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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７９８：２００８《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与ＩＳＯ１７９８：２００８完全相同，仅作如下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目录；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对实验室操作人员的一般性警告用语。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６３４４—１９９６《软质泡沫聚合物材料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本标准与ＧＢ／Ｔ６３４４—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第４章部分内容；

———删除了４．１测厚仪；增加了“伸长测量系统”的相关规定；

———５．２增加了１Ａ型试样；

———５．４增加了需要在材料生产后１６ｈ或４８ｈ进行试验的相关规定；

———７．１将“平均拉伸强度”更改为“拉伸强度”；

———式（１）中用“犜犛”代替“σｔ”表示拉伸强度；

———式（２）中用“犈ｂ”代替“εｔ”表示断裂伸长率。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甘肃省皮革塑料研究所、国家轻工业塑料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兰州

站、甘肃省皮革塑料质量监督检验站、浙江圣诺盟顾家海绵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连钦、陈倩、袁利群、汪晓鹏、张定军、钱洪祥。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６３４４—１９８６、ＧＢ／Ｔ６３４４—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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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软质泡沫聚合材料以恒定速率拉伸至断裂时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软质泡沫聚合材料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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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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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３４２　泡沫塑料和橡胶　线性尺寸的测定（ＧＢ／Ｔ６３４２—１９９３，ｉｄｔＩＳＯ１９２３：１９８１）

ＩＳＯ７５００１：２００４　金属材料　静态单轴向试验机的验证　第１部分：拉伸／压缩试验机　力测量

系统的验证和校正

ＩＳＯ９５１３　金属材料　单轴向试验用引伸计的校正

ＩＳＯ２３５２９　橡胶物理试验方法　试样制备和调节通用程序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拉伸强度　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试样在拉伸过程中所受的最大拉伸应力。

３．２

断裂伸长率　犲犾狅狀犵犪狋犻狅狀犪狋犫狉犲犪犽

试样拉伸至断裂时的伸长百分率。

４　设备

拉力试验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拉力试验机夹具的移动速率为５００ｍｍ／ｍｉｎ±５０ｍｍ／ｍｉｎ，且在试验过程中应保持匀速；

在使用负荷范围内，拉力试验机测力精度应达到０．５级或１．０级，符合ＩＳＯ７５００１：２００４的要求；

为了测定断裂伸长应选用配备机械或光学伸长测量系统的拉力试验机，所用伸长测量系统应符合

ＩＳＯ９５１３的要求。

初始标距精确到±１％。

断裂标距精确到±１．２５ｍｍ。

当力学伸长测量系统与试样连结时，应小心操作以免损坏试样，自重和惯性对拉伸强度的影响最大

不超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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