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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塑料再生料的表征 

1 范围 

此标准给出了再生 PET 性质表征的指南。 
它指明了用于半成品和成品生产的 PET 再生塑料的最重要表征特性和评估使用的相关测试方法。

该标准支持相关的使用再生 PET 的各方，使各方在特殊的和一般应用的详细计划上达成一致。 
该标准的应用不违背任何现行法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 472:2001，塑料 词汇（ISO 472:1999） 
ISO 565，试验筛 金属丝编织网、金属穿孔板和电成型薄板 筛孔的公称网孔尺寸 
ISO 1628-5，塑料 用毛细管粘度计测定稀溶液中聚合物的粘度 第 5 部分:热塑性聚酯(TP)均聚物和

共聚物 
ISO 3534-2，统计学 术语和符号 第 2 部分：统计质量控制 应用统计学  
CEN/TR 15353:2007，塑料 再生塑料 与再生塑料相关标准研发指南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对于此欧洲标准，采用 ISO 472:2001 和 CEN/TR 15353:2007 中给定的术语和定义。 

3.1 筛残余 

测试后筛中残余物占样品总量的百分比、质量。 

3.2 容器残余 

筛子下面的收集容器中剩余的再生物样品占样品总量的百分比。 

3.3 平均颗粒尺寸 

具有整体代表性的颗粒的尺寸。 

4 PET 再生料的表征 

所谓一批是指在指定公差内具有均一特性的再生料的数量。 
PET 再生料的特性是指任一批次 PET 产品的特性（见 ISO 3534-2），详见表 1，主要分为两种： 
——必需的表征特性，总体上表征 PET 再生料，所有再生料都需要。 

——可选的表征特性，根据消费者的规格和应用来表征 PET 再生物。 

这些特性应该用表 1 所示的测试方法进行评定。如果可能，供应者应该提供材料的首次应用信息。



  

供方应根据要求提供给买方有关每批再生料测试结果的分析证明。 
为了保证再生物的合法使用，供应商应根据购买商的说明，来提供再生物材料成分的必要信息。 
安全措施—警告：出于安全问题考虑，操作人员在用到溶剂时穿上防护服是非常重要的。本标准

中涉及到的溶剂将在其他国家级标准及地方标准中受到进一步的管理。 

表1 PET 再生料的必需的表征特性 

特性 单位 测试方法 注释  
必需的表征特性 
形状  目视 扁平或者球状  
最大颗粒尺寸 mm  由研磨物的屏幕尺

寸提供 
 

小颗粒含量 % 附录 A   
颜色  目视   
熔体重量流动速率    附录 B（尚未明确）

水含量 % 附录 C   
PVC 含量 mg/kg 附录 D   
聚烯烃含量 % 附录 D   
其他杂质含量 mg/kg 附录 D   
可选的表征特性 
黏度 Dl/g ISO 1628-5   
pH 值 pH 附录 E 仅对扁平状  
过滤性 100bar/h/cm2 附录 F   
颜色 L，a，b 色彩度  铸模圆盘 
其他测试可根据供方和买方之间的协议执行，并上报结果。 
 

5 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再生物的购买商对产品的质量有信心，供应商应保留执行的质量控制的记录，包括引入

的材料、加工过程和最终的产品。 
备注 1：EN ISO 9001 体系认证的质量管理系统可以保证再生料质量的稳定性。 
不同批量材料的规格、标准偏差或数值范围应该在供应商和购买商之间达成一致。 
如果要求表述再生料含量或材料的历史，如果没有分析方法能提供这些信息，则应提供文件证明。

应提供购买商要求的记录。 
如果再生物是通过熔融的过程生产的，供应商可以选择表述此过程中过滤的等级。这将测定再生物

中的任何未熔融的污染物的最大尺寸。过滤等级的表述可以包括过滤器的详细资料。未通过熔融过程生

产的再生物不能用此方法量化，这一点供应商可以声明。 
备注 2：EN 15343 描述了合格的再生过程、追溯的详细信息和再生成分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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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经筛分的 PET-R 碎片的尺寸及其分布的测定方法 

