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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ＡＳＴＭＤ１６９３：２００８《乙烯塑料环境应力开裂标准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ＡＳＴＭＤ１６９３：２００８技术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差异为：

———试样保持架的内槽宽度改为１２．００ｍｍ±０．０５ｍｍ（第６章）；

———试剂采用壬基酚聚氧乙烯醚（ＴＸ１０），并增加试剂配制要求（第７章）；

———本标准中规定了制备试验用压塑试片的具体条件（８．１）；

———增加试管内试剂需预热到规定温度再将试样保持架放入的要求（１０．４）；

———在观察时间中增加６ｈ、７ｈ、１２ｈ、２０ｈ的观察点（１０．５）；

———精密度按ＧＢ／Ｔ６３７９进行计算（第１１章）。

本标准替代ＧＢ／Ｔ１８４２—１９９９《聚乙烯环境应力开裂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８４２—１９９９的主要差异为：

———名称变更为“塑料　聚乙烯环境应力开裂试验方法”。

———将第８章的“试样制备”与第１１章的“试样数目”合并为“试样”（第８章）。

———将试样状态调节的相对湿度由“５０％±５％”改为“５０％±１０％”（第９章）。

———试验条件Ｂ和Ｃ的试样厚度改为“１．８４ｍｍ～１．９７ｍｍ”（１０．２）。

———增加了试验结果的表述方法（１０．６）。

本标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石化塑料树脂产品分会（ＳＡＣ／ＴＣ１５／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者东梅、刘畅。

本标准于１９８０年首次发布，于１９９９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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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聚乙烯环境应力开裂试验方法

１　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聚乙烯环境应力开裂的试验方法。

１．２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聚乙烯均聚物以及其他１烯烃单体含量少于５０％（质量分数）和带功能团的非

烯烃单体含量不多于３％（质量分数）的共聚物在规定条件下耐环境应力开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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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８４５．２—２００６　塑料　聚乙烯（ＰＥ）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２部分：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ＩＳＯ

１８７２２：１９９７，ＭＯＤ）

ＧＢ／Ｔ２０３５—２００８　塑料术语及其定义（ＩＳＯ４７２：１９９９，Ｉ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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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６３７９．２—２００４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２部分：确定标准测量方

法重复性与再现性的基本方法（ＩＳＯ５７２５２：１９９４，ＩＤＴ）

ＧＢ／Ｔ９３５２—２００８　塑料　热塑性塑料材料试样的压塑（ＩＳＯ２９３：２００４，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０３５—２００８中规定的术语及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应力开裂　狊狋狉犲狊狊犮狉犪犮犽

由低于塑料短时机械强度的各种应力引起的塑料内部或外部的开裂。

这类开裂常常受塑料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加速发展。存在于外部或内部的应力或两种应力的共同作

用可以引起开裂。由细小裂纹构成的网络状结构的开裂又称为龟裂。

３．２

应力开裂破损　狊狋狉犲狊狊犮狉犪犮犽犳犪犻犾狌狉犲

本试验中凡能用眼睛观察到的裂纹均可认为是应力开裂破损，简称试样破损。刻痕的延伸不应视

为试样破损。

裂纹通常始于刻痕并与刻痕成近９０°角方向向外围发展。有时裂纹在试样内部发展而形成表面塌

陷。若塌陷最终发展成表面裂纹，则应将塌陷时间记为试样破损时间。

３．３

环境应力开裂时间　狋犻犿犲狅犳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狊狋狉犲狊狊犮狉犪犮犽

犉５０

试样在某种介质中破损几率为百分之五十的时间。

４　方法提要

把表面带有刻痕的试样弯曲并放置入表面活性剂的介质中，观察试样发生开裂的时间并计算破损

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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