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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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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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北京通标华信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苏州海格电

控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金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锐德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冒爱民、孙彦平、王昊君、乐志斌、夏卫彬、陈雪荣、裴愉、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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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T 工程塑料性能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PBT工程塑料性能评估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样品准备、测试材料与设备、性能

评估指标与方法、测试重复次数、试验人员与环境及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工程塑料颗粒及制品的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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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PBT 工程塑料 PBT engineering plastics

以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为主要成分，通过添加玻璃纤维、阻燃剂等改性助剂制成的热塑性工程塑料，

具有高强度、耐温性和良好加工性能。

3.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melt mass-flow rate

在一定温度和负荷下，熔体每10分钟通过标准口模的质量，反映材料的加工流动性。

4 基本原则

4.1 科学性

采用科学合理的测试方法和评估指标，确保测试结果能够准确反映PBT工程塑料的性能。

4.2 规范性

严格遵循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统一测试条件和操作流程，保证测试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重复性。

4.3 可操作性

测试方法应简便易行，所需设备和试剂易于获取，满足实验室和生产现场的测试需求。

5 性能评估

5.1 总则

PBT工程塑料的性能评估包括物理性能、机械性能、热性能、电性能、化学性能、环境性能等。PBT

工程塑料的性能评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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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PBT工程塑料的性能评估

性能类别 测试项目

物理性能

密度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吸水率

机械性能

拉伸强度

弯曲强度

简支梁冲击强度

热性能

熔点

维卡软化温度

热变形温度

电性能
体积电阻率

介电强度

化学性能
耐化学腐蚀性

阻燃等级

环境性能
耐候性

耐低温性能

5.2 物理性能

5.2.1 总则

PBT 工程塑料的物理性能主要包括密度、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及吸水率。

5.2.2 密度

密度反映材料单位体积的质量，受配方中增强材料、填料等改性成分影响，是制品重量估算、成型

工艺优化及结构设计的基础参数。

5.2.3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表征材料在熔融状态下的流动能力，用于评估其加工成型适应性，为注塑、挤出等工艺的温度和压

力参数设定提供依据。

5.2.4 吸水率

体现材料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吸收水分的能力，影响其尺寸稳定性、力学性能及电性能在潮湿环境中

的长期表现。

5.3 机械性能

5.3.1 总则

PBT 工程塑料的机械性能涵盖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和简支梁冲击强度。

5.3.2 拉伸强度

材料在轴向拉伸载荷下抵抗断裂的最大应力，是衡量其承载能力和结构安全性的核心指标。

5.3.3 弯曲强度

反映材料在弯曲载荷下抵抗变形和断裂的能力，用于评估制品在受弯工况下的刚度和抗断裂性能。

5.3.4 简支梁冲击强度

简支梁冲击强度表征材料在冲击载荷下吸收能量的能力，体现其韧性水平，是动态载荷或高应力交

变环境下部件设计的关键参考。

5.4 热性能

5.4.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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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T 工程塑料的热性能包括熔点、维卡软化温度和热变形温度。