A.1 范围 

此附录详述了一种测定再生 PET-R 碎片尺寸分布的方法，该方法是通过测量不同孔径筛子中再生

残留物的质量来进行的。 
结果可以用不同孔径筛子中再生物碎片残留物的质量的形式来表示，也可以用能够代表样品整体

的个别尺寸（出现频率最大的）来表示。 

A.2 原理 

再生 PET 化合物可以通过单一筛子过滤，也可以通过多层不同筛孔的筛子堆叠起来进行过滤，过

滤过程辅以机械振动。当用多层筛子堆叠时，应将筛子按照筛孔大小升序排列，以保证最大筛孔的筛

子置于最顶层。 

A.3 装置 

A.3.1 秤盘，精确至±0.1g。 

A.3.2 筛子，根据ISO 565，选择公称直径为200mm的筛子，附带盖子和接收容器。筛子由塞环线制成。 

本测试方法中，筛孔采用方形网格，网格采用以下尺寸：1mm，2mm，3.15mm，4mm，6.30mm，

8mm 和 12.5mm。 

A.3.3 机动筛粉器 

A.4 步骤 

A.4.1 检查各个筛子的筛孔是否损坏、筛孔序列是否变形，替换有缺陷的筛子。 

A.4.2 称量各个筛子，精确至0.1g。 

A.4.3 称量容器，精确至0.1g。 

A.4.4 组装筛子和容器，当用多层筛子堆叠时，应将筛子按照筛孔大小升序排列，以保证 大筛孔的

筛子置于 顶层。 

A.4.5 称量（100±0.1）g的碎片样品准备测试。 

A.4.6 将称量好的待测试样品转移至敞口的筛子中，注意避免外溢。 

A.4.7 将筛子盖上，并将他们置于机动筛粉器上。 

A.4.8 将自动计时器调至12分钟。 



  

A.4.9 震荡后，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将筛子仔细分开，称量每一个筛子和回收容器的质量。 

A.5 测定次数 

每一份测试样品应进行两次测定。 

A.6 测定与结果的表示 

A.6.1 测定特定孔径的筛子中残留碎片的平均质量,同时测定容器中的平均容纳量。针对筛子或容器的

每一个网孔，计算碎片的平均残留质量，公式如下： 

 ( ) ( ) 654321 mmmmmm =−=− 及  ........................... (A.1) 

 ( ) rmmm =+ 2/63  (平均残留质量) .......................... (A.2) 

式中： 

m1 和 m4：分别为特定孔径的筛子或容器的质量，装有碎片残留物，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测定； 
m2 和 m5：分别为特定孔径的筛子或容器空白时的质量； 
m3 和 m6：分别为特定孔径的筛子或容器的质量，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测定； 
mr：特定孔径的筛子或容器中碎片的残余量。 

A.6.2 对特定孔径的筛子和容器，计算残余碎片样品的百分量。 

 sr mmR /100×=  .................................. (A.3) 

式中： 

R 为特定孔径的筛子或容器中残留碎片所占的再生料总量的质量百分比。 
ms 为两次测定时所取样品的平均质量。 
mr：特定孔径的筛子或容器中碎片的残余量。 

A.7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方法参照 EN 15348:2007； 

b) 批次 PET 碎片检测方法的参照； 

c) 测试用样品的平均质量；  

d) 不同孔径的筛子和容器中残留的样品的质量及其所占样品总量的百分比； 

e) 检测日期。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PET 的熔融质量流率（MFR）的测定方法 

注：ISO TC 61/SC 2 中也草拟了PET的熔融质量流率的测定方法。 



  

B.1 范围 

此方法描述了在特定温度和压力条件下，PET 的熔融质量流率的测定方法。 
将溶液特性粘度（IV）测量值对熔融粘度测试值作标准曲线，得到测试结果。 

B.2 方法简介 

将待测 PET 样品（球状、片状或粉末状）置于真空干燥箱，在 150℃-160℃之间干燥 2-16h，时间

和温度可根据样品状态而定（最终目的是将 PET 干燥至 30mg/Kg 以下）。 
然后将样品转移至加热的粘度计毛细管中，令样品在一定时间内熔化，控制压力，用活塞缓缓推

