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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1461《塑料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E-UHMW)模塑和挤出材料》的第2部分。

GB/T2146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命名系统和分类基础;
———第2部分: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
本文件代替GB/T21461.2—2008《塑料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E-UHMW)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2

部分: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与GB/T21461.2—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a) 更改了试样状态调节的湿度条件的规定(见第5章,2008年版的第4章);

b) 更改了标准试验环境的湿度条件的规定,对填充试样保留了原有湿度条件的要求,对未填充试

样删除了湿度条件的要求(见第6章,2008年版的第5章);

c) 试片的压塑条件中“平均冷却速率”修改为“冷却速率”,并为此增加了“冷却速率不一致会影响

试样结晶度,导致性能测定的显著差异,因此应使用可获得线性冷却速率的模压机”的要求(见
表1中脚注,2008年版的表1);

d) 增加了“弯曲强度”和“玻璃化转变温度”两项性能(见表2);

e) 更改了电性能的试样类型和尺寸(见表2,2008年版的表2);

f) 增加了电性能“试样的尺寸应大于仪器上电极的尺寸,以防止沿表面放电”的要求(见表2中脚

注c)

g) 增加了“熔体体积流动速率”“磨耗性能-磨损率”“磨耗性能-磨损指数”三项性能(见表3);

h) 更改了定伸应力试验仪器的部分内容(见B.2,2008年版的A.3);

i) 更改了定伸应力试样加载砝码质量的种类(见表B.1,2008年版的表A.1);

j) 更改了定伸应力测定装置示意图(见图B.1,2008年版的图A.1);

k) 更改了部分定伸应力测试的内容(见B.4.2,2008年版的A.5.2);

l) 更改了定伸应力计算公式中砝码质量的单位,由“克(g)”更改为“千克(kg)”(见B.5,2008年版

的A.6);

m) 更改了双缺口制样装置和双缺口试样示意图(见图C.1,2008年版的图B.1);

n) 更改了试样双缺口的制备方式(见C.4,2008年版的B.5)。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21304-2:2021《塑料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E-UHMW)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

2部分: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
本文件与ISO21304-2:2021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

直单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21304-2:2021相比,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a) 更改了简支梁双缺口冲击强度的符号,由“αcN”改为“αcDN”;

b) 增加了压塑后冲切制备试样的说明(见4.2注);

c) 增加了参考文献ISO293:202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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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华塑晨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德市金建检测仪器有限公司、上海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北京燕山石化高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同
轨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杭州中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阳石化分公司、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浙江武义文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福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爱康医用塑料有限公司、上海怡展实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宏愿、郑慧琴、任雨峰、王正元、沈贤婷、王雅玲、曲静波、谢建玲、朱安生、
杨振国、赫丽娜、艾宏承、崔广洪、刘东升、王晓丽、张香玲、李志、贺冲、何文林、陈奇立、周烨、郝连东、
唐旭晖、李京洋。

本文件于2008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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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1461.2(本文件)的上一版和与本文件同期发布的GB/T21461.1的上一版,分别等同采用

ISO11542-2:1998和ISO11542-1:2001。2016年,我国牵头修订ISO11542-1:2001和ISO11542-2:

1998时,由于ISO/TC61/SC9热塑性塑料分会对材料命名系统规则进行了修改,发布了新的材料命

名格式模板,为方便标准的阅读者和使用者熟悉和在过渡期间使用,ISO规定采用新模板的第1部分标

准修订时均给出新的标准号,第2部分标准修订时也随之以新的标准号出现,因此ISO标准修订后以

ISO21304-1:2019和ISO21304-2:2021分别代替了ISO11542-1:2001和ISO11542-2:1998。

GB/T21461拟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命名系统和分类基础。目的在于以一个标准模式确立适用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

料的命名方式和分类原则。
———第2部分: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的试样制备方

法及性能测定项目、方法和条件。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21304-2:2021,通过规定统一的试样制备、状态调节、试样尺寸和试验条

件,‖来获得具有再现性和可比性的试验结果。
本文件中“冷却速率/线性冷却速率”的术语和定义,引自我国牵头修订并已发布的ISO293:2023

(参见3.2和表1),与本文件上一版的“平均冷却速率”相比,在压塑试片的冷却降温阶段对于模压机控

制系统的要求更为严格。
本文件新增的230℃/21.6kg条件下采用三倍截面积口模(内径3.628mm)测定PE-UHMW 材料

熔体体积流动速率(MVR)的测试项目,可快速测定部分用途的较低分子量PE-UHMW材料的流动性。
对于定伸应力测试,本文件仅给出了最小负荷至50g砝码,但有理由相信更小负荷的使用对于获

取某些较低分子量PE-UHMW 材料的定伸应力曲线,进而研究材料分子量、分子量分布与某些应用性

能(如耐磨性)的关系是有用的。
由于ISO标准修订规则以及我国PE-UHMW 材料迅猛发展,本文件修订过程中对采标标准的部

分条款和内容进行了技术修改,均以适当方式给出了对照说明。

Ⅲ

GB/T21461.2—2023



塑料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E-UHMW)
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2部分:试样制备和

性能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E-UHMW)模塑和挤出材料的试样制备方法和性能测定使用

的试验方法。本文件还给出了处理试验材料的要求以及模塑前对试验材料状态调节和试验前对试样状

态调节的要求。
本文件给出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模塑和挤出材料试样制备的方法和条件,以及采用这些试样进行

材料性能测定的方法。本文件列出的性能和试验方法对于表征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模塑和挤出材料是合

适的和必要的。
这些性能是从GB/T19467.1通用试验方法中选择的。本文件还给出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模塑和

挤出材料广泛应用的或有特殊意义的其他试验方法,如本文件第1部分规定的命名性能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规定的材料为GB/T1845.1的190℃/21.6kg下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小于0.1g/10min的材料。

为获取具有再现性和可比性的试验结果,可使用本文件规定的试样制备和状态调节的方法,以及试

样尺寸和试验方法。使用不同尺寸的试样或不同方法制备的试样测定的数据可能不一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033.1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GB/T1033.1—2008,ISO1183-1:2004,IDT)

GB/T1033.2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2部分:密度梯度柱法(GB/T1033.2—2010,

ISO1183-2:2004,MOD)

GB/T1034 塑料 吸水性的测定(GB/T1034—2008,ISO62:2008,IDT)

GB/T1040.1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总则(GB/T1040.1—2018,ISO527-1:

2012,IDT)

GB/T1040.2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GB/T1040.2—

2022,ISO527-2:2012,IDT)

GB/T1040.4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4部分:各向同性和正交各向异性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的试验条件(GB/T1040.4—2006,ISO527-4:1997,IDT)

GB/T1043.1 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GB/T1043.1—

2008,ISO179-1:2000,IDT)

GB/T1408.1 绝缘材料 电气强度试验方法 第1部分:工频下试验(GB/T1408.1—2016,

IEC60243-1:2013,IDT)

GB/T1409 测量电气绝缘材料在工频、音频、高频(包括米波波长在内)下电容率和介质损耗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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