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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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为GB/T2546《塑料 聚丙烯(PP)模塑和挤出材料》的第1部分,GB/T2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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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46.1—2006《塑料 聚丙烯(PP)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1部分:命名系统和分

类基础》。本文件与GB/T2546.1—2006相比,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注日期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修改为不注日期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6年版的第2
章);

b) 命名和分类模式增加了说明组和标准号部分(见第4章,2006年版的第3章);

c) 改变了命名特征项目组字符组顺序(见4.1,2006年版的第3章);

d) 字符组2表2中,位置2表示填料和增强材料的字母代号中增加“S”(表示鳞状、片状的)(见

4.3表2,2006年版的3.4表6);

e) 修改了字符组3位置1的字母“E”的含义,由“挤出”修改为“挤出管材,型材和片材”(见4.4表

3,2006年版的3.2表2);

f) 增加了字符组3位置1的字母,用“J”表示推荐用途“电线电缆绝缘”(见4.4表3,2006年版的

3.2表2);

g) 将“拉伸弹性模量以标称值为基础用三个数字作代号”改为“按照可能出现的数值,将拉伸弹性

模量分为6个范围,每个范围用两个数字组成的数字代号表示,其规定见表4”。表4内容作

相应修改(见4.5.2和表4,2006年版的3.3.1和表3);

h) 将“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以标称值为基础用两个数字作代号”改为“按照可能出现的数值,将简

支梁缺口冲击强度分为12个范围,每个范围用两个数字组成的数字代号表示,其规定见表

5”。表5内容作相应修改(见4.5.3和表5,2006年版的3.3.2和表4);

i) 将“熔体质量流动速率以标称值为基础用一个字母及三个数字作代号”改为“熔体质量流动速

率按GB/T3682.1或GB/T3682.2测定。试验条件可选用 M(温度:230℃、负荷:2.16kg)或

P(温度:230℃、负荷:5kg)。P条件推荐用于在试验条件 M下测定 MFR值小于0.10g/10min
的材料。按照可能出现的数值,将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分为21个范围,每个范围用三个数字组

成的数字代号表示,其规定见表6。在数字代号前面用“M”或“P”表示试验条件”。表6内容

作相应修改(见4.5.4和表6,2006年版的3.3.3和表5)。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9069-1:2015《塑料 聚丙烯(PP)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1部

分:命名系统和分类基础》。
本文件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
本文件与ISO19069-1:2015相比存在技术差异,主要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a)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用等同或修改采用国际文件的我国

文件标准代替相应的国际文件,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

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1844.1代替ISO1043-1(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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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修改采用国际文件的GB/T2546.2代替ISO1873-2(见4.5.2和4.5.3);
● 用修改采用国际文件的GB/T3682.1和GB/T3682.2代替ISO1133(所有部分)(见4.5.4)。

b) 有关字符组3,增加说明“如果聚丙烯为本色和(或)颗粒时,在命名时可以省略本色(N)和(或)
颗粒(G)的代号”,以使标准规定更加明确(见4.4);

c) 增加 MFR的试验条件P“温度:230℃、负荷:5kg”,以使标准规定更加合理(见4.5.4);

d) 扩大 MFR的分档范围,增加大于2000g/10min范围及数字代号,使标准更符合我国的实际

使用情况(见表6);

e) 增加了一个有关熔体质量流动速率为P试验条件(MFR230/5.0)测定的命名示例,以使标准

更便于被理解(见5.1.5)。
本文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参考文献中的ISO1043-2,因原文中未见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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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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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山石化高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化院燕山分院、山东京博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声威、杨春梅、程志凌、赵磊、王晓丽、张永涛、王超先、王耀伟、庞海萍、

张雪娜。
本文件于1988年首次发布,2006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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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546是聚丙烯树脂的分类和命名、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的基础标准,对聚丙烯产品标准提

供了支撑。GB/T2546修改采用ISO19069标准,由于ISO标准的导则发生变化,命名体系随之进行

了调整,与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密切相关的试验方法标准部分已被修订,并且存在技术性差异,因此进

行GB/T2546的修订。

GB/T2546在总标题《塑料 聚丙烯(PP)模塑和挤出材料》下由两个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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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是系列文件的第1部分,以ISO19069-1:2015为基础,根据聚丙烯(PP)模塑和挤出材料的

特点,用指定的特征性能值以及推荐用途和(或)加工方法、重要性能、添加剂、着色剂、填料和增强材料

等,对不同类型的聚丙烯模塑和挤出材料进行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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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聚丙烯(PP)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1部分:命名系统和分类基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丙烯(PP)热塑性塑料材料的命名系统,该系统可作为分类基础。
不同类型的聚丙烯热塑性塑料材料用下列指定的特征性能的值以及推荐用途和(或)加工方法、重

要性能、添加剂、着色剂、填料和增强材料等为基础的一种分类系统加以区分:

a) 拉伸弹性模量;

b)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

c)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丙烯均聚物和其他1-烯烃单体质量分数小于50%的丙烯共聚物以及上述聚合

物质量分数不小于50%的共混物。
本文件适用于常规为粉状、颗粒或碎粒状,未改性或经着色剂、添加剂、填料等改性的材料。
本文件不适用于丙烯基橡胶。
本文件不意味着命名相同的材料必定具有相同的性能。本文件不提供用于说明材料特殊用途和

(或)加工方法所需的工程数据、性能数据或加工条件数据。
如果需要,可按GB/T2546.2中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这些附加性能。
为了说明某种聚丙烯热塑性塑料材料的特殊用途或为了确保加工的重现性,可以在字符组5中给

出附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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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44.1 塑料 符号和缩略语 第1部分:基础聚合物及其特征性能(GB/T1844.1—2008,

ISO1043-1:2001,IDT)

GB/T2546.2 塑料 聚丙烯(PP)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2部分: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GB/T2546.2—

2022,ISO19069-2:2016,MOD)

GB/T3682.1 塑料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MVR)的测定

 第1部分:标准方法(GB/T3682.1—2018,ISO1133-1:2011,MOD)

GB/T3682.2 塑料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MVR)的测定

 第2部分:对时间-温度历史和(或)湿度敏感的材料的试验方法(GB/T3682.2—2018,ISO1133-2:

2011,MOD)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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