用标准的包

装箱，不同花卉品种装箱对于数量、质量均有限制。

香港地区要求每箱鲜花不超过 40 kg，新加坡限定在

16~20 kg之间，日本则限定在 20 kg之内。花卉长

度不同也会选择不同规格的包装箱。而目前我国花

卉包装箱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花卉包装水

平还很低下[3—6]。荷兰运输鲜花的空箱上面可以站一

个人而不破损，国内包装仅能做到装载时不破损，包

装箱在运输、装卸过程中抗压能力较差。为了降低运

输成本，国内大多数仍采用大包装的形式，“挤压式”

包装严重，花卉之间严重挤压，加上包装箱包装强度

低，经常在运输或装卸搬运过程中出现包装箱破损使

鲜花直接裸露在阳光下的现象，致使花卉品质受损严

重[7—12]。我国鲜切花在采后流通过程中的损耗率通常

为 30%以上，在远途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率为 40%以

上，与发达国家 2%左右的损耗率相比差距非常大。 

改善花卉包装，降低花卉损耗率是提升花卉包装

水平的主要目标，而包装箱的材料、结构设计及其包

装技术和方法，是提升花卉包装水平应该最为关注的

方面。根据花卉包装存在的问题，根据包装结构设计

必须保证结构有足够的强度、硬度及抵抗其他环境的

能力，真正起到保护产品的目的，根据花卉产品的特

性，参考相关学者对包装箱设计的思想和理念[13]，对

现行的花卉运输包装箱进行创意改型设计。 

2  花卉运输包装箱创意改型设计 

该改型设计属于包装箱技术领域，包装箱结构设

计见图 1—3。在箱体内设置至少 2组调节隔板组件，

至少 2组调节隔板组件从上至下依次设置；在相邻 2

组调节隔板组件之间设置分层隔板，分层隔板将箱体

分为至少 2 个分层，调节隔板组件包括竖直隔板。

竖直隔板与分层隔板垂直设置，竖直隔板将分层隔

出若干个隔层，可以根据包装需要调节隔层的大小，

鲜花花卉分别放置在隔层内，避免了鲜花花卉在运

输过程中相互挤压，更好地保护了鲜花，降低了鲜

花的破损率。 

为了实现竖直隔板在箱体内的可调节，上述调节

隔板组件还包括调节块。调节块安装在箱体的两相对

侧面上，调节块上的若干插设开口沿调节块的长度方

向平行且间隔设置，两相对侧面上调节块中的插设开

口一一对应设置，同一竖直隔板的两端分别插设在 2

个相对设置的调节块中的插设开口内，竖直隔板的两

端均被插设开口固定，竖直隔板的稳定性更强。同一

调节隔板组件中，在调节块上插设不同个数的竖直隔

板可隔出不同数量的隔层，竖直隔板的数量越多，隔

层越多；当竖直隔板的高度确定后，相邻 2个竖直隔

板之间的距离决定隔层的体积大小，相邻 2个隔板之

间的距离越大，相邻 2 个隔板与箱体隔出的隔层越

大，相邻 2个隔板之间的距离越小，相邻 2个隔板与

箱体隔出的隔层越小，因此可以根据包装需要调节隔

层的大小。 

在运输过程中，多个包装箱要堆码在一起，位于

下层的包装箱需要承受较大的压力，容易导致下层的

包装箱出现变形坍塌，甚至包装箱破损使箱内的鲜花

损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箱体内的 4个侧边角均

固定安装有纸护角，纸护角提高了包装箱的支撑力，

在包装箱承受多层码垛时箱体不会变形，避免包装箱

内的鲜花被压坏。 

为了增强箱体的稳定性，调节块位于相邻 2个纸

护角之间，调节块的两端分别与相邻的 2个纸护角接

触垂直设置，调节块与竖直隔板和分层隔板接触垂直

设置，竖直隔板和分层隔板接触垂直设置，这些设置

增强了箱体纵向和横向上的内应力，提高了箱体整体

的包装强度。 

鲜花在包装箱内需要空气流通，所以在竖直隔板

上开设有竖直通气孔，若干竖直通气孔在竖直隔板上

阵列均布。同样在分层隔板上开设有分层通气孔，若

干分层通气孔在分层隔板上阵列均布。 

该技术方案中以具有 2组调节隔板组件为例，上

下 2组调节隔板组件可共用一个调节块，因此箱体的

一个侧板上具有 3个调节块，位于上方的调节块的上

表面与箱体的上边沿重合安装，中间共用的调节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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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箱体的中间部位，箱体的中间部位设置 2条安装标

志线，调节块安装在 2条标志线中间，调节块的上下

表面与上下 2条安装标志线重合，位于下方的调节块

的下表面与箱体的下边沿重合安装。结构设计后的包

装箱见图 4。 

 

图 1  结构设计的三维示意 
Fig.1 3D schematic diagram of structural design 

 

图 2  结构设计的俯视图 
Fig.2 Top view of structural design 

 

图 3  结构设计的三维剖视图 
Fig.3 3D sectional view of structural design 

 

