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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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19789—2005《包装材料 塑料薄膜和薄片氧气透过性试验 库仑计检测法》,

与GB/T19789—200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中试验方法的表述(见第1章,2005年版的第1章);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见2005年版的

第2章);
———删除了术语稳态、氧气透过量、氧气透过常数及定义,增加了术语氧气透过系数及定义,并修改

了术语氧气透过率及定义(见第3章,见2005年版的第3章);
———更改了实验室环境条件(见6.2,2005年版的6.2);
———更改了测试仪简图,并将其列入资料性附录C(见附录C中的图C.1,2005年版的图1);
———更改了试验步骤(见第9章,2005年版的第8章);
———更改了试验结果计算公式(见第10章,2005年版的第9章)。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5105-2:2003《塑料 薄膜和薄片 气体透过率试验方法 

第2部分:等压法》。
本文件与ISO15105-2:2003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章条号对照一览表见附

录A。
本文件与ISO15105-2:2003相比,存在较多技术性差异,这些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

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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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临沂金锣文瑞食品有限公

司、河南银金达彩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亚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德州诚达精彩印务有限公司、山东新巨

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中包包装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济南兰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青岛

永昌塑业有限公司、嘉兴星越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干将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微山、许超、徐玮、申丽霞、张智力、杨学军、鲍柳君、张耀威、王宏磊、霍彦君、

翟玉琳、刘宝忠、陈曦、陈欣、王冠中、王娜、周洋、毛兵、吴坤坤、陈奇。
本文件于2005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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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材料 塑料薄膜和薄片氧气
透过性试验 库仑计检测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库仑计检测法测试塑料薄膜和薄片等包装材料的氧气透过性的试验原理、试样、试样

状态调节和试验环境、仪器与材料、扩散条件、试验步骤、结果计算、试验结果,以及试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塑料薄膜、薄片、复合材料、纸塑复合材料、塑料涂覆织物等包装材料的氧气透过性的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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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672—2001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ISO4593:1993,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氧气透过率 oxygentransmissionrate
O2GTR 
在塑料材料两侧单位氧气分压差下,单位时间内透过单位面积材料的氧气量。

3.2
氧气透过系数 coefficientofoxygenpermeability
P
单位厚度材料的氧气透过率。

4 试验原理

将测试试样装夹在测试仪渗透腔内(见附录C中图C.1),从而在渗透腔A、B两腔之间形成一个密

闭的阻隔层。A腔内通入氧气,B腔内通氮气载气对B腔慢慢吹扫。每个腔内的总压力是相等的(环境

大气压),由于A腔内的氧气的分压较高,从而使A腔中的氧气透过试样进入B腔内,随氮气载气一起

进入库仑计传感器中进行化学反应并产生电压,该电压与单位时间内通过库仑传感计的氧气量成正比。
通过对试验结果的计算,得到试样的氧气透过率和透过系数。

5 试样

5.1 试样应具代表性,无皱褶、折痕、针孔及其他缺陷,且厚度均匀。每片试样的面积应大于测试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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