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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３１４６：２０００（Ｅ）《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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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温度或熔融范围）》，包括其技术勘误ＩＳＯ３１４６：２０００／Ｃｏｒ．１：２００２（Ｅ）。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合成树脂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谷峰、彭速标、萧达辉、陈强、沈文洁、翟翠萍、郑建国、邬蓓蕾、林振兴、

王建东、黎庆翔。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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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结晶或部分结晶聚合物的熔融行为表现出一种结构敏感性质。

聚合物通常不具有低分子物质那种明确的熔点，只是在加热时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固态开始变化为

高黏性或黏弹性液体并伴随晶相消失的熔融温度范围。熔融范围与诸如分子量、分子量分布、结晶度和

热力学性质等许多参数有关。

熔融范围也可能与试样的受热历程有关。熔融范围的低限或高限或其平均值，有时被习惯地称为

“熔融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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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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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融温度或熔融范围）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评价部分结晶聚合物熔融行为的两种方法。

不同的方法所测定的熔融温度通常相差几度，引言中对此已做出解释。

方法Ａ：毛细管法

该法是以聚合物形变为基础的熔融温度测定方法，适用于所有部分结晶聚合物及其混合料。

　　注１：方法Ａ也可用来评价非结晶固体的软化行为。

方法Ｂ：偏光显微镜法

该法是以聚合物光学性能的变化为基础的熔融温度测定方法，适用于含有双折射结晶相的聚合物

的熔融温度测定，不适用于加有会干扰双折射的颜料和／或添加剂的聚合物结晶区的熔融温度测定。

　　注２：适用于部分结晶聚合物的另一种方法可参见标准：ＧＢ／Ｔ１９４６６．３—２００４《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仪（ＤＳＣ）法

第３部分：熔融或结晶温度和热焓的测定》（ＩＳＯ１１３５７３：１９９９，Ｉ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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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ｉｄｔＧＢ／Ｔ２９１８—１９９８，ＩＳＯ２９１：１９９７）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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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晶或部分结晶聚合物受热时其结晶特性或颗粒形状消失的温度范围。

注：对方法Ａ和方法Ｂ所测得的“熔融温度”的定义分别见４．１和５．１。

４　方法犃：毛细管法

４．１　原理

在控制升温速度的情况下对毛细管中的试样加热。记录试样开始变形时的温度以及试样最后残余

晶相消失时的温度。

第一个温度称为该样品的熔融温度，两个温度之间的范围则称为该样品的熔融范围。

　　注：按有关规定或经相关方商定，本标准也可适用于非结晶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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