动熔融样品在管中移动。 
数值的测量和计算均由粘度计自动完成，IV 值通过特性参数的校正值来计算。 

B.3 测试设备 

——  粘度计毛细管 

——  真空干燥箱 

——  真空泵 

——  样品瓶及样品瓶架 

——  实验室研磨机 

——  氮气瓶 

——  天平（精确至 0.0001g） 

——  防护眼镜、防护手套、护耳用具 

B.4 安全措施 

应遵循相关的实验室安全防护规则。 
—— 实验期间，需一直佩戴防护眼镜。 

—— 在电流计附近工作时，务必穿戴防护手套。 

—— 样品预处理需用到研磨机，操作时注意刀片锋利，应佩戴防护眼镜及护耳用具。 

B.5 测量 

测量时应遵循毛细管粘度计的使用规则，将样品浸泡。 

B.5.1 样品制备 

——样品 

颗粒或者碎片 Xg，用实验室研磨机将其研磨成粉末。 
——干燥 

将样品置于真空干燥箱，在 150℃至 160℃之间干燥 2—16 小时，时间和温度可根据样品状态而

定（最终目的是将 PET 干燥至 30mg/Kg 以下）。 

B.5.2 打开粘度计 

按照粘度计说明书操作。使用以下 PET 特定操作建议： 



  

—— 活塞承重量：2.16kg 
—— 测试温度：285℃ 
—— 样品质量：8g-12g 
—— 预热时间：60s-360s 

B.5.3 编辑、打印 终结果 

B.5.4 清洗毛细管 

安全警示——使用防护手套及护眼用具。 

B.6 结果 

数值的测量和计算均由粘度计自动完成，IV 值通过特性参数的校正值来计算，直接由粘度计给出。 
注1：优化测试方法。使用树脂粘度计测量，将测量值与真值相对照。 

注2：样品中残留的水分会使测量的粘度值偏小。 

注3：装载时样品包装不完整，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注4：样品装载的不连续也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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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残余湿度（水分含量）测量的重量分析法 

C.1 总则 

此附录描述了一种水分含量的测量方法，针对消费后 PET 化合物的碎片。 

C.2 原理 

将特定重量的样品放入 150℃的空气循环干燥箱中。待水分挥发后，测量样品的重量损失量，即可

得水分含量。 

C.3 装置 

C.3.1 天平，精确至0.0001g。 

C.3.2 瓷坩埚，80ml-90ml。 

C.3.3 干燥器 

C.3.4 干燥箱，带有空气循环机， 高温度为250℃。 

C.4 警告 

从干燥箱中取出样品时，应戴隔热手套。 

C.5 步骤 

称量 50g 样品置于经干燥和恒重的铂坩埚中，称量容器重量及样品重量。将装有样品的坩埚放入

干燥箱中，在 150℃下放置 4 天。将坩埚取出后，在干燥器内放置 30 分钟，用天平再次称量。减去容

器重量，得到干燥样品的重量，样品干燥前后重量的差值即为所测值。 

C.6 结果的表示 

含水量是以百分数的形式表示，表达式如下： 

 ( ) 010 /100 mmm ×−  ................................. (C.1) 

式中： 

m1 为样品干燥后的质量，g。 
m0 为样品干燥前的质量，g。 

C.7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方法参照 EN 15348:2007； 

b) 样品测定所需的所有信息； 

c) 测试结果；  

d) 样品质量； 

e) 附加的步骤，以及与本步骤不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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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残余杂质的快速测定方法 

D.1 总则 

此附录描述了一种测定 PET-R 碎片中杂质含量的方法。 
—— PVC 
—— 聚烯烃 
—— 胶状物及其他聚合物 

——其他杂质 

D.2 原理 

将特定重量的样品放入 220℃的空气循环干燥箱中。 
在此热处理过程中，各种杂质将发生分解现象，出现褪色，可以与样品分离开。此过程中发生的

变化如： 
—— PVC 褪色，可与样品分离开。 

—— 聚烯烃熔化并着色，可与样品分离开。 

—— 胶状物及其他聚合物熔化并着色，可与样品分离开。 

—— 其他杂质也会发生变化，如金属颜色会变等。 

D.3 装置 

D.3.1 干燥箱，带有空气循环机， 高温度为250℃。 

D.3.2 技术天平，精确至0.1g。 

D.3.3 分析天平，精确至0.0001g。 

D.4 步骤 

准确称量 1000g 样品碎片，精确至 0.1g，记录数据。将碎片均匀地装入铝制容器或其他金属容器

中。将容器放入预热至 220℃的真空干燥箱，放置 1 小时后，取出并冷却，准确观察。 
——将黑色焦状颗粒分离出来，用分析天平称量其质量，记为 m1。 
——瓶盖上的聚烯烃可以根据其形状、厚度等特征鉴别，将褪色发黄或熔化发粘的颗粒分离出来，

用分析天平称量其质量，记为 m2。 

——将发生分解的胶状球形聚合物分离出来，用分析天平称量其质量，记为 m3。 

——按照以下描述，分理出其他杂质： 

纤维和纸=外观：棕褐色，有被烧的迹象； 
金属=外观：灰白，光亮。 
将分离出的物质（纤维、纸、金属）用分析天平称量其质量，记为 m4。 



  

