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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是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ＩＳＯ２５７８：１９９３《塑料—长期热暴露后时间温度极限的测定》，对国家

标准 ＧＢ燉Ｔ７１４２—１９８６《塑料长期受热作用后的时间温度极限的测定》修订而成。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与 ＩＳＯ２５７８：１９９３基本一致，只对部分内容作调整和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与 ＩＳＯ２５７８：１９９３的主要差异：
——ＩＳＯ２５７８：１９９３的“引言”内容不适用于我国标准，无需保留，本标准将它删去；
—— 本标准删去 ＩＳＯ２５７８：１９９３的附录 Ｃ（提示的附录）“基本性能试验进度推荐表”，因为不同塑

料在不同的温度下，其热老化寿命不尽相同，取样周期视性能变化情况而定。
本标准与 ＧＢ燉Ｔ７１４２—１９８６的主要差异：
—— 本标准没有“时间温度极限”的定义，增加“温度指数”、“相对温度指数”、“半差”、“耐热图”、

“临界值”、“试样失效时间”等 ６个定义，并增加相应的试验、计算、图表等内容。
——ＧＢ燉Ｔ７１４２—１９８６用作图法进行推算，本标准增加用数据法计算回归直线，因而增加附录 Ａ

和附录 Ｂ。
本标准的附录 Ａ和附录 Ｂ均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７１４２—１９８６。
本标准由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老化方法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曾新。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１９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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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国 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是一个各国标准团体（ＩＳＯ成员团体）的世界性联合组织。国际标准的制定

工作通常由 ＩＳＯ技术委员会进行。对技术委员会设立的项目感兴趣的成员团体都有权派代表参加该技

术委员会。政府或非政府国际组织，经与 ＩＳＯ联系也可参加此工作。ＩＳＯ与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ＩＥＣ）
在各项电工技术标准化项目上密切合作。

被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分发至各成员团体表决，要求至少有 ７５％的成员团体投赞成

票，方能作为国际标准发布。
国际标 准 ＩＳＯ ２５７８是 由 ＩＳＯ燉ＴＣ６１（塑 料 技 术 委 员 会）ＳＣ６（老 化、耐 化 学 和 环 境 腐 蚀 分 会）制

定的。
本标准为第二版本，取消并代替第一版本（ＩＳＯ２５７８：１９７４），成为其技术修订本。
附录 Ａ和附录 Ｂ是本国际标准的组成部分。附录 Ｃ仅作为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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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长期热暴露后时间温度极限的测定

﹥┉┇│┃┉┄┃┄┉│┐┉│┅┇┉┊┇━│┉┈
┄┇┅━┈┉┈┉┇┅┇┄━┄┃┍┅┄┈┊┇┉┄┉

﹩﹣燉—
┆┋﹫：

代替 ＧＢ燉Ｔ７１４２—１９８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 本标准规定了评价塑料经长期热暴露后耐热性能的原理和方法。
． 本标准使用的耐热性术语适用于在空气中进行的试验。本标准不适用于试样在非空气环境下和燉
或施加应力下的耐热性能的评价。
． 本标准中的塑料热老化研究的唯一根据是：热老化一定时间后会导致性能变化。所要研究的性能

通常在老化温度回复到室温后进行测试。
在热老化过程中，塑料的各种性能是以不同的速率变化的。能够比较各种塑料的热老化性能，判断

的标准取决于所要研究的性能的类型和容许限定值。
． 在本标准应用中，假定在引起预定性能变化所需时间的对数与相应的绝对温度倒数之间存在近似

直线关系（阿累尼乌斯定律）。
在研究温度范围内，被试塑料不应发生转变，特别是一级转变。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２９１８—１９９８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ｉｄｔＩＳＯ２９１：１９９７）
ＧＢ燉Ｔ７１４１—１９９２ 塑料热空气暴露试验方法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温度指数（爴爤）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爴爤）

由耐热关系推导得到的某个指定时间下（通常为 ２００００ｈ）的相应摄氏温度值。
． 相对温度指数（爲爴爤）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爲爴爤）

在对比试验中，将参考材料与被试材料进行相同的老化和检测步骤，在对应参考材料的已知温度指

数的时间获得的被试材料的温度指数。
． 半差（爣爤爞） ｈａｌｖ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爣爤爞）

表示温度指数 爴爤或相对温度指数 爲爴爤的温度终点与其一半时间对应的摄氏温度之差值。
半差 爣爤爞是对耐热图线斜率的衡量。即使当耐热关系呈直线时，它也不是恒定值，而是随温度改

