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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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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精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匡兆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绍兴耐特塑胶有限

公司、浙江省塑料行业协会、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浙江七色鹿色母粒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晓东、韩永军、夏月飞、滕国民、汪建萍、来建雄、黄翔、卢伟东、徐宇强、

宋亮、汤志龙、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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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降解塑料用色母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物降解塑料用色母料的颜色类别和产品代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酯（PBAT）、聚乳酸（PLA）、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

等生物降解树脂为基础材料进行制备，用于生物降解塑料改性及制品的色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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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40.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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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43.1—2008 塑料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 1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GB/T 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6284 化工产品中水分测定的通用方法干燥减量法

GB/T 17037.1 塑料热塑性塑料材料注塑试样的制备 第 1 部分：一般原理及多用途试样和长条形

试样的制备

GB/T 18251 聚烯烃管材、管件和混配料中颜料或炭黑分散度的测定

GB/T 29284—2012 聚乳酸

GB/T 32366—2015 生物降解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酯（PBAT）

GB/T 41010—2021 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

HG/T 4668—2014 聚丙烯（PP）色母料

SH/T 1541.1—2019 塑料颗粒外观试验方法 第 1部分：目测法

OECD 208 陆生植物试验 出芽率和植物生长测试(Terrestrial Plant Test: Seedling Emergence

and Seedling Growth Test)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010—2021、SH/T 1541.1—20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颜色类别和产品代号

4.1 颜色类别代号

表 1 颜色类别代号

1 2 3 4 5 6 7 8 9 0

黄色 橙色 红色 紫色 蓝色 绿色 棕色 白色 灰色 黑色

4.2 产品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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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号由生物降解色母料、适用塑料基体、颜色类别代号和稀释比 4项组成，每项之间留一个英

文字母空格。

示例 1:“生物降解色母料 PLA 4 25”表示适用于 PLA 基体的紫色母料，稀释比为 1：25。

示例 2:“生物降解色母料 PBAT/PLA 4 20”表示适用于 PBAT/PLA 共混基体的紫色母料，稀释比为 1：20。

5 技术要求

5.1 粒料要求

色母料粒料应符合表 2规定。

表 2 色母料粒料要求

项目 单位 要求

外观 — 颜色、形状一致，无杂质和异色颗粒

大粒和小粒 g/kg ≤3.0

含水率 % ≤0.2

5.2 注塑样要求

色母料按稀释比混合的注塑样应符合表 3要求。

表 3 色母料注塑样要求

项目 单位 要求

色差 — ≤1.0

分

散

性

色点、黑点

＞0.6mm

个/400cm²

0

0.3mm～0.6mm ≤1

＜0.3mm ≤4

颜料分散 — ≤3级，外观级别：A1、A2、A3 或 B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 % ≥85

拉伸强度保留率 % ≥90

耐热性
以 PBAT 为主要基础材料

℃
≥150

以 PLA 为主要基础材料 ≥180

水迁移性 — 无颜色变化

5.3 生物降解性能

5.3.1 有机物成分(挥发性固体含量)

生物降解色母料有机成分(挥发性固体含量)应≥51%。

5.3.2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限量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限量应符合表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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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要求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名称 指标 名称 指标

Zn 150 Cr 50

Cu 50 Mo 1

Ni 25 Se 0.75

Cd 0.5 As 5

Pb 50 F 100

Hg 0.5 Co 38

5.3.3 生物分解率

相对生物分解率应≥90%。

5.3.4 崩解率和降解产物植物毒性试验

堆肥化条件下崩解率应≥90%，堆肥后的熟化堆肥的生态毒性应满足OECD 208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样的制备

6.1.1 色差、颜料分散、水迁移性、耐热性、崩解率

将色母料与生物降解树脂按标称稀释比混合。按GB/T 17037.1—2019的规定在设定的工艺条件下，

当达到稳定条件后，记录操作调节，开始收集试样。

6.1.2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

未着色试样：将生物降解树脂按6.1.1注塑成符合GB/T 1043.1—2008中6.3的试样，缺口为A型。

着色试样：将色母料与生物降解树脂按稀释比混合，按6.1.1注塑成符合GB/T 1043.1—2008中6.3

的试样，缺口为A型。

6.1.3 拉伸强度保留率

未着色试样：将生物降解树脂按6.1.1注塑成符合GB/T 1040.2—2022中6.1中1A型试样。

着色试样：将色母料与生物降解树脂按稀释比混合，按6.1.1注塑成GB/T 1040.2—2022中6.1中1A

型试样。

6.2 试样的状态调节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和拉伸强度试验试样按GB/T 2918规定进行状态调节。温度（23±2） ℃，相