D.5 结果的表示 

D.5.1 PVC 的总含量，mg/Kg，公式如下： 

 0
6

1 /10 mm ×  .................................... (D.1) 

式中： 

m1 为褪色颗粒的质量，g； 
m0 为样品初始质量，g； 

D.5.2 聚烯烃的总含量，mg/Kg,公式如下： 

 0
6

2 /10 mm ×  .................................... (D.2) 

式中： 

m2 为聚烯烃颗粒的质量，g； 
m0 为样品初始质量，g； 

D.5.3 胶状聚合物的总含量，mg/Kg,公式如下： 

 0
6

3 /10 mm ×  .................................... (D.3) 

式中： 

m3 为发黄颗粒的质量，g； 
m0 为样品初始质量，g； 

D.5.4 聚烯烃的总含量，mg/Kg,公式如下： 

 0
6

4 /10 mm ×  .................................... (D.4) 

式中： 

m4 为聚烯烃颗粒的质量，g； 
m0 为样品初始质量，g； 

D.6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方法参照 EN 15348:2007； 

b) 样品测定所需的所有信息； 

c) 测试结果；  

d) 附加的步骤，以及与本步骤不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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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残余碱度的电位测定法 

E.1 总则 

此附录描述了一种测定消费后再生化合物 PET 碎片残余碱度的测量方法。 

E.2 原理 

取一定质量的样品，加入一定体积的蒸馏水，搅拌并混合均匀。由于碎片表面残余碱性物质，水

的 pH 会升高，用玻璃电极测量其 pH。 

E.3 装置 

E.3.1 磁力搅拌器； 

E.3.2 技术天平，精确至0.1g； 

E.3.3 烧杯，1000ml； 

E.3.4 量筒，500ml； 

E.3.5 装有玻璃电极的pH计。 

E.4 试剂 

蒸馏水 

E.5 步骤 

调整好 pH 计，备好已知 pH 值的缓冲溶液。准确称取 100g 样品，装入 1000ml 烧杯中，加入 500ml
蒸馏水，准确测量 PH；其值应在 6-8 之间。搅拌 10 分钟，确保所有碎片浸没在水中。 

搅拌结束后，滤出溶液，将玻璃电极浸入溶液测量 PH 值，数值稳定时，记录测试结果。 

E.6 结果的表示 

记录下溶液的 pH 值，另记录蒸馏水的初始 pH 值用来做对比。 

E.7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方法参照 EN 15348:2007； 

b) 样品测定所需的所有信息； 



  

c) 测试结果；  

d) 附加的步骤，以及与本步骤不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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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经过滤的不溶性杂质的测定方法 

F.1 总则 

此附录描述了一种消费后再生 PET 化合物碎片中不溶性杂质的测量方法，目的是为了评价污染物

的含量（如铝、纸、炭化 PVC 等）。 

F.2 原理 

熔融聚合物挤出过程中的压力变化与聚合物中固体颗粒的含量呈函数关系。测试条件恒定不变时，

可根据压力的变化来测量样品的纯度。 

F.3 装置 

单螺杆挤出剂，可控制挤出温度，附有齿轮输油泵、温度及压力记录器、金属过滤网（网孔尺寸

为 35 微米）。 

F.4 步骤 

将网孔尺寸为 35 微米的金属过滤网安装在挤出口处。根据挤出机的型号，将齿轮输油泵调至最佳

工作状态。预置挤出机及过滤头的温度，应保证过滤头内聚合物的温度能达到 290±1℃。开启挤出机，

记录过滤器处的压力，当各参数稳定时，每隔 2 到 3 小时记录一次压力。 

F.5 结果的表示 

测试结果以压力的变化来表示，公式如下： 

 ( ) AMQPPP Pp ××−=Δ /0  ............................. (F.1) 

式中： 

P 为 t 时间后的压力，bars； 
P0 为初始压力，bars； 
QP为熔融聚合物的流速； 
MP为 t 时间内挤出聚合物的质量，kg； 
A 为滤网的面积，cm2。 

F.6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方法参照 EN 15348:2007； 

b) 挤出机的型号； 



  

c) 被测聚合物的流速； 

d) 滤网面积； 

e) 样品测定所需的所有信息； 

f) 测试结果；  

g) 附加的步骤，以及与本步骤不同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