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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291:199U塑料一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除根据我国国情作

了一些编辑性修改外，本标准在技术内容和编写方法上与ISO 291:1997相同。
    本标准的前一版为GB/T 2918-1982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与前版相比，主要

技术内容改变如下:

    1.由只规定一种标准环境(23/50)，改为规定两种标准环境(23/50和27/65),

    2.温度及相对湿度的容差，由只考虑对时间的偏差改为既考虑其对时间的偏差，又考虑其对环境

内试祥位置的偏差。

    3.相对湿度一级容差，由土2%改为士5写;相对湿度2级容差，由土5%改为士10肠。

    4.关于“标准温度’，和“室温’，两种环境中的湿度要求，由规定为“常湿”(即为45%-75%)改为不必

控制相对湿度。

    5.把“常温”改为“室温”，把其温度范围由IOC-35C改为18'C~  280C,

    6.对状态调节周期，本标准补充了“对于180C -28℃的室温环境，不少于4h”的规定。

    7.本标准增设了“标准环境”等三个术语定义、“原理”和附录A,附录B等。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2918-1982,

    本标准的附录A为标准的附录，附录B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塑料树脂产品分会(SC 4 )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四川联合大学、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北京市塑料研究所、上海市塑料研究

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永明。

    本标准首次发布时间为198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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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世界性的国家标准团体(ISO成员团体)的联合机构。制订国际标准的工

作通常由ISO各技术委员会进行。凡对某个技术委员会确定的项目感兴趣的任何成员团体都有权派代

表参加该技术委员会，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经与ISO联系，也可参加此工作。ISO与国际电工

委员会((IEC)在电工技术标准化的所有题材方面密切合作。

    被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在ISO理事会接受为国际标准之前要分发给各成员团体征求

表决意见。按照ISO章程，应至少有75%的成员团体投票赞成，表决方为有效。

    国际标准ISO 291由ISO/TC 61塑料技术委员，SC 6抗老化、化学品和环境分技术委员会制定。

    本第二版撤销并取代了已经被技术修订的第一版(ISO 291:1977),
    附录A为本国际标准的组成部分，附录B仅为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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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GS/T 2918一1982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各种塑料及各类试样在相当于实验室平均环境条件的恒定环境条件下进行状态调节

和试验的规范。

    本标准不包括用于某些特殊试验或材料或模拟某特定气候条件的专用环境。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2.1 标准环境 standard atmosphere

    标准环境是指优先选用的、规定了空气温度和湿度且限制了大气压强和空气循环速度范围的恒定

环境，该空气中不含明显的外加成分，且环境未受到任何明显的外加辐射影响。

    注

    1 标准环境使样品或试样能够达到并保持规定的状态。

    2标准环境相当干实验室的平均环境条件，并能建立在(环境可控制的)状态调节拒、箱或房间中

2.2状态调节环境 conditioning atmosphere
    进行试验前保存样品或试样的恒定环境。

2. 3试验环境 test atmosphere
    在整个试验期间样品或试样所处的恒定环境。

2.4 状态调节 conditioning

    为使样品或试样达到温度和湿度的平衡状态所进行的一种或多种操作。

2.5状态调节程序 conditioning procedure

    状态调节环境和状态调节周期的结合，

    注 3:在本标准中，通常选择标准环澳作为状态调节环境和试验环境。

2. 6 室温 ambient temperature

    相当于没有控制温、湿度的实验室一般大气条件的环境。

原理

    如果把试样暴露在规定的状态调节环境或温度中，那么试样与状态调节环境或温度之间即可达到

可再现的温度和/或含湿量平衡的状态。

国家质It技术监'6,9 1998一10一19 At 8, 1999一04一013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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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环境

除非另有规定，使用表1所给的条件作为标准环境。

                                  表 1 标准环境

标准环境

  代号

空气温度t

    ℃

相对湿度1%

    %
备 注

23/50 23 50
应该使用这种标准环境，除

非另有规定

27/65 27 65
对干热带地区如各方商足，

可以使用

注 4:表1中的数值适用于大气压强在86 kPa和 106 kPa之间的一般海拔高度及空气循环速度51 m/、的场合。

5 标准环境的等级

    表2给出了标准环境的两种不同等级，对应于温度和相对湿度的不同容差(即容许偏差)水平。表2

给出的容差适用于试验环境内或状态调节环境内试样所处的空间并且包括了对时间和对环境内试样位

置两方面的偏差。

                          表2 对应于不同容许偏差的标准环境等级

等 级
温度容许偏差At

        ℃

相对湿度容许偏差AU

          %

23/50 27/65

1(加严) 士1 士5 士 5

2(一般) 士2 士10 士 10

注 5:通常，容差是配合成对的，即 1级容差或2级容差都是相对于温度和相对湿度两者而言的

6 标准温度和室沮

    如果湿度对所测性能没有影响或其影响可忽略不计，则不必控制相对湿度。相应的两个环境称作

“温度23”和“温度27",

    同样，如果温度和湿度对所测性能都没有任何显著影响，则温度和相对湿度都不必控制。在这种情

况下，该环境称为“室温气

    “室温”指的是这样一种环境:其空气温度保持在规定范围内。而不考虑相对湿度、大气压或空气循

环流速的影响。通常，空气温度范围为18̂-28"C，应称作“18-28℃的室温”。

了 程序

了1 状态调节

    状态调节周期应在材料的相关标准中规定。

    当在相应标准中未规定状态调节周期时，应采用下列周期:

