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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SO 2874下1985《包装— 完整、满装的运输包装件采用压力试验机的堆

码试验方法》。

1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运输包装件采用压力试验机进行堆码试验的方法。这种试验适用于评定运输包装

件在堆码时的耐压强度及对内装物的保护能力。它既可以作为研究包装件受压影响(变形、峨变、压坏或

破裂)的单项试验，也可以作为一系列试验中的组成部分。

2 引用标准

GB 3538运输包装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 4857.2  iy输叔装件基本试验 温湿度调节处理

3 试验原理

    将包装件置于压力试验机的下压板上，然后将上压板下降，对包装件施加压力。所加压力、大气条

件、持续时间、承受压力的情况以及包装件的放置状态，按预定方案进行。

4 试验设备

4.1 压力试验机
    压力试验机可采用电机驱动、机械传动或液压传动，能使压板均匀移动，施加预定的压力。

4.1.1 压板刚度
    压板应具有足够的刚度。检验压板刚度时，将100 mm x 100 mm x 100 mm硬质木块放在下压板中

心位置。当压力试验机将最大额定负荷75%的负荷通过上压板施加到木块上时，上下压板表面任何一

点变形不得超过1 mm,

4.1.2 压板尺寸
    压板尺寸应超出包装件外形尺寸及与其相接触仿模块的面积。

4.1.3 压板不平度
    压板的工作面应当平整，工作面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高低差不超过1 mm,

4.1.4 压板倾斜度
    压板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处在水平状态，其水平倾斜要保持在千分之二以内。或者用一个万向接头

固定在上压板中心位置，使上压板可以向任何方向自由倾斜。

4.2 负荷记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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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装置记录的负荷误差不得超过施加压力的士2000

4.3施加预定负荷的装置
    施加负荷的装置(如加负荷平板等)应在预定的时1A内保持预定的负荷量值。在预定时间内，实际负

荷的波动不应超过士4%;同时压板的相对位移应保持此负荷所需要的上压板的垂直位移，包括当研究

包装件在特定负荷条件下的性能(例如当码在货架底部的包装件在花格托盘上时;当压力负荷未施加到

被试验包装件的整个表面上时;在包装件与压力试验机压板之间插人适当的模具，用来模拟在实际中遇

到的类似下压负荷时)。

4.4测量偏移的设施
    该设施要求精确到士1 mm,既能指示尺寸的增加，又能指示尺寸的减少。

5 试验程序

5·1试验样品的准备
    试验用的包装件通常应装满预装物，也可以用模拟物或模型，但模拟物的尺寸和物理性能应尽可能

地接近预装物。其包装方法及封口应保证符合正常运输要求。采用模拟物或模型时的包装方法及封口

也应符合正常运输时的要求.

5·2试验样品各部位的编号
    按GB 3538对试验样品各部位进行编号标示。

5.3 试验样品的预处理

    按GB 4857.2选定一种条件对试验样品进行温湿度调节预处理。

54 试验时的温湿度条件
    试验应在与预处理相同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若达不到相同条件，则必须在试验样品离开预处理条

件5 min之内开始试验。

5.5试验步骤
55.1 记录试验场所的温湿度。

5.5.2将试验样品按预定状态置于下压板中心位置。特定条件的试验项目，应安装必要的模具。

5.5.3使两块压板做相对移动或上压板移动，使上压板与样品相接触。负荷量值一般由小到大逐级增

加.每增载一级检验一次包装件受压状况并详细记录，负荷量值最大不应超过预定值。如果未达到预定

值，受压包装件已变形、压坏或出现危险时，应终止试验.也可以按预定值作一次性下压或直至破坏为

止。负荷达到预定值时.持续到预定时间，观察其变化。

5.5.月移动压板，除去负荷，对包装件进行检查。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应用本标准的情况;

    b. 试验样品的数量、放置状态;

    c.详细说明包装容器的尺寸、结构和材料规格、衬垫、支撑物、固定方法、封口，捆扎状态以及其他

防护措施;

    d. 内装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

        试验样品和内装物的质量按千克〔kg)计;

    f. 预处理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

    9. 总负荷〔以牛顿(N)计，包括加负荷平板重力〕及持续时间;

    h. 所用设备的类型和操作方式;

    i 所用仿模块类型和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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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包装件上偏离测量点的位置以及在什么试验程序中进行这些偏离测量;
k 试验结果记录以及观察到的任何有助于正确解释试验结果的现象;

1. 日期;

m. 试验单位人员签字盖章。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提出。

本标准由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归口并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刘翠霞、王巨钢。

本标准委托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