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８３．０８０．０１
犌３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１８４４．２—２００８／犐犛犗１０４３．２：２０００

代替ＧＢ／Ｔ１８４４．２—１９９５

塑料　符号和缩略语

第２部分：填充及增强材料

犘犾犪狊狋犻犮—犛狔犿犫狅犾狊犪狀犱犪犫犫狉犲狏犻犪狋犲犱—

犘犪狉狋２：犉犻犾犾犲狉狊犪狀犱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ＩＳＯ１０４３．２：２０００，ＩＤＴ）

２００８０８０４发布 ２００９０４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ＧＢ／Ｔ１８４４《塑料　符号和缩略语》分为以下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基础聚合物及其特征性能；

———第２部分：填充及增强材料；

———第３部分：增塑剂；

———第４部分：阻燃剂。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８４４的第２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０４３．２：２０００《塑料—符号和缩略语—第２部分：

填充和增强材料》。

为便于使用，作了部分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ＩＳＯ１０４３．２：２０００的前言；

———将“ＩＳＯ１０４３的本部分”改为“ＧＢ／Ｔ１８４４的本部分”；

———将一些适用于国际标准的表述改为适用于我国标准的表述。

本部分代替 ＧＢ／Ｔ１８４４．２—１９９５《塑料及树脂缩写代号　第２部分：填充及增强材料》，与

ＧＢ／Ｔ１８４４．２—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标准名称由“塑料及其树脂缩写代号　第二部分：填充及增强材料”改为“塑料　符号和缩略语

　第２部分：填充及增强材料”；

———增加了三水合氧化铝的缩写代号；

———更改了缩写代号Ｎ的代表物质；

———修改了增强材料形状代号Ｔ的表示形状。

本部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５）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合成树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燕山石化树脂所、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材料测试部）、广州金发

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塑料制品质检中心（北京）。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赵平、王建东、陈宏愿、凌伟、桂华、宁凯军。

本部分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８４４．２—１９８０；ＧＢ／Ｔ１８４４．２—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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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符号和缩略语

第２部分：填充及增强材料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８４４的本部分规定了有关填充及增强材料术语的统一符号，其中仅包括已经得到普遍使用

的符号。可有效的防止同一个填充及增强材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出现，同时防止一个符号有不

同的解释。

２　符号的使用

２．１　３．１规定了填充及增强材料的名称的符号，３．２规定了表示填充及增强材料的形状和结构的符号。

２．２　除化学符号外，应使用大写字母。

２．３　填充及增强材料的类型由第一个字母表示，物理形状和结构由第二个字母表示。

　　示例 ：ＧＦ表示纤维状的玻璃（Ｇ：玻璃，Ｆ：纤维）。

２．４　不同材料或形状的物质的混合物可以用加号“＋”将相应的符号结合，表示在括号内。

　　示例 ：（ＧＦ＋ＭＤ）表示玻璃纤维（ＧＦ）和矿石粉末（ＭＤ）的混和物。

２．５　对于金属类应指明所需的进一步信息，需在括号内用化学符号指示。

　　示例 ：ＭＤ（Ａｌ）表示铝粉。

３　符号

３．１　填充及增强材料

表１规定了表示填充及增强材料的符号。

３．２　形状或结构

表２规定了表示填充及增强材料的形状或结构的符号。

表１　表示填充及增强材料的符号

符号 材料名称ａ

Ｂ 硼 ｂｏｒｏｎ

Ｃ 碳 ｃａｒｂｏｎ

Ｄ 三水合氧化铝 ａｌｕｍｉｎａｔｒｉｈｙｄｒａｔｅ

Ｅ 黏土 ｃｌａｙ

Ｇ 玻璃 ｇｌａｓｓ

Ｋ 碳酸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Ｌ 纤维素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Ｍ 矿物，金属ｂ 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ｅｔａｌｂ

Ｎ 天然有机物（棉，剑麻，大麻，亚麻等） 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ｔｔｏｎ，ｓｉｓａｌ，ｈｅｍｐ，ｆｌａｘ，ｅｔｃ）

Ｐ 云母 ｍｉｃａ

Ｑ 硅 ｓｉｌｉｃａ

Ｒ 聚芳基酰胺 ａｒａｍ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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