5.4.2 熔点

材料由固态转变为熔融态的临界温度，决定了加工成型的温度范围，是注塑、挤出等工艺温度控制

的重要依据。

5.4.3 维卡软化温度

是材料在特定载荷下达到规定软化程度的温度，用于评估其高温环境下的尺寸稳定性和耐软化能力。

5.4.4 热变形温度

指材料在恒定载荷下产生特定形变的温度，是衡量其高温力学性能的关键指标，为高温工况下结构

件的选材和使用提供指导。

5.5 电性能

5.5.1 总则

PBT工程塑料的电性能主要包括体积电阻率和介电强度。

5.5.2 体积电阻率

反映材料内部对电流的阻隔能力，是评估其绝缘性能的核心参数，直接影响电子电器绝缘部件的可

靠性。

5.5.3 介电强度

指材料在高压电场下抵抗击穿的能力，表征其耐受瞬时或持续高压的性能，是高压电气设备绝缘部

件安全性设计的重要依据。

5.6 化学性能

5.6.1 总则

PBT工程塑料的化学性能包括耐化学腐蚀性和阻燃等级。

5.6.2 耐化学腐蚀性

体现材料在酸、碱、溶剂等化学介质中抵抗侵蚀的能力，决定了其在化工、汽车、电子等接触腐蚀

性环境中的适用性。

5.6.3 阻燃等级

通过标准燃烧试验确定，反映材料抑制燃烧或延缓火焰蔓延的能力，是电子电器、汽车内饰、航空

航天等对防火安全有要求场景的关键性能指标。

5.7 环境性能

5.7.1 总则

PBT 工程塑料的环境性能涵盖耐候性和耐低温性能。

5.7.2 耐候性

指材料在紫外线、温度、湿度等自然环境因素长期作用下抵抗性能劣化的能力，通过人工加速老化

试验评估，是户外应用制品（如汽车外饰、户外设备外壳）耐久性设计的重要依据。

5.7.3 耐低温性能

表征材料在低温环境下保持力学性能的能力，通过低温冲击或拉伸试验测定，确保其在寒冷地区或

低温工况下的使用可靠性。

6 评估流程

6.1 样品制备与管理

6.1.1 样品要求

样品应从同一批次或同配方产品中随机抽取，涵盖颗粒料、标准试样或实际制品，确保具有代表性。

6.1.2 样品标识

标注样品名称、规格、批号、生产单位、取样日期等信息，确保可追溯。

6.1.3 状态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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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2918规定，将样品在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的环境中调节48h，消除环境因素

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6.2 测试方案制定

6.2.1 指标选择

根据评估目的（原料检验、制品认证、研发优化等），从第5章性能类别中选取相应指标组合。

6.2.2 方法确定

优先采用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规定的测试方法，无对应标准时，参照国际标准并注明。

6.2.3 设备要求

使用经校准且在有效期内的测试设备，确保设备精度满足标准要求。

6.3 测试实施

6.3.1 试样制备

按测试方法要求制备标准试，确保试样尺寸、表面状态符合规范。

6.3.2 条件控制

严格控制测试环境（包括温度、湿度）、加载速率、载荷类型等参数，保证测试条件一致性。

6.3.3 数据记录

实时记录原始数据，包括测试时间、设备编号、样品编号、实测值及异常现象（包括试样断裂位置

偏离标距）。

6.4 数据处理与分析

6.4.1 重复性测试

每项指标测试次数不少于3次，计算平均值、标准差及变异系数，评估数据离散性。

6.4.2 异常处理

对偏离均值超过10%的异常数据应重新测试；若多次异常，需检查样品制备、设备状态或操作流程。

6.4.3 结果分析

结合材料应用场景，分析各性能指标的关联性（如MFR与加工流动性、拉伸强度与玻纤含量的关系），

识别关键影响因素。

6.5 结果判定

6.5.1 符合性判定

将实测结果与技术要求（包括企业标准、客户规范）对比，判定是否满足预期用途。

6.5.2 差异分析

对不符合项，从配方设计、生产工艺、测试误差等方面追溯原因，形成分析报告。

7 评估报告

7.1 报告结构与内容

7.1.1 封面

报告标题：PBT工程塑料性能评估报告。

标识信息：评估机构名称、认证标志、报告编号、发布日期。

7.1.2 正文

报告正文包括概述、测试依据、测试过程、结果汇总、综合结论。

7.1.2.1 概述的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评估目的：明确评估用途（包括质量认证、工艺改进、产品研发等）。

b）样品信息：名称、规格、批号、生产单位、取样日期。

c）评估范围：涵盖的性能类别及具体指标。

7.1.2.2 测试依据的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a）引用标准：列出本文件及相关国家标准、行业规范、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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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设备信息：测试设备名称、型号、校准证书编号及有效期。

7.1.2.3 测试过程主要包括样品状态调节条件、试样制备方法以及关键测试参数（包括温度、载荷、测

试速率）。

7.1.2.4 结果汇总

按第5章性能类别，以表格形式列出各指标测试结果，注明平均值、测试次数及判定结论；对异常

数据或不符合项，单独说明原因及处理措施。

7.1.2.5 综合结论

材料性能总体评价，明确适用场景；针对性能短板提出改进建议。

7.1.3 附录

报告附录内容主要包括：原始数据记录表（含测试曲线、照片等）、异常情况说明（包括设备故障、

样品破损记录）、测试方法细则（非标准方法时提供）。

7.2 报告管理

7.2.1 报告需经测试人、审核人、授权签字人三级签字，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后生效。

7.2.2 电子文档与纸质文档同步存档，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确保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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