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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第５章的５．１和５．５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３７３５—１９９２《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与ＧＢ１３７３５—１９９２相比，除编辑性

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

———修改了分类（见第３章，１９９２年版的第３章）；

———增加了厚度和覆盖使用时间（见第４章）；

———删除了等级（见１９９２年版的表２、表３、表５、表６、表７）；

———增加了标称厚度的要求（见５．１．１）；

———修改了厚度偏差（见５．１，１９９２年版的４．２．１）；

———修改了宽度偏差（见５．２，１９９２年版的４．２．２）；

———修改了每卷净质量偏差（见５．３，１９９２年版的４．２．３）；

———修改了外观（见５．４，１９９２年版的４．３）；

———修改了力学性能指标（见５．５，１９９２年版的４．４）；

———修改了耐候性能（见５．６，１９９２年版的４．４）；

———修改了拉伸负荷和断裂标称应变的试验方法（见６．７，１９９２年版的５．６）；

———修改了耐候性能的试验方法（见６．９，１９９２年版的５．８）；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７章，１９９２年版的第６章）；

———修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见第８章，１９９２年版的第７章）。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连塑料研究所有限公司、白山市喜丰塑业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安徽华驰塑业有限公司、甘肃福雨塑业有限责任公

司、甘肃济洋塑料有限公司、甘肃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北京华盾雪花

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清田塑工有限公司、玉溪市旭日塑料有限责任公司、南雄市金叶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四川省犍为罗城忠烈塑料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天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塑料制品厂、河

南省银丰塑料有限公司、山东天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罡助剂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市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轻工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炳君、彭永杰、卢伟东、秦立洁、王智勤、汪纯球、姜世华、陈二虎、靳树伟、

汪振球、杨渝、尹君华、陈鹏元、孙美菊、周经纶、李忠烈、赵莉、朱吴兰、李田华、何文清、刘新民。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３７３５—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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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以下简称地膜）的分类、标称厚度和覆盖使用时间、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聚乙烯为主要原料，可加入必要助剂用吹塑法生产的用于地面覆盖的薄膜。

本标准不适用于可降解性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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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０４０．１—２００６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０４０．３—２００６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３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ＧＢ／Ｔ２９１８—１９９８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ＧＢ／Ｔ６６７２—２００１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

ＧＢ／Ｔ６６７３—２００１　塑料薄膜和薄片长度和宽度的测定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１—２００６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氙弧灯

ＱＢ／Ｔ１１３０—１９９１　塑料直角撕裂性能试验方法

３　分类

地膜按覆盖使用时间分为两类：Ⅰ类为耐老化地膜；Ⅱ类为普通地膜。

４　标称厚度和覆盖使用时间

地膜的标称厚度和覆盖使用时间见表１。

表１　标称厚度和覆盖使用时间

类别 标称厚度／ｍｍ 覆盖使用时间／ｄ

Ⅰ 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２５ ≥１８０

Ⅱ 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３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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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

５．１　厚度和厚度偏差

５．１．１　厚度

地膜的最小标称厚度不得小于０．０１０ｍｍ。

５．１．２　厚度偏差

厚度极限偏差和平均厚度偏差应符合表２要求。

表２　厚度极限偏差和平均厚度偏差

标称厚度犱０／ｍｍ 极限偏差／ｍｍ 平均厚度偏差／％

０．０１０≤犱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犱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犱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犱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１５
－１２

５．２　宽度极限偏差

宽度极限偏差应符合表３要求。

表３　宽度极限偏差 单位为毫米

标称宽度狑 极限偏差

狑≤８００
＋３０
－１０

８００＜狑≤１５００
＋４０
－１０

１５００＜狑≤３０００
＋５０
－１０

３０００＜狑≤５０００
＋８０
－２０

狑＞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

５．３　净质量极限偏差

每卷净质量极限偏差应符合表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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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净质量极限偏差 单位为千克

每卷标称净质量犿０ 极限偏差

犿０≤１０
＋０．２５
－０．１０

１０＜犿０≤１５
＋０．３０
－０．１０

犿０＞１５
＋０．３０
－０．１５

５．４　外观

地膜不应有影响使用的气泡、杂质、条纹、穿孔、褶皱等缺陷。

膜卷应卷绕整齐，不应有明显的暴筋。

错位宽度、每卷段数和每段长度应符合表５要求。

表５　膜卷要求

项　　目 要　　求

错位宽度ａ／ｍｍ ≤３０

每卷段数／段 ≤２

每段长度／ｍ ≥１００

　　
ａ 错位宽度：单层卷绕为膜卷宽度与膜的公称宽度之差；双层卷绕为膜卷宽度与膜的折径宽度之差。

５．５　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６要求。

表６　力学性能指标

项　目
要　求

０．０１０ｍｍ≤犱０＜０．０１５ｍｍ０．０１５ｍｍ≤犱０＜０．０２０ｍｍ０．０２０ｍｍ≤犱０＜０．０３０ｍｍ

拉伸负荷（纵、横向）／Ｎ ≥１．６ ≥２．２ ≥３．０

断裂标称应变（纵、横向）／％ ≥２６０ ≥３００ ≥３２０

直角撕裂负荷（纵、横向）／Ｎ ≥０．８ ≥１．２ ≥１．５

５．６　耐候性能

Ⅰ类地膜老化后纵向断裂标称应变保留率应不小于５０％。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样

从完好的膜卷外端先剪去不少于２ｍ，再裁取长度不少于１ｍ的地膜试样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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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试验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试样的状态调节应按ＧＢ／Ｔ２９１８—１９９８规定进行，温度为（２３±２）℃，调节时间不少于４ｈ，６．３、

