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83.080.20
CCSG3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45336—2025

塑料 熔融状态下热塑性塑料拉伸

性能的测定

Plastics—Determinationofdrawingcharacteristicsofthermoplasticsinthe
moltenstate

(ISO16790:2021,MOD)

2025-02-28发布 2025-09-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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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6790:2021《塑料 熔融状态下热塑性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本文件与ISO16790:2021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16790:2021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5278替换了ISO11443(见5.1.2、5.1.3.3、6.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

件、增加可操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918替换了ISO291(见第7章),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

作性;
———对“平均速度的测量”进行了优化和补充,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8.5.1);
———分为挤出机(8.5.1.1)和毛细管流变仪(8.5.1.2)两部分,以更加明确两种挤出方式的计算方法;
———“称量1min内从口模中挤出的试样量即为质量流量Q,精度优于±1g”更改为“称量1min内

从口模中挤出的试样量即为质量流量Q,精度优于±0.01g”(见8.5.1.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

条件,提高精度;
———增加了“应按GB/T3682.1或其他合适的方法计算ρT”(见8.5.1.1),以提供计算方法;
———增加了毛细管流变仪平均速度的计算公式(见8.5.1.2),以提供计算方法;
———增加了GB/T3682.1的规范性引用(见8.5.1.1、8.5.1.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

作性;
———删除了第11章中“重要提示———不得单独报告熔体强度。试验结果应始终与实际试验条件一

起报告。”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增加引言,其内容对应ISO16790:2021范围的部分内容;
———将定义中“初始直径”的注2和注3转移为8.4.2.1的注1和注2(见8.4.2.1),以便在试验步骤

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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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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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熔体拉伸强度测试是为了评估聚合物在熔融状态下抵抗外力拉伸的能力,该能力对于聚合物的可

发泡性、吹塑性、抗熔垂性、纺丝性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件的方法能提供以下信息:
———聚合物分子结构,包括相对分子质量和支化程度;
———挤出和拉伸过程的可加工性;
———机械和热历史对聚合物分子结构和物理状态的影响。
本文件提供的测试方法是测量聚合物拉伸流变性能的方法之一,数据是在非等温和非均匀变形条

件下获得的,能解释熔体拉伸流动中聚合物的行为,但该方法不一定完全再现材料在加工过程中的拉伸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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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熔融状态下热塑性塑料拉伸

性能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在特定的挤出温度和牵引条件下,通过测量熔体束变形时产生的熔体力,来测定热塑

性塑料在熔融状态下拉伸和断裂性能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毛细管流变仪或配有口模的挤出机或其他挤出装置挤出,且具有足够熔体强度

的热塑性模塑和挤出材料。
本文件也适用于化学性质稳定的热塑性塑料,其能形成不含异质、气泡、未融杂质等的挤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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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2918—2018,ISO291: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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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278 塑料 用毛细管和狭缝口模流变仪测定塑料的流动性(GB/T25278—2010,

ISO11443:2005,M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熔体拉伸 drawing
毛细管流变仪、挤出机或其他挤出装置连续挤出时,聚合物熔体拉丝的过程。

3.2 
熔体强度 meltstrength
Fb

熔体拉伸断裂时所承受的力。
注1:也称熔体断裂力或熔体强力。

注2:单位为牛顿(N)。

3.3
熔体拉伸速度 drawingvelocity
vt
置于挤出物下端的牵引装置牵引挤出物的速度。

  注:单位为米每秒(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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