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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同时代替ＧＢ／Ｔ２５７３—１９８９《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大气暴露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５７４—１９８９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湿热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５７５—１９８９《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耐水性试验方法》和

ＧＢ／Ｔ１０７０３—１９８９《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耐水性加速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５７３～２５７５—１９８９和ＧＢ／Ｔ１０７０３—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ＧＢ／Ｔ２５７３～２５７５—１９８９和ＧＢ／Ｔ１０７０３—１９８９合并为一个标准；

———减少部分引用文件（ＧＢ／Ｔ２５７４—１９８９、ＧＢ／Ｔ２５７５—１９８９和ＧＢ／Ｔ１０７０３—１９８９年版的第２章，

本版的第２章）；

———增加自然气候老化的定义（见第３章）；

———增加试验原理（见４．１．１、４．２．１、４．３．１和４．４．１）；

———删去大气暴露试验设备结构示意图（ＧＢ／Ｔ２５７３—１９８９中的５．１）；

———增加了测定太阳辐射仪器设备（见４．１．２．２和４．１．２．３）；

———修改大气暴露方向要求，并对暴露角的规定由纬度角及４５°改为根据不同暴露目的选取不同

暴露角（ＧＢ／Ｔ２５７３—１９８９中的５．４，本标准的４．１．４．１）；

———修改大气暴露地点要求，增加了气候条件（ＧＢ／Ｔ２５７３—１９８９中的第４章，本标准的４．１．４．２

和附录Ａ）；

———增加大气暴露阶段要求（ＧＢ／Ｔ２５７３—１９８９中的６．４，本标准的４．１．４．３）；

———增加对大气暴露试验中气象情况的记录要求（见４．１．５．５）。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纤维增强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玻钢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科研设计所、上海玻璃钢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海雁、尹钊、黄勇、石勇、祝启伟、周杰、汪泽霖。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５７３—１９８１、ＧＢ／Ｔ２５７３—１９８９；

———ＧＢ／Ｔ２５７４—１９８１、ＧＢ／Ｔ２５７４—１９８９；

———ＧＢ／Ｔ２５７５—１９８１、ＧＢ／Ｔ２５７５—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０７０３—１９８１、ＧＢ／Ｔ１０７０３—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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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老化性能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大气暴露、湿热、耐水性和耐水性加速四项老化性能试验的试验原

理、试验设备、试样、试验条件、试验步骤以及结果计算等。

本标准适用于评定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在无外加应力状态下大气暴露、在恒定或交变湿热条件下以

及在水介质条件下对其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影响。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４４６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ＧＢ／Ｔ１４４９　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自然气候老化　狀犪狋狌狉犪犾狑犲犪狋犺犲狉犪犵犻狀犵

指材料安装在固定角度或随季节变化角度的实验架上，在自然环境中的长期暴露。这种暴露通常

用来评定环境因素对材料各种性能的影响。

３．２

　　湿态极限弯曲强度　狑犲狋犾犻犿犻狋犳犾犲狓狌狉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浸水后，湿态弯曲强度随时间延长逐渐下降，当变化率趋近于零时的弯曲强度为

湿态极限弯曲强度。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大气暴露试验

４．１．１　试验原理

暴露件暴露在自然日光下，经规定的暴露阶段后，从暴露架上取下，测定其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

变化，以评价材料的自然气候老化性能。

４．１．２　试验设备

４．１．２．１　实验架

实验架由框架、支持架和其他夹持装置组成。实验架应适合暴露件的类型，可将一平直的框架装于

支架上，支持架固定在框架上，试验夹持装置的倾斜角和方位角应可调整。

实验架的框架、支持架和其他夹持装置应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惰性材料制成，宜用耐腐蚀的铝合

金、不锈钢或陶瓷，也可用经防腐蚀剂（如铜铬砷混合物）适当浸渍过的木材或那些已证明不影响暴露

试验的木材。暴露件直接装在框架上，或先装在支持架上再固定在框架上，实验架的框架应能安装成所

规定的倾斜角，并且暴露件的任何部分离地面或其他任何障碍物的距离都应不小于０．５ｍ。夹持装置

应牢固，尽量使试样处于小的应力状态，保证暴露件自由收缩、翘曲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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