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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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43316《塑料 耐环境应力开裂(ESC)的测定》的第6部分。GB/T43316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恒定拉伸负荷法;
———第3部分:弯曲法;
———第4部分:球压或针压法;
———第5部分:恒定拉伸变形法;
———第6部分:慢应变速率法。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22088-6:2006《塑料 耐环境应力开裂(ESC)的测定 第6部分:慢应变速率

法》。
本文件与ISO22088-6:2006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43316.1替换了ISO22088-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第3章);
———增加了ESC指数的定义(见3.12),以对结果表示的含义做出规定(见9.5);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040.2替换了ISO527-2(见7.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

作性。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ISO22088-6:2006范围中对其他部分的描述调整到本文件引言中;
———将ISO22088-6:2006范围中对本方法是等级测试的描述调整到本文件引言中;
———将结果表示中ESC指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描述性语句(见9.5)。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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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合肥邦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承德市精密试验机有限公司、厦门精卫模具有限公司、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蓝晨光

化工有限公司、东莞市众标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特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新华美塑料有限公司、浙
江新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敬信高聚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科普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无锡江南电

缆有限公司、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道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汉工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志明、邱兴新、王浩江、张友稳、于东、林丽衍、董宝田、王泊恩、郑凤琼、李武军、

郭彬、陈良光、洪喜军、周乐宁、刘军、林东融、胡尚、刘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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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塑料在空气中受到低于其屈服点的应力或应变的作用时,存在于外部或内部的应力,或者两者应力

的共同作用可引起开裂,这类开裂常常受塑料所处的化学环境影响而加速发展,这种现象称为环境应力

开裂(ESC)。包括塑料在内的许多材料都可能发生ESC破坏,其可能显著降低允许材料长期使用的应

力或应变。

ESC过程如下:

1) 施加应力后,由于应力集中导致试样中形成微观孔洞;

2) 化学环境的作用造成分子间键的断裂,引起更大孔洞的形成和扩大,进而形成由相互连接的孔

洞和微纤结构组成的银纹;

3) 在应力和化学环境共同作用下,微纤结构断裂、银纹增长;

4) 银纹尖端出现裂纹并持续发展,最终导致脆性破坏。
裂纹可能沿材料厚度方向持续发展,直至材料破损为两个或更多个碎片;裂纹也可能在到达低应

力、不同材料和/或不同形态区域时终止。

ESC试验较为复杂,其受如下参数影响:
———试样尺寸;
———试样状态(取向,微观结构,内应力);
———样品制备方法;
———试样的热历史;
———应力和应变;
———试验温度;
———试验持续时间;
———化学环境;
———应力和应变的施加方法;
———失效判据。
以一个参数为变量、其他参数不变的方式,可以评估可变参数对ESC的影响。ESC试验的主要目

的是确定化学介质对暴露于其中的塑料(试样和制品)的相对影响。
当失效模式与在实际使用中获得的失效模式一致时,这些试验结果可用于评估模塑成型条件对制

品质量的影响。
由于实际应用中制品ESC性能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因此建立试样ESC试验结果与实际制品性能

之间的直接关联是非常困难的。
环境应力开裂试验是用作质量控制的工具,并在研发中用于评估耐应力开裂性能。
根据材料在使用中将承受的应力或应变类型选择试验方法。在使用恒定应变试验方法如弯条法或

针压入法时,注意施加到材料上的应力会随着应力松弛而随时间衰减。
根据材料品种和使用条件选择试验条件。在相同试验条件下比较材料的ESC性能。

GB/T43316《塑料 耐环境应力开裂(ESC)的测定》旨在规定热塑性塑料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的

通则和描述其测定方法,拟由六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则。目的在于确立测定塑料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的通用原则。
———第2部分:恒定拉伸负荷法。目的在于为热塑性塑料建立在试验介质中受恒定拉伸负荷时耐

环境应力开裂的可操作、可追溯、可证实的测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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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弯曲法。目的在于为热塑性塑料建立在试验试剂存在的条件下承受固定弯曲应变

时的耐环境应力开裂的可操作、可追溯、可证实的测定程序。
———第4部分:球压或针压法。目的在于为热塑性塑料建立在球或者针压入产生恒应变时的耐环

境应力开裂的可操作、可追溯、可证实的测定程序。
———第5部分:恒定拉伸变形法。目的在于为热塑性塑料建立在试验介质中受到恒定拉伸变形时

的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的可操作、可追溯、可证实的测定程序。
———第6部分:慢应变速率法。目的在于为热塑性塑料建立在试验介质中以恒定速率缓慢增加拉

伸试样应变的条件下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的可操作、可追溯、可证实的测定程序。
第6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内容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测定塑料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的标准体系。
以上耐环境应力开裂(ESC)性能的测试基本上是等级测试,并不旨在提供用于设计或性能预测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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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耐环境应力开裂(ESC)的测定
第6部分:慢应变速率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热塑性塑料在化学介质中以恒定速率缓慢增加拉伸试样应变时的耐环境应力开裂

(ESC)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模塑和/或机加工制备的试样,用于测定塑料暴露在不同环境下的耐环境应力开裂性

能和不同塑料暴露于特定环境条件下的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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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40.2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GB/T1040.2—

2022,ISO527-2:2012,MOD)

GB/T43316.1 塑料 耐环境应力开裂(ESC)的测定 第1部分:通则(GB/T43316.1—2023,

ISO22088-1:2006,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4331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横梁位移 crossheaddisplacement
CHD
横梁从试验开始移动的距离。

3.2
横梁位移速度 crossheadspeed
CHS
横梁位移(CHD)除以测试时间。

3.3
试样平行侧面长度 lengthofparallel-sidedsectionofspecimen
l1
试样中间的窄平行部分的长度(见图1)。

3.4
平行侧面面积 areaofparallel-sidedsection
A1

试样窄平行部分的横截面积(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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