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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团体标准制定任务根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中

国塑协 2021 年 9 月 23 日下达的《关于下达团体标准聚丙烯管道混配料用色母料的编制任务通知》，

计划编号为 CPPIA-11-21-D-013。标准牵头单位：重庆澳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归口管理为

中国塑料加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塑料管道制品分技术委员会。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2021 年 8 月，重庆澳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立项牵头组织申请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

色母料标准。

2021 年 9 月召开标准启动工作会议，和有关单位一同确定了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

母料标准的工作方案，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重庆澳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组长单位，负

责写出标准文本草稿（第一稿）。

启动会后，起草工作组搜集国内外标准及相关实验方法，综合各种情况进行了分析处理后，10

月底前由重庆澳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标准文本（草稿），通过电话、微信与其他各单位沟通、

探讨，确定标准文本（初稿）。11 月组织召开了第二次起草小组工作会议，初步确定了各项指标要

求和检验方法。

第二次起草会后，搜集各单位样品并完成送检工作，对样品采用盲样测试方式，进行了检测，

并完成数据汇总。根据数据检测数据情况，对一些数据指标的设定提供了数据支撑。经过大家认真、

细致的讨论研究，对标准中涉及的关键问题达成共识，修改形成意见稿，向行业征求意见。

标准起草单位及其分工

重庆澳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提出标准制定项目并申报，负责标准的全面起草

工作，包括资料查询、实验、实验设计、组织验证、征求意见、资料汇总，送审《标准》等。

山东鲁燕色母粒有限公司参与标准制定，负责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的实验设计，

物理和化学性能的相关检测。

临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参与标准制定，对成品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材的物理和化学性

能进行检测、论证。

山东东方宏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参与标准制定，对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相关物理和

化学性能进行检测，论证。

二、标准起草工作组

1、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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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 GB/T 1.1-2020 要求进行编制。

2、标准编制主要内容及其依据

起草工作组通过对相关国内外技术资料的分析，结果我国的生产工艺、质量水平及检验水平等

实际情况，认为《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第 1 部分：总则》（GB/T 18742.1-2017）、《冷热水用

聚丙烯管道系统第 2 部分：管材》（GB/T 18742.2-2017）、《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第 3部分：

管材》（GB/T 18742.3-2017）等国内标准具有参考价值，对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

标准进行了规定，符合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要求，满足国民现行生活品质，引导无规共聚聚丙烯（PP-R）

产业链健康发展。

三、本标准与国内现行标准 QB/T 4884-2015 比较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1.外观：改进了精确的色母料颗粒外观尺寸 2.5mm*2.5mm（±0.5mm）的圆柱形或㮋球形，在生

产混配料过程中使母料在原料中更加均匀的分布，有助于提高混配料的分散性及均一性。

2.含水率：提高含水率指标，减少混配料生产中可能出现的发泡等异常，进一步保障混配料的

生产工艺稳定，提高产品质量。

3.熔融温度：增加了色母料熔融温度为 140℃-148℃，通常 PPR 熔点是在 140℃-148℃间，以此

来规定混配料用色母料必须是 PP-R 载体，从而保证色母粒与 PP-R 原料的最佳相容性及进一步减少

色母粒对 PP-R 原料的性能影响。

4.氧化诱导时间：增加了氧化诱导时间指标不小于 60 分钟。较长的氧化诱导时间更有力的保证

色母料在加工过程中对 PP-R 原料的热保护，减小 PP-R 原料的性能损失。

5.耐水迁移性：提高耐水迁移性标准为测试色母料，有利于提高 PP-R 管道系统的卫生性能及国

民饮水建康保障。原 QB/T 4884-2015 标准中采用色母粒+PP-R 原料注塑样条测试水迁移性，因注塑

样条是稀释后的色母粒，故其标准相对较低。

6.灰分：增加了色母料灰分≤70%，混配料需符合 GB/T 18742.2-2017 标准中对管材灰分≤1.5%，

PPR 色母按通常 2%添加比例，色母中灰分最大含量为 75%，考虑到加工余量的问题，故规定灰分≤

70%。

7.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增加了色母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指标，保证生产出的混配料流动性的稳

定性，促进混配料生产管材的工艺稳定及生产效率。

8.色差值：提高了总色指标为△E＜1。进一步提高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材在颜色方面的

质量管控，及满足人们高标准的视觉需求。

9.分散性：改进了分散性的判定方式为分散等级≤3 级、采用偏光显微镜检测，软件自动计算

分散状态，数据化更加精准。

10.耐温性：提高标准按颜色总色差的标准△E＜1.0，通过不同设备挤出对比试验总结，故本标

准中规定了色母粒的耐温需不低于 270℃。

11.拉伸强度保留率及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提高了色母料+PP-R 原料生产的混配料性能

保留率进一步提高到 95%，以提高 PP-R 管道系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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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透光率：增加了色母料与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树脂按稀释比生产的混配料挤出尺寸

dn25×en2.3 的管材测试透光率应≤0.2%，以确保达到 GB/T 18742.2-2017 标准。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目的

