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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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542《电气绝缘用薄膜》的第2部分。GB/T13542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定义和一般要求;
———第2部分:试验方法;
———第3部分:电容器用双轴定向聚丙烯薄膜;
———第4部分:聚酯薄膜;
———第6部分:电气绝缘用聚酰亚胺薄膜。
本文件代替GB/T13542.2—2009《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2部分:试验方法》,与GB/T13542.2—

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5.2.2厚度测量中单层法的测量值由27次修改为9次(见5.2.2.3,2009年版的4.1.1.3);

b) 在5.4“横向厚度分布和纵向厚度变化”中增加了“通常用红外或激光不接触测量方法测量厚

度。若是成膜和收卷厚度变化有要求时,制造商在生产线上安装这种测量装置。测量最小分

辨率、准确度和测量表面积(宽度和长度)在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具体内容(见5.4,2009年版的

4.4);

c) 第8章“卷绕性(偏移/弧形和凹陷)”,增加了方法A和方法B原理的内容(见8.3.1和8.4.1,

2009年版的7.2和7.3);

d) 第11章“摩擦系数”,增加了“原理”(见第11章,2009年版的第9章);

e) 第13章“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修改为按GB/T1040.3—2006的方法(见第13章,2009年

版的第11章);第14章“边缘撕裂性”修改为按GB/T1310.2—2009中第10章的方法(见第

14章,2009年版的第12章);第15章“内撕裂性”增加了GB/T16578.1的测量方法(见第15
章,2009年版的第13章);

f) 第17章“表面电阻率”修改为按GB/T31838.3的方法(见第17章,2009年版的第15章);第

18章“体积电阻率”方法1电极法修改为按 GB/T31838.2的方法,另高压电极的直径由

27mm修改为至少为40mm(见18.1,2009年版的16.1);

g) 增加了第20章“浸渍状态下介质损耗因数”(见第20章);

h) 第21章“电气强度”,增加了直流试验法按GB/T1408.2的方法(见21.1,2009年版的18.2)及
小于或等于6μm的薄膜直流试验条款(见21.3);

i) 第22章“电弱点”,将方法C修改为方法C1、方法C2或方法C3(见22.4,2009年版的19.3);

j) 第23章“耐表面放电击穿性”,修改为按GB/T22689(见第23章,2009年版的第20章);第25
章“熔点”DSC法,由按IEC61074:1991方法修改为按GB/T19466.3方法(见25.1,2009年版

的22.1);第29章“耐高温穿透性”,修改为按GB/T20631.2—2006中第10章(见第29章,

2009年版的第26章);

k) 第32章“燃烧性”,增加了方法B,按GB/T20631.2—2006中第20章的试验方法(见32.2)。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674-2:2019《电气用塑料薄膜 第2部分:试验方法》。
本文件与IEC60674-2:2019相比,在结构上将第35章和第36章合并为一章。
本文件与IEC60674-2:2019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

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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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与IEC60674-2:2019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a)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1)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51.3代替了ISO534;

2)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033.1代替了ISO1183;

3)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408.2代替了IEC60243-2;

4)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409—2006代替了IEC60250:1969;

5)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672代替了ISO4593;

6)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673代替了ISO4592;

7)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7196代替了IEC60589;

8)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0006代替了ISO8295;

9)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0582代替了IEC60426;

10)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1026(所有部分)代替了IEC60216(所有部分);

11) 用 修 改 采 用 国 际 标 准 的 GB/T13542.3、GB/T13542.4、GB/T13542.6代 替 了

IEC60674-3(所有部分);

12)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6578.1代替了ISO6383-1;

13)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6578.2代替了ISO6383-2;

14)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9466.3代替了ISO11357-3:2011;

15)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0631.2—2006代替了IEC60454-2:2007;

16)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2689代替了IEC60343;

17)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1838.2代替了IEC62631-3-1;

18)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1838.3代替了IEC62631-3-2;

19)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25915.1—2010。

b)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3章)。

c) 为方便使用,在4.3中增加了试验条件(见4.3)。

d) 为方便使用,在第5章“厚度”中,增加了对测量仪器的规定、测量程序和“质量密度法”计算公

式(见5.2.2.2、5.2.3.1、5.3.1.2~5.3.1.4)。

e)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8章“卷绕性”中,将“设备”条款中的“辊的直径为100mm±
10mm”修改为“辊的直径为100mm±1mm”(见第8章)。

f)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9章 “表面粗糙度”增加了具体测量方法(见第9章)。

g)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10章“空隙率”增加了试验仪器、试样和程序(见10.1、10.2、10.3)。

h)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13章“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中,增加了试验程序和结果计算(见

13.4和13.5)。

i)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14章“边缘撕裂性”中,增加了试样、试验程序、试验结果和示意图

(见14.2、14.3、14.4)。

j)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18章“体积电阻率”中,增加了图4和设备或器具(见18.2.2和

18.2.3)。

k)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19章“介质损耗因数和电容率”中,保留了IEC60674-2(2001年第

1次修订)中 “非接触式电极测量”方法(变电容法、变间距法),并细化了计算公式;并对“模型

电容器法”进行了细化,增加了计算公式(见19.3.2.1和19.3.2.2);在“流体排出法”中增加了

设备、试样和试验结果(见19.4)。

l) 为方便使用,在第21章“电气强度”中,在“直流试验”中增加了试验装置、试样及其制备、程序

和试验结果(见21.2.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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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将第22章“电弱点”试验中铝箔电极的厚度由6μm改为7μm,另外将