对湿度（50±10）%，状态调节时间不少于24 h，并在此条件下进行试验。

6.3 外观

在自然光下，目测。

6.4 大粒和小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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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SH/T 1541.1—2019中第7条进行试验。

6.5 含水率

按GB/T 6284进行试验。

6.6 色差

按HG/T 4668—2014中第5.3条进行试验，用积分球色差仪测定试样样板与参考色板的CIE1976(L*a*b*
)

色差（△ELab），采用D65光源，10°视角。仲裁试验时，样板应在常温下放置48 h以上。

6.7 颜料分散

按GB/T 18251进行试验。

6.8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

按GB/T 1043.1—2008进行试验，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按公式（1）计算：

%100
强度生物降解树脂试样冲击

混合物试样冲击强度
冲击强度保留率  ..............................................(1)

6.9 拉伸强度保留率

按GB/T 1040.2—2022进行试验，拉伸强度保留率按公式（2）计算：

%100
强度生物降解树脂试样拉伸

混合物试样拉伸强度
拉伸强度保留率  ............................................. (2)

6.10 水迁移性

按HG/T 4668—2014中第5.8条进行试验，取10块洁净的尺寸为40 mm×30 mm×2 mm的试验样板，放

入恒温80 ℃±2 ℃的250 mL纯净水中，浸泡2 h，然后将浸泡液倒入干净的烧杯中，与纯净水比较，在

自然光下观察水的颜色变化。

6.11 耐热性

按HG/T 4668—2014中第5.9条进行试验，其中PBAT为主要基础材料的色母料和PBAT树脂按稀释比均

匀混合，混合物应在140 ℃熔体温度下于料筒中停留5 min，注塑5模，每模取1块色板进行测色并计算

平均值，将熔体温度提升10 ℃，等稳定后，再于料筒中停留5 min，注塑5模，每模取1块色板进行测色

并计算平均值，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前后两次色板明显变化，以140 ℃下的色板为基准，从低到高顺序

计算其它温度下色板色差△ELab。

当PLA为主要基础材料的色母料和PLA树脂按稀释比均匀混合，以180 ℃熔体温度开始注塑样品，并

以180 ℃下的色板为基准，从低到高顺序计算其他温度下色板色差△ELab。

当△ELab首次超过1时，该温度的前一级温度为耐热温度。

6.12 生物降解性能

按GB/T 41010—2021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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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组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原料、同一规格、同一配方、同一工艺连续生产的同一牌号产品，

以不超过 50 吨为一批。

7.2 检验分类

7.2.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为技术要求中 5.1，5.2 中色差、颜料分散。

7.2.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技术要求中除 5.3 要求的生物降解性能外的全部项目，其中生物降解性能五年进

行一次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的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超过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7.3 抽样

从同批产品中随机抽取 3 个包装样品，分别检验。出厂检验每个包装样品各抽取 100 g，型式检验

每个包装样品各抽取 200 g。

7.4 判定规则

7.4.1 不合格项的判定

按第 6 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样本单位的检验结果若符合第 5 章的规定，则该项合格，若不

符合第 5章规定，在原批中抽取双倍样品分别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全部合格则判该项合格，

否则判该项不合格。

生物降解性能若有不合格项目时，不再进行复检，判该项不合格。

7.4.2 合格批的判定

所有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该批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包装应标志以下内容：

a) 本标准编号；

b) 产品名称；

c) 产品数量；

d) 产品代号；

e) 制造厂名和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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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生产日期；

g) 质量检验合格证。

8.2 包装

常规包装宜用纸塑复合袋，每袋产品的净含量宜为 25 kg。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时，防止机械碰撞及日晒雨淋，在搬运过程中要保持外包装完好。

8.4 贮存

产品应放在通风、阴凉、干燥的库房内贮存，避免阳光曝晒及雨淋，并远离污染源、热源，防潮、

防鼠、防虫。应根据生物分解塑料色母料性能确定合理贮存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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