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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３１４６：２０００《塑料———用毛细管法和偏光显微镜法测定部分结晶聚合物熔融

行为（熔融温度或熔融范围）》（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把“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删除了ＩＳＯ３１４６：２０００的前言；

ｃ）　增加了国家标准的前言；

ｄ）　把“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所列的国际标准用对应的等同采用该文件的我国国家标准代替；

ｅ）　用我国的小数点符号“．”代替国际标准中的小数点符号“，”。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５８２—１９９６《部分结晶聚合物熔点试验方法　毛细管法》和ＧＢ／Ｔ４６０８—１９８４

《部分结晶聚合物熔点试验方法　光学法》，将ＧＢ／Ｔ１６５８２—１９９６、ＧＢ／Ｔ４６０８—１９８４合并，分别为方

法Ａ和方法Ｂ。

本标准方法Ａ与ＧＢ／Ｔ１６５８２—１９９６差异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第２章）；

———温度计：分度值１℃改为分度值０．１℃（４．２．３）；

———原标准装样高度：粉末试样，装样高度约为５ｍｍ～１０ｍｍ，现标准未规定。

本标准方法Ｂ与ＧＢ／Ｔ４６０８—１９８４差异如下：

———原标准温度计分度值为１℃，现标准无分度值规定；

———粉末样品取样量和粒度：由１ｍｇ～２ｍｇ改为２ｍｇ～３ｍｇ，粒度不超过１００μｍ 的粉末样

（５．３．１）；

———加热试样形成的薄膜厚度：由０．０５ｍｍ以下改为０．０１ｍｍ～０．０４ｍｍ（５．３．１）；

———增加模塑料和颗粒料样品（５．３．２）；

———增加了状态调节（５．３．４）；

———增加了精密度（５．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５）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合成树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杭州师范大学。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塑料制品质检中心（北京）、中石化北化院国家化学建材测试中心（材料

测试部）、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云伯翎、邱化玉、郑宁、陈家琪、许向青、刘奇祥。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４６０８—１９８４；

———ＧＢ／Ｔ１６５８２—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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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用毛细管法和偏光显微镜法测定

部分结晶聚合物熔融行为

（熔融温度或熔融范围）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用毛细管法和偏光显微镜法测定部分结晶聚合物的熔融行为的方法。

方法Ａ（毛细管法）适用于所有部分结晶聚合物及它们的配混物。

方法Ｂ（偏光显微镜法）适用于有双折射结晶相的聚合物。因为会影响聚合物结晶区的双折射，所

以不适用于含有颜料和／或填加剂的配混物。

注１：方法Ａ也可评价非结晶固体的软化温度。

注２：用不同方法测量的熔融温度通常会有几度（Ｋ）的差别。

注３：另外一种方法为ＧＢ／Ｔ１９４６６．３—２００４《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ＤＳＣ）　第３部分：熔融和结晶温度及热焓的

测定》，也适用于部分结晶聚合物熔融行为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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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９１８—１９９８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ｉｄｔＩＳＯ２９１：１９９７）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部分结晶聚合物　狊犲犿犻犮狉狔狊狋犪犾犾犻狀犲狆狅犾狔犿犲狉

含有结晶相和无定形相的聚合物。

３．２

　　熔融范围　犿犲犾狋犻狀犵狉犪狀犵犲

当加热时，结晶或部分结晶聚合物结晶特性或形状消失的温度范围。

４　方法犃———毛细管法

４．１　原理

以可控的速率加热样品，测定开始出现明显形状变化及结晶相完全消失时的温度。

以形状变化时的温度作为样品的熔融温度，上述两个温度间的范围，即为熔融范围。

注：按有关标准或经有关各方协商，本方法也可用于非结晶材料。

４．２　设备（见图１）

４．２．１　熔融设备由以下各部件组成：

ａ）　圆柱形金属块，上部是中空的并形成一个小腔。

ｂ）　金属塞，带有两个或多个孔，允许温度计和一个或多个毛细管装入金属块。

ｃ）　用于金属块的加热系统，例如，封装在金属块中的电阻丝。

ｄ）　若利用电加热，应有调节功率输入的变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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