施加直流电压由100V/μm改为产品标准规定的电压值200V/μm(见22.2.1和22.3.2)。

n)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25章“熔点”中增加了“方法B———弯液面法”(见25.2)。

o) 为方便使用,在第26章“收缩率”中,增加了结果的计算公式(见26.3)。

p) 为方便使用,在第27章“拉力下尺寸稳定性”、第28章“压力下尺寸稳定性”中,增加了设备及

试验示意图(见27.1、28.1和图18)。

q) 为方便使用,在第29章“耐高温穿透性”中,增加了设备、程序及试验示意图(见29.3和29.5)。

r) 为方便使用,在第30章“挥发物含量”中,增加了设备(见30.1)。

s) 考虑到我国实际需要,在第32章“燃烧性”中,将“试样距燃烧器顶端9.5mm”修改为“试样距

燃烧器顶端10mm”(见32.1.5);增加了试验方法B(见32.2)。

t) 为方便使用,在第33章“潮湿空气中的吸湿性”中,增加了结果的计算公式(见33.3.3)。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电气绝缘薄膜 第2部分: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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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绝缘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桂林赛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东材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南洋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中车

永济电机有限公司、泰州钰明新材料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广西南宝特电气制造

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义胜检测有

限公司、陕西润正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义乌源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凯金哲检测有限公司、广东全庆

检测有限公司、广东永汇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先锋、宋玉侠、赵婕、邢照亮、李杰霞、罗传勇、孙宇、计玉萍、周雨力、文裕、

黄泽忠、丁邦建、蒙钊、储松潮、陈松、史开华、侯晓军、朱永明、何明鹏、唐仕平、邓军、黄顺达、向小云、
邓代从、陈双杰、张直焕、彭宜俊、陈英。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2年首次发布为GB/T13541—1992;
———2009年第一次修订为GB/T13542.2—2009;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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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电气用绝缘薄膜标准广泛应用于该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质检、销售、验收及技术交流等,修订

GB/T13542.2—2009主要解决了标准因其标龄过长,许多内容需要依据当前该产品试验方法新的变化

实际需要而急需修订完善的问题,IEC也根据技术发展推出了IEC60674-2:2019(第2.1版),因此需要

紧贴国际标准变化对原国家标准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标准可保证其时效性、科学性,对电气用绝缘薄膜

试验方法标准进行了重新规定,可指导行业更加有效地开展对电气用绝缘薄膜的检测和评定,可提高电

气用绝缘薄膜产品的质量及应用可靠性。
电气用绝缘薄膜涉及产品种类较多,对应的IEC60674(电气用塑料薄膜规范)标准分为不同的部

分(或篇)编写的,为保持与对应的IEC标准编写方法基本一致,加之对不同种类薄膜产品的技术性能

要求也不相同,在编制本产品标准时需单列不同部分进行编制。

GB/T13542规定了电气用绝缘薄膜的定义和一般要求、试验方法、各单项材料产品标准,由下列

部分构成:
———第1部分:定义和一般要求。目的是确定电气用绝缘薄膜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
———第2部分:试验方法。目的是确定电气用绝缘薄膜的试验方法。
———第3部分:电容器用双轴定向聚丙烯薄膜。目的是确定电容器用双轴定向聚丙烯薄膜的分类

与命名、尺寸、性能要求和膜卷特性。
———第4部分:聚酯薄膜。目的是确定电气绝缘用聚酯薄膜的分类、尺寸、性能要求和膜卷特性。
———第6部分:电气绝缘用聚酰亚胺薄膜。目的是确定电气绝缘用聚酰亚胺薄膜的分类与命名、尺

寸、性能要求和膜卷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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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2部分: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电气绝缘用薄膜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电气绝缘用薄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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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51.3 纸和纸板厚度的测量(GB/T451.3—2002,idtISO534:1988)

GB/T1033.1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GB/T1033.1—2008,ISO1183-1:2004,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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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527-3:

1995,IDT)

GB/T1310.2—2009 电气用浸渍织物 第2部分:试验方法(IEC60394-2:1972,IDT)

GB/T1408.1—2016 绝缘材料 电气强度试验方法 第1部分:工频下试验(IEC60243-1:2013,

IDT)

GB/T1408.2 绝缘材料 电气强度试验方法 第2部分:对应用直流电压试验的附加要求

(GB/T1408.2—2016,IEC60243-2:2013,IDT)

GB/T1409—2006 测定电气绝缘材料在工频、音频、高频(包括米波波长在内)下电容率和介质损

耗因数的推荐方法(IEC60250:1969,MOD)

GB/T6672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GB/T6672—2001,idtISO4593:1993)

GB/T6673 塑料薄膜和薄片长度和宽度的测定(GB/T6673—2001,idtISO4592:1992)

GB/T7196 用液体萃取测定电气绝缘材料离子杂质的试验方法(GB/T7196—2012,IEC60589:

1997,IDT)

GB/T10006 塑料 薄膜和薄片 摩擦系数测定方法(GB/T10006—2021,ISO8295:1995,IDT)

GB/T10580—2015 固体绝缘材料在试验前和试验时采用的标准条件(IEC60212:2010,IDT)

GB/T10582 电气绝缘材料 测定因绝缘材料引起的电解腐蚀的试验方法(GB/T10582—2008,

IEC60426:2007,IDT)

GB/T11026(所有部分) 电气绝缘材料 耐热性[IEC60216(所有部分)]

GB/T13542.3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3部分:电容器用双轴定向聚丙烯薄膜(GB/T13542.3—

2006,IEC60674-3-1:1998,MOD)

GB/T13542.4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4部分:聚酯薄膜(GB/T13542.4—2009,IEC60674-3-2:

1992,MOD)

GB/T13542.6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6部分:电气绝缘用聚酰亚胺薄膜(GB/T13542.6—2006,

IEC60674-3-4/6:1993,MOD)

1

GB/T13542.2—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