    a)对于标准环境23/50和27/65，不少于88 h:

    b)对于18̂ 28℃的室温，不少于4 h,

    注6:对于具体试验和已知能够很快或很慢才能达到温度及湿度平衡的塑料或试样，可以在相应的标准中规定一个

        较短或较长的状态调节周期(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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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 试验

    除非另有规定，状态调节后的试样应在与状态调节相同的环境或温度下进行试验。在任何情况下，

试验都应在将试样从状态调节环境内取出后立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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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在状态调节环境中塑料湿平衡的到达

    在某种环境中进行状态调节的试样，其吸湿量和吸收或解吸湿气的速率显著取决于制作试样材料

的特性和形状。

    7.1中给出的状态调节时间可能不适用，特别是对于下列情况:

    — 已知只有经很长时间才能与其状态调节环境达到平衡的材料(例如某些聚酞胺类);

    — 其吸湿能力与到达平衡所要求的时间都无法事先估算的不熟悉的材料。
    在这些情况中，可任选下列一种方法:

    a)在不会使材料发生明显或永久变化的高温下烘干该材料(对于很多材料，可接受的温度为50'C

士2C)下

    b)在标准环境23/50中调节该试样，直至达到平衡;

    。)将放置在鼓风烘箱或状态调节箱内的试样保持在一个指定的高温下，直至到达湿含量平衡(该
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由有关各方商定并应写入试验报告中)。

    方法a)有个缺点，即某些性能值，尤其是力学性能值，在干态下与在标准环境23/50中状态调节后

得到的测定值不同。

    对于方法b)，下列经验做法可能是有用的，如果间隔少个星期进行称量，所得结果的变化率不大

于0.1肠时，可以假定为已经到达平衡(其中d为试样厚度，单位为mm),

    如果已知聚合物的湿扩散特性并能用来确定适宜的暴露周期和条件时，则使用方法C)。应把试样

放置在烘箱或状态调节箱内，直到其处在湿含量平衡的状态。如果在状态调节期间材料平均湿含量的变

化率小于。.01%时，即到达了该状态。使用下述准则估计到达湿含量平衡的时间:

    如果已知湿扩散系数Dz，则到达湿含量平衡的时间应为。. 02d2/D“或1天，取两者中的较大者((d
为试样厚度，单位为mm;t为状态调节时间，单位为S),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背景资料

81 概述

    ISO 291:1997的前一版ISO 291:1977是以ISO/TC 125制定的ISO 554:1976《状态调节和/或试

验的标准环境一规范》为基础制定的。

    ISO 291:1977已不能代表当前的技术水平，其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已经过时。例如:

    — 对不控制湿度的环境术语，如环境23，易与标准环境23/50(需控制湿度)相混淆;

    — 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容差仅包括随时间方面的偏差;

    — 相对湿度的容差低于理论可能值，例如，将未给出附加限制(例如涉及湿度计的时间常数)的2

级环境的相对湿度容差规定为士5%是没有物理意义的。

B2断的相对湿度容差

    在本标准申给出的较宽的容差包括随时间的和随环境内试样位置两方面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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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中规定的相对湿度容差考虑到下述事实，即在给定温度容差下理论上能达到的最小容差(即如

果容许的露点偏差为士0.0℃时的容差)比ISO 291:1977中给出的容差要宽。

    相对湿度的容差△U(%)由下式给出:

                              DU二K,·At十K,d·Atd

式中:At— 空气温度容差;

    Atd 露点温度容差;

      K,— 空气温度系数;

    K,。一 露点温度系数。
    例如:当Atd=0. 0℃时，相对湿度的容差

    — 标准环境23/50,2级容差:

                              DU=3. 03X 2. 0+3. 30 X 0. 0二6,06%

    — 标准环境27/65,1级容差:

                              DU=3. 82X 1. 0+3. 76X 0. 0=3. 82%

式中:3.03— 标准环境23/5。的K，值;

    3.30— 标准环境23/50的K,d值;
      3.82— 标准环境27/65的K值;

    3.76一 标准环境27/65的K、值。
    因此，从实际观点看来，2级标准环境相对湿度容差应定为士10%(对于1级标准环境应定为

士5%)，这包括:

    — 露点的实际容差;

    — 控制装置和湿度计的一般误差和漂移的容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