根据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道混配料，生产管道的工艺流程分析对色母粒的技术要求。通

过实验验证色母中颜料的分散性对塑料制品的力学性能影响。不同耐温性的色母料在制成混配料后

挤出管材制品后颜色变化趋势。不同氧化诱导时间的色母料在制成混配料后挤出管材制品后氧化诱

导变化趋势。以此拟定用于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的技术指标。

2、验证试验情况

2.1 不同分散等级色母粒对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的性能影响。

2.2 不同的耐温性的色母粒，在生产混配料的颜色变化，用混配料挤出管材后的颜色变化试验。

2.3 不同挤出机台设备，不同挤出工艺参数，用相同氧化诱导时间的色母料，挤出管材后的氧化诱

导时间变化试验。

2.4 色母料的氧化诱导时间，生产混配料检测氧化诱导的变化，混配料挤出管材后氧化诱导的变化

试验。

3、试验数据、分析

3.1 不同分散等级色母粒对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的性能影响

检测

项目

单

位
测试方法

GB/T187

42 要求

2.5 级分

散样品

2.8 级分

散样品

3.0 级分

散样品

3.5 级分

散样品

4.5 级分

散样品

拉伸

断裂

标称

应变

%

GB/T

1040.2-200

6

＞400 454 431 415 389 361

拉伸

屈服

应力

MPa
GB/T

1843-2008
≥20 26.8 26.5 26.8 25.5 25.4

拉伸

弹性

模量

MPa

GB/T

1040.2-200

6

＞650 736 721 702 683 653

冲击

强度

KJ/

m
2

GB/T

1843-2008
≥40 76 75 75 64 58

结果分析：用于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道专用混配料的色母粒，当分散等级≤3 级时不降

低混配料的力学性能，满足国标相关指标。

3.2 不同耐温性的色母料颜色变化的实验-色差测试数据

样品名

色差

项目 △E
1#色母 2#色母 3#色母 4#色母 5#色母 6#色母

专用色母+PP-R

原料为标准
标准色 标准色 标准色 标准色 标准色 标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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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配料挤出 1.38 1.21 1.05 1.06 0.68 0.42

模拟管材挤出 2.41 1.72 1.24 1.17 0.72 0.55

3.3 使用不同氧化诱导时长的色母料-挤出混配料-混配料挤出管材-氧化诱导测试数据

母粒型号

项目 OIT 时间

A# B# C# D# E#

母粒氧化诱导时间 22.3 33 42.8 52 61.8

挤出混配料 19.1 25.7 27.8 29.5 34.7

混配料挤出管材 17 22.4 25 27.3 31.2

3.4 采用不同挤出机台，不同挤出速度及工艺条件。重复 3.3 的实验流程，验证不同氧化诱导时长

的色母料-挤出混配料-混配料挤出管材-氧化诱导测试数据。

母粒型号

项目 OIT 时间

A# B# C# D# E#

母粒氧化诱导时间 22.3 33 42.8 52 61.8

挤出混配料 14.3 15.9 18.4 20.5 23.5

混配料挤出管材 12 14.1 15.6 18.5 21

实验分析：色母料氧化诱导时间，经过双螺杆挤出机挤出验证，不同的挤出机台，不同的挤出速度，

对氧化诱导时间影响是不同的。

4、结论

（1）氧化诱导时间大于 60 分钟的专用色母粒与无规共聚聚丙烯（PP-R） 原料做出混配料，满

足 GB/T 18742.2－2017 中对混配料的相关指标要求以及对管材制品的氧化诱导要求。

（2）按颜色总色差的标准△E＜1.0，通过不同设备挤出对比试验总结，故本标准中规定了色母

粒的耐温需不低于 270℃。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保证无规共聚聚丙烯（PP-R）供水管的长期使用寿命，减少管道生产厂家残次品比例从而节约

生产资源，让管道企业的生产模式不确定因素单一化，从而实现国家工业 4.0，为了保证冷热水用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道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缩小市场上冷热水用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

道的质量两极化。解决了管道企业产品质量不均一的问题，降低管道企业自动化生产投入、运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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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成本，引导聚丙烯管道产业链健康发展，为未来国家标准的制定奠定基础。

降低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道厂家的不合格品率，缩小市场上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

的质量两极化，满足国民现行生活品质，提高国民对无规共聚聚丙烯（PP-R）塑料管的认可，并引

导无规共聚聚丙烯（PP-R）产业链健康发展。

七、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目前，国外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比较成熟，但国外使用环境较单一且不考虑实际使

用环境，因此不具有参考性。国内已经有冷热水用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道系统专用色母粒的

标准 QB/T 4884-2015，却无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的标准。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根据《国家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相关条例，结合色母标准的要求与规定，进行标准制定，

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4 个月后实施。

建议本标准由标委会或协会组织宣贯实施，企业可按照团体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内部标准

进行修订，或根据团体标准实施时间要求拟订企标整改过渡措施。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不影响现有行业标准实施。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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