６．４、６．７、６．８、６．９的试验应在此条件下进行。

６．３　厚度和厚度偏差

厚度按ＧＢ／Ｔ６６７２—２００１的规定进行测量，按式（１）计算厚度极限偏差，按式（２）计算平均厚度

偏差。

Δ犱＝犱ｍａｘ或ｍｉｎ－犱０ …………………………（１）

　　式中：

Δ犱　　———厚度极限偏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ｍａｘ或ｍｉｎ———实测最大或最小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０ ———标称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
犱ｎ－犱０

犱０
×１００ …………………………（２）

　　式中：

犱 ———平均厚度偏差，％；

犱ｎ———平均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０———标称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６．４　宽度极限偏差

按ＧＢ／Ｔ６６７３—２００１的规定进行，用精度为１ｍｍ的卷尺或钢直尺进行测量，按式（３）计算宽度极

限偏差。

Δ狑＝狑ｍａｘ或ｍｉｎ－狑 …………………………（３）

　　式中：

Δ狑　　———宽度极限偏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狑ｍａｘ或ｍｉｎ———实测最大或最小宽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狑 ———标称宽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６．５　净质量偏差

用感量５０ｇ的量具称量，按式（４）计算每卷净质量偏差。

Δ犿＝犿－犿０ …………………………（４）

　　式中：

Δ犿 ———每卷净质量偏差，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 ———实测每卷净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０ ———每卷标称净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６．６　外观

地膜取１ｍ２ 试样在自然光下目测。

膜卷现场观察与测量。

６．７　拉伸负荷和断裂标称应变

按ＧＢ／Ｔ１０４０．１—２００６和ＧＢ／Ｔ１０４０．３—２００６规定进行试验，采用２型试样，试样宽度为１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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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具间初始距离５０ｍｍ，试验速度（５００±５０）ｍｍ／ｍｉｎ，拉伸至试样断裂，测出最大拉伸负荷，精确到

０．０１Ｎ。

断裂标称应变按式（５）计算：

ε＝
Δ犔

犔
×１００ …………………………（５）

　　式中：

ε　———断裂标称应变，％；

Δ犔———夹具间距离的增量，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 ———夹具间的初始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６．８　直角撕裂负荷

按ＱＢ／Ｔ１１３０—１９９１规定进行试验，单片试样测试，精确到０．１Ｎ。

６．９　耐候性能

６．９．１　试验设备和试样制备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１—２００６的规定，暴露的样片数量和尺寸视老化设备

的夹具尺寸而定，暴露后的试验用样条数量不应少于１０个。样片沿地膜纵向在有效的暴露部位按图１

所示裁成１０ｍｍ宽的条，暴露试验完成后取下样片，剪下单个样条进行测试。试样的纵向初始断裂标

称应变和暴露狋小时后的纵向断裂标称应变按６．７规定测试，取算术平均值。

单位为毫米

图１　暴露样片示意

６．９．２　试验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的规定，辐照方式采用方法 Ａ，辐照度为窄带（３４０ｎｍ）

０．５１Ｗ／（ｍ２·ｎｍ），温度控制采用黑标温度计，暴露循环采用循环序号１，Ⅰ类地膜试验持续时间

６００ｈ。

断裂标称应变保留率按式（６）计算：

犚＝
ε狋

ε０
×１００ …………………………（６）

　　式中：

犚 ———断裂标称应变保留率，％；

ε狋———暴露狋小时后的平均断裂标称应变，％；

ε０———初始平均断裂标称应变，％。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组批

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配方、同一工艺条件、同一规格连续生产的产品５０ｔ为一批，如果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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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一周，产量不足５０ｔ，以一周产量为一批。

７．２　抽样

７．２．１　厚度、厚度极限偏差、宽度极限偏差、每卷净质量极限偏差、外观

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规定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采用一般检查水平Ⅰ，接收质量限（ＡＱＬ）

６．５，见表７。每卷地膜为一个样本单位。

表７　抽样方案 单位为卷

批量 样本量 接收数Ａｃ 拒收数Ｒｅ

２～２５ ２ ０ １

２６～１５０ ８ １ ２

１５１～２８０ １３ ２ ３

２８１～５００ ２０ ３ ４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３２ ５ ６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５０ ７ ８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８０ １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４ １５

７．２．２　平均厚度偏差、力学性能

从７．２．１检验合格的每批样本中随机抽取任一个样本进行试验。

７．３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

７．４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５章的全部项目，人工气候老化性能每五年进行一次检验。

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考核对产品性能影响时；

ｃ） 正常生产过程中，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周期性地进行一次检验，考核产品质量稳定性时；

ｄ）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前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ｆ）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７．５　判定规则

厚度极限偏差、宽度极限偏差、净质量偏差、外观应按表７规定进行判定。

厚度平均偏差和力学性能检验结果中如有不合格项，则应从该批中抽取双倍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

验，仍有不合格项，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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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每卷地膜均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产品名称、类别、标称厚度、宽度、参考长度、净质量、

生产日期、生产厂名称、生产厂地址、执行标准、检验员印章。

８．１．２　产品合格证上应在明显的位置标有“使用后请回收利用，减少环境污染”的字样。

８．２　包装

膜卷用薄膜、牛皮纸或编织袋包装。如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８．３　运输

运输时应防止机械碰撞和日晒雨淋。

８．４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清洁、阴凉的库房内，堆放整齐，离热源不少于２ｍ，严禁曝晒，产品贮存期自生产日

期起不宜超过１８个月，超过贮存期，经检验合格方可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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