变。在许多实际情况中，因为在相关温度范围内使用半差而产生的误差都在可接受限度内。
． 耐热图［阿累尼乌斯图］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ｇｒａｐｈ（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ｇｒａｐｈ）

在耐热试验中达到规定终点的时间对数对热力学［绝对］试验温度的倒数所作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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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界值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
预先选定的试验性能原始值的一个百分数，达到该值时，终止老化试验并计算失效时间。
通常以 ５０％的性能保持率作为临界值。如果老化后要求性能保持某一最小值，经有关方面协商，可

选用该最小值作为临界值，取代原始值百分数。
． 试样失效时间 ｔｅｓ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ｉｍｅ

试样在暴露温度下经检查失效或达到研究性能临界值所需的时间，二者较短者为试样失效时间。

 原理

． 测定失效时间

在选定温度下，测定所选性能（例如，机械性能、光学性能或电性能）的数值变化，作为时间的函数。
继续该步骤直至达到相应性能临界值，得出特定温度下的失效时间。
将更多试样暴露在其他温度下（至少二个），并测定相应性能变化。对于热老化试样，推荐选用 ３～４

个温度，并测定各温度下的失效时间。
． 测定温度指数 爴爤

以失效时间对暴露温度值的倒数作图。该图线与选定时间极限（通常为 ２００００ｈ）的交点，即为寻求

的温度指数。
． 相关系数的应用

图线外推法的可靠性取决于能否获得满意的阿累尼乌斯图。这对于在选定温度范围内表现出一级

转变现象的材料是不可能得到的。
根据附录 Ｂ（标准的附录）计算相关系数 犞。如果计算结果的数据小于 ０９５（对于 ３个试验温度），增

加一个试验温度可以提高数据的线性。
． 测定相对温度指数 爲爴爤

对于测定相对温度指数 爲爴爤，所选的参考塑料及其耐热性能和测定方法极为重要。
参考塑料的类型应该与试验塑料相同，并有满意的使用历史。它应该有一个已知的温度指数，并且

该指数所采用的性能和临界值与 爲爴爤试验所采用的相同或至少相当类似。参考塑料的温度指数 爴爤和

半差 爣爤爞也应与试验塑料的预测值大致相同。
由于加工条件对一些材料的老化性能影响很大，所以对于两种材料的制样、从成卷材料上裁样、对

非匀质材料在相同方向裁样、模塑、固化、预处理等都应以相同方式进行，并以相同厚度进行试验。

 测试方法的选择

选择测试方法应联系可能有实际意义的性能，并尽可能选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测试方法。如果试样尺

寸和燉或形状会因热处理而改变，只可使用与此影响无关的测试方法。

 终点选择

终点选择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ａ）预估时间温度极限的时间范围，通常推荐的时间为 ２００００ｈ，如果需要可选择其他时间（可比

２００００ｈ长或短）；
ｂ）所选性能的容许临界值，它取决于预计的使用条件。

 试样

． 试样尺寸和制备方法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和试验方法的规定。
． 为满足破坏性测试准则的要求，所需试样最小总数（牕）取决于：

——根据相应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一次测试所需要的试样数量 牃；
２

﹩﹣燉—



——每个暴露温度确定终点所需的测试次数 牄；
——暴露温度个数 牅；
——热老化前原始性能测试所需的试样数 牆。
因而，试样总数为：牕＝牃牄牅＋牆
对于满足非破坏性试验准则的要求，在多数情况下每个暴露温度每组试样 ５个是足够的。
当测试大量试样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按照相应的试验规定，减少试样数量。然而，必须承认测试

结果的精确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测试试样数。相反，当各个测试结果太分散时，必须增加试样数量以获得

满意的精确度。通过探索性测试可以粗略估算老化试验所需要的试样数量和时间。

 暴露温度

． 试样暴露温度应不少于三个，包括的温度范围应能通过外推法以需要的精确度求得时间温度极

限。所选的最低暴露温度应使达到临界值所需的时间至少为 ５０００ｈ。同样地，所选的最高暴露温度应使

达到临界值所需的时间不少于 １００ｈ。最低暴露温度不应比预计的 爴爤高出 ２５℃以上。
． 如果寻找的温度极限的预定时间不是 ２００００ｈ，则选择的最低暴露温度应使达到临界值所需的时

