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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9466《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的第5部分。GB/T19466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玻璃化转变温度的测定;
———第3部分:熔融和结晶温度及热焓的测定;
———第4部分:比热容的测定;
———第5部分:特征反应曲线温度、时间,反应焓和转化率的测定;
———第6部分:氧化诱导时间(等温OIT)和氧化诱导温度(动态OIT)的测定。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1357-5:2013《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第5部分:特征反应曲线温

度、时间,反应焓和转化率的测定》。
本文件与ISO11357-5:2013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调整了图2(见10.2)和图4(见10.3.2)的位置。
本文件与ISO11357-5:2013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9466.1替换了ISO11357-1(见第3章~第8章,9.2、10.1、10.3.2、

第12章),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增加了DSC曲线的要求(见第12章),试验报告中附DSC曲线使得本方法所测定的结果更完

整,便于理解与应用。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增加了9.3.2和9.3.3的引导语(见9.3.2和9.3.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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