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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857《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分为23个部分:

— 第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 第2部分:温湿度调节处理;

— 第3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 第4部分:压力试验方法;

— 第5部分:跌落试验方法;

— 第6部分:滚动试验方法;

— 第7部分: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

— 第8部分:六角滚筒试验方法;

— 第9部分:喷淋试验方法;

— 第10部分: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

— 第n部分: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 第12部分:浸水试验方法;

— 第13部分:低气压试验方法;

第14部分:倾翻试验方法;

第15部分:可控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 第16部分:采用压力试验机的堆码试验方法;

第17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

第18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定量数据;

    — 第19部分:流通试验信息记录;

    — 第20部分:碰撞试验方法;

    — 第21部分:防霉试验方法;

    — 第22部分: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方法;

    — 第23部分: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本部分为GB/T 4857的第11部分，本部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2244:2000《包装— 完整满装

的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 水平冲击试验》，对GB/T 4857. 11-1992《包装 运输包装件 水平冲

击试验方法》的修订与ISO 2244标准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 按照汉语习惯对一些编排格式进行了修改;

    — 由于我国在包装术语标准中对有关术语有所定义，所以取消了有关术语定义的内容;

    — 对“试验时温湿度条件”的规定，比ISO标准放宽了要求;

    — 按我国GB/T 4857系列标准的统一格式及实际情况，对试验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

    本部分与GB/T 4857.11-199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在范围中将原来的仅适用于运输包装件修改为适用于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

    — 对试验样品在台车上固定位置的要求有所变化;

    — 增加了对测试仪器的规定;

对吊摆冲击试验设备的要求有所变化;

增加了角冲击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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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消了附录A试验顺序。

    本部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4857.11-1992,

    本部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大连)、中华人民共

和国北京出人境检验检疫局、国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济南)。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雪、周澎、何丰、周荫萍、张晓建、尹洪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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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 11部分: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范围

    GB/T 4857的本部分规定了对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进行水平冲击试验(水平、斜面和吊摆试验)

时所用试验设备的主要性能要求、试验程序及试验报告的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评定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在受到水平冲击时的耐冲击强度和包装对内装物的保护

能力。它既可以作为单项试验，也可以作为包装件一系列试验的组成部分。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4857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4857. 1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 4857. 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温湿度调节处理

    GB/T 4857.17 包装 运输包装件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

    GB/T 4857.18 包装 运输包装件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定量数据

试验原理

    使试验样品按预定状态以预定的速度与一个同速度方向垂直的挡板相撞。也可以在挡板表面和试

验样品的冲击面、棱之间放置合适的障碍物以模拟在特殊情况下的冲击。

试验设备

4.1 水平冲击试验机

    水平冲击试验机由钢轨道、台车和挡板组成。

4.11 钢轨道

    两根平直钢轨，平行固定在水平平面上。

4.1.2 台车

4. 1.2. 1 应有驱动装置，并能控制台车的冲击速度。

4.1.2.2 台车台面与试验样品之间应有一定的摩擦力，使试验样品与台车在静止到冲击前的运动过程

中无相对运动。但在冲击时，试验样品相对台车应能自由移动。

4.1.3 挡板

4. 1.3. 1 挡板应安装在轨道的一端，其表面与台车运动方向成900士1“的夹角。

4. 1.3.2 挡板冲击表面应平整，其尺寸应大于试验样品受冲击部分的尺寸。

4. 1.3.3 挡板冲击表面应有足够的硬度与强度。在其表面承受 160 kg/cm'的负载时，变形不得大于

0. 25 mm,

4. 1 3.4 需要时，可以在挡板上安装障碍物，以便对试验样品某一特殊部位做集中冲击试验。

4. 1.3.5 挡板结构架应使台车在试验样品冲击挡板后仍能在挡板下继续行走一定距离，以保证试验样

品在台车停止前与挡板冲击。

4.2 斜面冲击试验机

    斜面冲击试验机由钢轨道、台车和挡板等组成，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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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样品

                                    图1 斜面冲击试验机简图

4.2. 1 钢轨道

4.2. 1. 1 两根平直且互相平行的钢轨，轨道平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100,

