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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7223:2014《塑料 黄色指数及其变化值的测定》。
本标准与ISO17223:2014相比存在结构调整,具体如下:
———将“6.3精密度”移至附录A;
———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ISO1043-1、ISO5725-2移至参考文献。
本标准与ISO17223: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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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918—2018代替了ISO291:2008;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844.1代替了ISO1043-1,并将 GB/T1844.1移至参考

文献;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379.2代替了ISO5725-2,并将 GB/T6379.2移至参考

文献。
———将6.3条精密度相关内容移至附录A,作为资料性内容。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资料性附录B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蓝晨光成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宏

源特种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深圳市中安测标准技术有限公司、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韵鼎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大港海关、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化工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化院燕山分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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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黄色指数及其变化值的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透明或不透明塑料的黄色指数及其变化值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塑料材料黄色指数及其变化值的测定。
注1:试样的形状包括模塑的板或圆盘、薄膜、薄片、粉末和颗粒。不适用于含荧光剂的塑料。

注2:黄色指数变化值常用于评价环境对颜色稳定性的影响,如高温、紫外线照射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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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2918—2018,ISO291:2008,MOD)

ASTME313 根据仪器测定的颜色坐标计算黄色和白色指标的标准实施规程(Standardpractice
forcalculatingyellownessandwhitenessindicesfrominstrumentallymeasuredcolorcoordinates)

CIE15:2004 比色法(Colorimetry)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黄色指数 yellownessindex
YI
偏离白色或无色,倾向于黄色的程度。

3.2 
黄色指数变化值 changeofyellownessindex
ΔYI
老化前样品的黄色指数与老化后样品的黄色指数之间的差值。
注:例如,暴露于指定条件之前和之后。

4 试样制备和状态调节

4.1 样品和试样制备

应采用统计方法从待测批次中抽取。一般情况下,应以接收到的样品原状态进行测试,除非评价的

目标样品是由颗粒或粉末制备的模塑的板或圆盘、薄膜或薄片。

4.2 试验环境和标准条件

按GB/T2918,试验环境的标准条件为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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