间至少为外推法选择的时间极限的 １燉４。
． 选择适当的暴露温度需要预先确定材料在试验条件下的数据。如果没有这些现成数据，可借助探

索性试验选择适合评价耐热性能的暴露温度。

 老化烘箱

对于热老化使用的烘箱应符合 ＧＢ燉Ｔ７１４１的规定，特别是温度范围和空气置换率。

 试验步骤

． 除了在热老化温度下暴露试样外，应另保存适量试样作备用，以用于因精确度要求而增加热老化

温度的情况下，或作为参考材料。备用材料应储存在适当控制的环境中（见 ＧＢ燉Ｔ２９１８）。
． 在热老化试验开始前，根据选择的测试方法对一定数量的试样进行状态调节并在标准环境下进

行原始性能测试。热固性材料应在选定范围的最低暴露温度下进行状态调节 ４８ｈ。如有必要，热塑性材

料宜在选定范围的最低暴露温度下退火 ４８ｈ。
． 在各恒定于选定温度的烘箱中，投试所需数量的试样。如果来自不同塑料的试样之间有交叉污染

的危险，则对每种材料使用独立烘箱。
． 在每个热老化周期结束时，从烘箱中取出所需数量的试样进行状态调节，如有必要，可在适当的

控制环境下进行（见 ＧＢ燉Ｔ２９１８）。根据选择的测试方法在标准环境下进行测试。
试验一周后，可根据试验材料的性能变化调整测试次数。

． 继续该步骤直至所研究的性能数据达到相应临界值。

 结果评价

． 对于破坏性和非破坏性测试，根据每个暴露温度和每个热老化周期，用选定的性能值作为时间的

函数作图（见图 １）。该图线与代表终点标准的水平线的交点视作失效时间。当进行检查试验时，以平均

值计算失效时间。
． 耐热曲线的计算是根据失效时间和相应的暴露温度进行。如果使用平均值，则以平均值对数代表

失效时间。
． 根据附录 Ａ（标准的附录）计算一元回归直线。
． 在图纸上绘制失效时间与暴露温度的关系曲线。以时间对数为纵坐标，绝对温度倒数为横坐标，
并标出相应摄氏温度。穿过图中各点绘制一元回归直线，以此表示试验材料的耐热性，示例见图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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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附录 Ａ（标准的附录）计算选定时间极限（一般为 ２００００ｈ）的温度指数和半差；根据附录 Ｂ
（标准的附录）计算相关系数。

以相同间隔对应相同开氏温度倒数间隔的方式选定温度坐标时，如果存在线性关系，则所得各点将

落在直线上。
当选用的温度范围较小时，绘制曲线的横坐标可与温度成正比例。这样，曲线可能会成为直线，但要

十分慎重。

 确定相对温度指数

由试验材料和参考材料的对比试验得到两个耐热关系或图线，由此导出耐热性能，即相对温度指数

（爲爴爤）。爲爴爤是专门相对参考材料原已测定的 爴爤的对应时间而言。
爲爴爤由两个数字组成，一个是由公式 １导出的相对温度指数 爲爴爤，另一个是 爣爤爞，可用数据或图线

推导。
在推导式和图 ３，引用以下概念：
爴爤ｒ——参考材料的已知 爴爤；

牠０——爴爤ｒ对应的时间；

爛——在对比试验中得到的试验材料的耐热关系或图线上时间极限的交点，坐标值为（犤Ａ，牠０）；
爜——参考材料耐热关系或图线上时间极限的交点，坐标值为（犤Ｂ，牠０）；
爣爤爞ｒ——参考材料已知耐热关系或图线上 爴爤ｒ点对应的 爣爤爞；

爣爤爞（Ａ）——试验材料在 Ａ点的 爣爤爞；
爣爤爞（Ｂ）——参考材料在 Ｂ点的 爣爤爞。
可用图线法或数据法确定 Ａ点和 Ｂ点，然后用公式（１）确定 爲爴爤：

爲爴爤＝ 爴爤ｒ＋ 犤Ａ － 犤Ｂ ………………………（１）
报告 爲爴爤时，还应附上性能、终点和试样数据等常用资料，以及参考材料的相应资料。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受试材料的完整鉴别的说明；
ｂ）对本标准的引用；
ｃ）如果老化不是无应力试样热空气暴露，详述其老化条件；
ｄ）根据相应试验标准选定的性能；
ｅ）选定性能的临界值；
ｆ）试样的形状、尺寸和制备方法，以及对有关标准的引用；
ｇ）状态调节；
ｈ）烘箱型号，空气速率和方向的详细说明；
ｉ）烘箱暴露的时间和温度；
ｊ）如有必要，给出每个温度下性能值对时间的曲线；
ｋ）如果适用，以时间寿命对数对温度所作的图，以及所用的统计方法；
ｌ）爴爤、爣爤爞和相关系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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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温度下到达终点的时间性能变化的测定

