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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７８：２００１《塑料———弯曲性能的测定》，并将ＩＳＯ／ＴＣ６１／ＳＣ２于

２００４年发布的１号修改单的内容并入文本中。

本标准与ＧＢ／Ｔ９３４１—２００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适用范围中取消了纤维增强热固性和热塑性复合材料及热致液晶聚合物；

———增加了对“硬质塑料”的定义；

———对支座和压头之间平行度的要求做了修订；

———取消了对某些测量仪器的要求；

———修改了对非推荐试样的尺寸的要求；

———增加了注塑试样的数量；

———规定了状态调节的优选条件；

———修改了对应剔除试样的规定；

———增加了对试验中初始应力的要求；

———增加了弯曲应变的计算方法；

———增加了附录Ａ“柔量修正”；

———增加了附录Ｂ“精密度说明”。

本标准中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５）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石化北化院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材料测试部）。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合成树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燕山

石化树脂所、国家塑料制品质检中心（北京）、深圳市新三思材料检测有限公司、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

中心（材料测试部）、国家石化有机原料合成树脂质检中心、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佳文、俞峰、邢进、王浩江、施雅芳、陈宏愿、刘山生、李建军、王超先、安建平。

本标准于１９８８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０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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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犛犗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是世界性的国家标准化团体（ＩＳＯ成员团体）的联合机构。制定国际标准的

工作一般是通过ＩＳＯ各技术委员会进行。凡对某个技术委员会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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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工技术标准化所有题材方面密切协作。

国际标准按照ＩＳＯ／ＩＥＣ方针中第３部分的条例起草。

被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在接受为国际标准之前要提交各成员团体进行投票表决。当

至少有７５％的成员团体表示赞成时，才能作为正式国际标准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本国际标准的组成部分可能是专利权主体，ＩＳＯ不负责鉴定任何一个或所有专

利权。

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７８是由ＩＳＯ／ＴＣ６１塑料技术委员会，ＳＣ２力学性能分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本第四版取代第三版（ＩＳＯ１７８：１９９３），并作了下列修改：

———给出了对应力应变曲线的起始部分发生的弯曲进行校正的方法（见９．２）；

———给出了对试验机的柔量进行修正的方法（见附录Ａ）。

附录Ａ为本国际标准的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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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１　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在规定条件下测定硬质和半硬质塑料弯曲性能的方法。规定了标准试样，同时对适

合使用的替代试样也提供了尺寸参数和试验速度范围。

１．２　本标准用于在规定条件下研究试样弯曲特性
［１］，测定弯曲强度、弯曲模量和弯曲应力应变关系。

本标准适用于两端自由支撑、中央加荷的试验（三点加荷试验）。

１．３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材料：

———热塑性模塑和挤塑材料，包括填充的和增强的未填充材料以及硬质热塑性板材。

———热固性模塑材料，包括填充和增强材料以及热固性板材。

依照ＧＢ／Ｔ１９４６７．１—２００４
［２］和ＧＢ／Ｔ１９４６７．２—２００４

［３］，本标准适用于加工前纤维长度≤７．５ｍｍ的

纤维增强的材料。对于纤维长度＞７．５ｍｍ的长纤维增强的材料（层压材料），见参考文献［４］。

本标准通常不适用于硬质多孔材料和含有多孔材料的夹层结构材料［５，６］。

　　注：对于某些纺织纤维增强的塑料，最好采用四点弯曲试验，见参考文献［４］。

１．４　本标准采用的试样可以是选定尺寸的模塑试样，也可以是用标准多用途试样中部机加工的试样

（见ＧＢ／Ｔ１１９９７—２００８），或从成品或半成品如模塑件、挤出或浇铸板材经机加工的试样。

１．５　本标准推荐了最佳试样尺寸。用不同尺寸或不同条件制备的试样进行试验，其结果是不可比的。

其他因素，如试验速度和试样的状态调节也会影响试验结果。尤其对于半结晶聚合物，表层的厚度取决

于模塑条件和试样的厚度，会影响弯曲性能。因此，在要求数据比较时，必须仔细控制和记录这些因素。

１．６　只有具有线性应力应变特性的材料，其弯曲性能才能作为工程设计的依据，而非线性材料的弯曲

性能仅是公称值。对于脆性材料，即难于作拉伸试验的材料，最好采用弯曲试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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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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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Ｔ２９１８—１９９８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ｉｄｔＩＳＯ２９１：１９９７）

ＧＢ／Ｔ５４７１—２００８　塑料　热固性塑料试样的压塑（ＩＳＯ２９５：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９３５２—２００８　塑料　热塑性塑料材料试样的压塑（ＩＳＯ２９３：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１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塑料　多用途试样（ＩＳＯ３１６７：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Ｔ１７０３７．１—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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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试样的制备（ｉｄｔＩＳＯ２９４１：１９９６）

ＧＢ／Ｔ１７２００—１９９７　橡胶塑料拉力、压力、弯曲试验机　技术要求（ｉｄｔＩＳＯ５８９３：１９９３）

ＩＳＯ２６０２：１９８０　测试结果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均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

ＩＳＯ２８１８：１９９４　塑料———用机械加工方法制备试样

ＩＳＯ１０７２４１：１９９８　塑料———热固性粉末模塑复合物试样的注射模塑成型———第１部分：一般原

则和多用途试样的模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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