 
图 4  结构设计后的包装箱 

Fig.4 Packaging box after structural design 

3  装箱操作方案 

以箱体内具有 2组调节隔板组件为例，首先将下

端开口处的 2块短盖板向内翻折，再将下端开口处的

2块长盖板盖合，使用胶带封接形成箱底。然后在箱

体内 4个侧边角使用不干胶粘贴安装纸护角。接着在

箱体内 2个长侧面板的底部使用不干胶粘贴调节块，

再在 2 个长侧面板的中间部位使用不干胶粘贴调节

块，调节块安装在 2条标志线内，再根据实际需要，

插设 n个竖直隔板。这样竖直隔板、箱体侧面板和箱

底之间形成 n+1个隔层，可向隔层内放置鲜花，待每

个隔层内放置完鲜花后，将分层隔板放置在 n个竖直

隔板上。分层隔板将箱体分为上下 2层，分层隔板位

于 2个中间调节块之间，且在中间调节块的中间位置

将中间调节块一分为二，使中间调节块可供 2组调节

隔板组件使用。然后再在箱体内 2个长侧面板上方使

用不干胶粘贴调节块，使调节块的上表面与箱体的上

边沿重合，接着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插设 n个竖直隔

板。这样竖直隔板、箱体侧面板和水平分层隔板之间

又形成 n+1个隔层，在隔层内放置鲜花，鲜花放置完

毕后可将 2块短盖板向内翻折，再将 2块长盖板盖合，

用胶带封接，装箱完成。 

4  箱体仿真模拟试验 

为了说明结构设计对包装箱应力产生的变化，采

用 E型单层瓦楞纸设计了同种规格的 2只包装箱，E

型单层瓦楞纸各方向弹性模量分别为 Ex=2560 MPa，

Ey=1311 MPa，Ez=1311 MPa；各方向剪切模量分别为

Gxy=955 MPa，Gyz=65 MPa，Gxz=90 MPa；各方向泊

松比分别为 μxy=0.24，μyz=0.06，μxz=0.08。箱子外形

尺寸是 1100 mm×600 mm×600 mm，一只是空箱，一

只是内部经过结构设计的箱子，箱体内具有 2组调节

隔板组件，每组调节隔板组件有 3块竖直隔板（具体

结构设计见第 2 节）。参考相关学者对包装箱试验的

方法[14—15]，利用有限元仿真软件 Ansys Workbench，

对 2种包装箱模型进行静力分析，对每个模型箱体的

前面、顶面、侧面分别施加从 0线性增大到 3 kN的

力，加载时间为 10 s。结构设计前后箱体荷载后的变

形云图见图 5—7。 

观察图 5—7，发现结构设计前后箱体变形云图

上颜色最“热”的地方（也即最大变形部位）大都发生

了转移，符合箱体内部结构设计带来的内应力的变

化。从变形云图上采集结构设计前后箱体最大变形数

据进行对比，见表 1。 

可以看出箱体经过结构设计以后，当 0～3000 N

的力在 10 s时间内线性增大加载在箱体的 3个不同部

位，最大变形数据都在缩小，而且下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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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结构设计前                                     b 结构设计后 

 

图 5  结构设计前后箱体前面荷载后的变形云图 
Fig.5 Contour of deformation after loading in front of the box before and after structural design 

 

 
   a 结构设计前                                     b 结构设计后 

 

图 6  结构设计前后箱体顶面荷载后的变形云图 
Fig.6 Contour of deformation after loading above the box before and after structural design 

 

 
                  a 结构设计前                                   b 结构设计后 

 

图 7  结构设计前后箱体侧面荷载后的变形云图 
Fig.7 Contour of deformation after loading on the side of the box before and after structural design 

 
表 1  箱体结构设计前后最大变形数据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maximum deformation data before and after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box 

载荷部位 结构设计前最大变形量/mm 结构设计后最大变形量/mm 变化幅度/% 

箱体前面 0.064 45 0.046 088 下降 28.5 

箱体顶面 4.6628 3.3891 下降 27.3 

箱体侧面 0.264 18 0.069 071 下降 73.9 

 
说明如上的结构设计对提升包装箱的整体包装强度

起着明显的作用。 

5  设计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通过对普通花卉运输包装箱的改型设计，将箱体
内部大的空间分成了若干小空间，利于不同花种的花

卉分类装箱，另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挤压”包
装；整个花卉运输包装箱的改型设计方案简洁明了，
装箱操作方便快捷，能够带给用户一种体验感和满足
感；设计出来的花卉运输包装箱经过软件仿真模拟受
力试验，抗压性能明显优于原来的包装箱，提升了包
装箱的整体包装强度。这样的结构设计肯定会带来包
装箱成本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花卉损耗率得到了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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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具有较好的市
场应用价值。 

6  结语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花卉消费需求不断扩

大，花卉产业稳步发展，但是花卉物流业的发展滞后

于花卉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花卉产业发展的瓶颈。

花卉包装是花卉物流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之一，我国还

没有形成花卉包装的标准和规范，落后的花卉包装导

致了很高的花卉损耗率。从包装箱内部着手，增设纸

护角、调节块、竖直隔板和水平分层隔板，通过内部

结构设计，有力提高了包装箱的整体包装强度，运用

软件仿真模拟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说明花卉运

输包装箱创意改型设计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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