图 ２ 耐热图—温度指数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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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耐热图—相对温度指数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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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回归直线的计算

本附录提出用耐热性数据快速绘制回归直线的方法。本方法适用于不同暴露温度的多次测试。如

果需要置信界限，可根据有关资料进行更详细分析。
已确认许多塑料材料的老化符合以下公式：

爧＝ 爛牉爜燉爴 …………………………（Ａ１）
式中：爧——耐热性能，ｈ；

爴——绝对温度，Ｋ；
爛，爜——每种塑料的材料常数；

牉——自然对数的底。
公式 Ａ１可用对数表示为一次函数：

ｌｏｇ１０爧＝ ｌｏｇ１０爛＋ （ｌｏｇ１０牉）爜燉爴 ……………………………（Ａ２）
假定

牁＝ｌｏｇ１０爧
牃＝ｌｏｇ１０爛
牀＝１燉爴
牄＝（ｌｏｇ１０牉）爜

则 牁＝ 牃＋ 牄牨 …………………………（Ａ３）
这样，在半对数坐标纸上以高温试验数据绘制 ｌｏｇ１０爧对 １燉爴的图线，并外推直线至低温点（见图

Ａ１）。然而，由于对数图的特性，通过数据点绘制最佳表观直线不可能准确地外推，必须使用更精确的方

法 才能获得更好的准确度和一致性。利用最小二乘法，由获得的试验数据推算常数 牃和斜率 牄，公式

如下：

牃＝ （Σ牁－ 牄Σ牀）
爫 …………………………………（Ａ４）

牄＝ 爫Σ牀牁－ Σ牀Σ牁
爫Σ牀２－ （Σ牀）２ ……………………………（Ａ５）

式中：牀（＝１燉爴）——为试验温度 Ｋ（℃＋２７３）的倒数；
爫——达到失效时间的试验次数；

牁（＝１ｏｇ１０爧）——失效时间对数。
确定回归直线的常数 牃和斜率 牄后，通过下式计算任一所求寿命时间的温度。

牁＝ 牃＋ 牄牀 ……………………………（Ａ６）

爴＝ １
牀 ＝ 牄

牁－ 牃 …………………………（Ａ７）

２００００ｈ的摄氏温度（爴爤）：

爴爤＝ 牄
４．３０１０－ 牃－ ２７３ ……………………………（Ａ８）

２０００ｈ的摄氏温度：

爴爤＝ 牄
３．３０１０－ 牃－ ２７３ ……………………………（Ａ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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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ｈ的摄氏温度：

爴爤＝ 牄
４．００００－ 牃－ ２７３ ………………………………（Ａ１０）

为了简 化 处 理 公 式（Ａ４～Ａ１０）所 用 的 试 验 数 据，建 议 按 以 下 范 例 的 步 骤 进 行 计 算（见 表 Ａ１和

表 Ａ２）。
ａ）在表 Ａ２的“℃”栏，列出每组试样的试验温度；
ｂ）第二栏和第三栏列出前栏试验温度的倒数（牀＝１燉爴）和倒数的平方（牀＝１燉爴２），已转换为开氏

温度（见表 Ａ１）；
ｃ）第四栏列出每组试样的失效时间 爧，单位为小时，第五栏列出第四栏 爧值的 ｌｏｇ１０（牁＝１ｏｇ１０爧）；

ｄ）第六栏列出 牀牁的计算结果；
ｅ）完成 ２、３、５、６列的求和，并在相应栏的底部列出求和值（以 Σ表示）；
ｆ）在工作表上表示失效时间试验次数 爫；
ｇ）用步骤 ｅ）和 ｆ）得到的数值按步骤计算 牄（公式 Ａ５）和 牃（公式 Ａ４），常数 牃总是负数；
ｈ）利用常数 牃和 牄求得 ２００００ｈ（按公式 Ａ８）和 ２０００ｈ（按公式 Ａ９）的摄氏温度；

ｉ）在 ｌｏｇ１０爧对 １燉爴的坐标图上标出由 ｈ）步骤得到的两个温度点，并通过它们画回归直线；
ｊ）在同一图上标出各温度相应的失效时间；
ｋ）利用常数 牃和 牄求得 １００００ｈ的摄氏温度（公式 Ａ１０）；
ｌ）计算 爣爤爞，单位为摄氏度，表示 ２００００ｈ与 １００００ｈ之间的温度差。