4.2. 1.2 轨道表面保持清洁、光滑，并沿斜面以50 mm的间距划分刻度。

4.2. 1.3 轨道上应装有限位装置，以便使台车能在轨道的任意位置上停留。

4.2.2 台车

4.2.2. 1 台车的滚动装置，应保持清洁、滚动良好。

4.2.2.2 台车应装有自动释放装置，并与牵引机构配合使用，使台车能在斜面的任意位置上自由释放。

4.2.2.3 试验样品与台面之间应有一定的摩擦力，使试验样品与台车在静止到冲击前的运动过程中无

相对运动。但在冲击时，试验样品相对台车应能自由移动。

4.2.3 挡板

4.2.3. 1 挡板应安装在轨道的最低端，其冲击表面与轨道平面成 900士1“的夹角，并满足本部分

4.1. 3. 2-4.1. 3. 5条的要求。

4.2.3.2 在挡板的结构架上可以安装阻尼器，防止二次冲击。

4.3 吊摆冲击试验机

    吊摆冲击试验机由悬吊装置和挡板组成，见图2。

图 2 吊摆冲击试验机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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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悬吊装t

4.3.1.1 悬吊装置一般由长方形台板组成，该长方形台板四角用钢条或钢丝绳等材料悬吊起来。

4.3. 1.2 台板应具有足够的尺寸和强度，以满足试验的要求。

4.3. 1.3 当自由悬吊的台板静止时，应保持水平状态。其前部边缘刚好触及挡板。

4.3. 1.4 悬吊装置应能在运动方向自由活动，并且将试验样品安置在平台上时，不会阻碍其运动。

4.3.2 挡板

    挡板的冲击面应垂直于水平面，并符合本部分4. 1. 3. 2-4. 1. 3. 4条的要求。

5 冲击测试仪器

当需要时，测试仪器应安装在台车或台板上，测量并记录峰值加速度和冲击速率。

6 试验程序

6. 1 试验样品的准备

    按GB/T 4857.17的要求准备试验样品。

6.2 试验样品的各部位的编号

    按GB/T 4857. 1的规定，对试验样品各部位进行编号。

6.3 试验样品 的预处理

    按GB/T 4857.2的规定，选定一种条件对试验样品进行温、湿度预处理。

6.4 试验时的温湿度条件

    试验应在与预处理相同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如果达不到预处理条件，则必须在试验样品离开预处

理条件5 min之内开始试验。

65 试验强度值的选择

    按GB/T 4857.18的规定，选择试验强度值。

6.6 试验步骤

6.6. 1 将试验样品按预定状态放置在台车(水平冲击试验机和斜面冲击试验机)或台板(吊摆冲击试验

机)上。

6.6.1.1 利用斜面或水平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试验样品的冲击面或棱应与台车前缘平齐;利用吊

摆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在自由悬吊的台板处于静止状态下，试验样品的冲击面或棱恰好触及挡板冲

击面。

6.6. 1.2 对试验样品进行面冲击时，其冲击面与挡板冲击面之间的夹角不得大于20,

6.6. 1.3 对试验样品进行棱冲击时，其冲击棱与挡板冲击面之间的夹角a不得大于2-。如试验样品为

平行六面体，则应使组成该棱的两个面中的一个面与挡板冲击面的夹角9误差不大于士5“或在预定角

的士10%以内(以较大的数值为准)，见图3所示。

6.6. 1.4 对试验样品进行角冲击时，试验样品应撞击挡板，其中任何与试验角邻接的面与挡板的夹角

夕误差不大于士50或在预定角度的士10%以内，以较大的数值为准(见图4),

6.6.2 利用水平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使台车沿钢轨以预定速度运动，并在到达挡板冲击面时达到

所需要的冲击速度。

6.6.3 利用斜面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将台车沿钢轨斜面提升到可获得要求冲击速度的相应高度

上，然后释放。

6.6.4 利用吊摆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拉开台板，提高摆位，当拉开到台板与挡板冲击面之间距离能

产生所需冲击速度时，将其释放。

:.:.:
无论采用何种试验机进行试验，冲击速度误差应在预定冲击速度的士5%以内。

试验后按有关标准规定检查包装及内装物的损坏情况，并分析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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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一棱的冲击 ，试验样 品的位 置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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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斜面平台试验，水平平台试验和吊摆试验应用同样的位置允许误差

                      图 4 对一角的冲击 ，试验样 品的位置允许误 差

7 试 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说明试验系按本部分执行;

b) 内装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性能等，如果使用模拟物应加以说明;

c) 试验样品的数量;

d) 详细说明包装容器的名称、尺寸，结构和材料规格，附件、缓冲衬垫、支撑物、固定方法、封口、

    捆扎状态及其他 防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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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试验样品和内装物的质量，以千克计;

f) 预处理时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

9) 试验场所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h) 试验所用设备、仪器的类型;

1) 试验时，试验样品放置状态;

J) 试验样品、试验顺序和试验次数;

k) 冲击速度，必要时，测试冲击时最大减加速度;

1) 如果使用附加障碍物，说明其放置位置及其有关情况;

m) 记录试验结果，并提出分析报告;

n) 说明所用试验方法与本部分的差异;

0) 试验日期、试验人员签字、试验单位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