表 Ａ１ 常用的试验温度摄氏度、对应的开氏温度及其倒数和倒数平方

犤
℃

爴

Ｋ

牀＝１燉爴

Ｋ－１

牀２＝１燉爴２

Ｋ－２

７０ ３４３ ２．９１５４×１０－３ ８．４９９５６×１０－６

８５ ３５８ ２．７９３２×１０－３ ７．８０１９７×１０－６

１００ ３７３ ２．６８０９×１０－３ ７．１８７２２×１０－６

１０５ ３７８ ２．６４５５０×１０－３ ６．９９８６８×１０－６

１２５ ３９８ ２．５１２５６×１０－３ ６．３１２９７×１０－６

１３０ ４０３ ２．４８１３９×１０－３ ６．１５７２９×１０－６

１４０ ４１３ ２．４２１３１×１０－３ ５．８６２７３×１０－６

１５０ ４２３ ２．３６４０７×１０－３ ５．５８８８１×１０－６

１６５ ４３８ ２．２８３１１×１０－３ ５．２１２５７×１０－６

１７５ ４４８ ２．２３２１４×１０－３ ４．９８２４６×１０－６

１８０ ４５３ ２．２０７５１×１０－３ ４．８７３０８×１０－６

１８５ ４５８ ２．１８３４１×１０－３ ４．７６７２６×１０－６

１９０ ４６３ ２．１５９８３×１０－３ ４．６６４８５×１０－６

２００ ４７３ ２．１１４１６×１０－３ ４．４６９６９×１０－６

２２０ ４９３ ２．０２８４０×１０－３ ４．１１４４０×１０－６

２２５ ４９８ ２．００８０３×１０－３ ４．０３２１９×１０－６

２４０ ５１３ １．９４９３２×１０－３ ３．７９９８４×１０－６

２５０ ５２３ １．９１２０５×１０－３ ３．６３３９２×１０－６

２６０ ５３３ １．８７６１７×１０－３ ３．５２００２×１０－６

２８０ ５５３ １．８０８３２×１０－３ ３．２７００１×１０－６

３００ ５７３ １．７４５２０×１０－３ ３．０４５７３×１０－６

３２０ ５９３ １．６８６３４×１０－３ ２．８４３７４×１０－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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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２ 计算范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犤
℃

牀＝１燉爴

Ｋ－１

牀２＝１燉爴２

Ｋ－２

爧

ｈ
牁＝ｌｏｇ１０爧 牀牁＝（ｌｏｇ１０爧）燉爴

１７０ ２．２５７３３×１０－３ ５．０９５５７×１０－６ ５６００ ３．７４８１９ ８．４６０９０×１０－３

１８５ ２．１８３４１×１０－３ ４．７６７２６×１０－６ ２６００ ３．４１４９７ ７．４５６２７×１０－３

２００ ２．１１４１６×１０－３ ４．４６９６９×１０－６ １５００ ３．１７６０９ ６．７１４７７×１０－３

２１５ ２．０４９１８×１０－３ ４．１９９１４×１０－６ ６４０ ２．８０６１８ ５．７５０３７×１０－３

Σ ８．６０４０８×１０－３ １８．５３１６６×１０－６ １３．１４５４３ ２８．３８２３１×１０－３

爫＝４

牄＝ 爫Σ牀牁－ Σ牀Σ牁
爫Σ牀２－ （Σ牀）２ ＝ （４× ２８．３８２３１× １０－３）－ （８．６０４０８× １０－３× １３．１４５４３）

（４× １８．５３１６６× １０－６）－ （８．６０４０８× １０－３× ８．６０４０８× １０－３＝ ４．４０６× １０３

牃＝ Σ牁－ 牄Σ牀
爫 ＝ １３．１４５４３－ （４．４０６× １０３× ８．６０４０８× １０－３）

４ ＝－ ６．１９０

犤２００００ｈ＝ 牄
牁－ 牃－ ２７３＝ ４．４０６× １０３

４．３０１０＋ ６．１９０－ ２７３＝ １４７℃

犤２０００ｈ＝ 牄
牁－ 牃－ ２７３＝ ４．４０６× １０３

３．３０１０＋ ６．１９０－ ２７３＝ １９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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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１ 根据范例计算（见表 Ａ２）的回归直线图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相 关 系 数

相关系数 犞是对变量间相互关系的衡量。当 犞＝１时，各变量之间存在完全相关关系；当 犞＝０时，
牁和 牀之间无线性关系。

爫：试验次数；
牀和 牁：变量（见附录 Ａ）

犞＝ 爫Σ牀牁－ （Σ牀）（Σ牁）

（爫Σ牀２）－ （Σ牀）槡 ２× （爫Σ牁２）－ （Σ牁）槡 ２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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