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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应于ISO 4195-1:1987((输送带的耐热性 第1部分:试验方法》和ISO 4195-2:1988K输送

带的耐热性 第2部分:规范》(英文版)，与ISO 4195-1:1987和ISO 4195-2:1988的一致性程度为非

等效 。

    本标准与ISO 4195-1:1987和ISO 4195-2:1988的主要差异如下:

    — 增加了可耐试验温度不大于175℃的耐热输送带型号;

    — 增加了耐热输送带的尺寸、布层接头、直线度和成槽度;

    — 增加了对耐热输送带的热老化试验前、后的纵向全厚度拉伸强度和纵向参考力伸长率的要求

        和试验方法;

    — 增加了耐热输送带常温及高温条件下的层间粘合强度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胶带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岛橡六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橡胶工业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连生、由世峰、刘山根、逢健、余雪梅、韩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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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布芯耐热输送带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平形或槽形托辊上使用的帆布芯耐热输送带(以下简称耐热带)的产品分类，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可耐试验温度分别为不大于1000C,1250C,150℃和175℃的帆布芯耐热输送带。

规范性 引用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GB/T 528-1998,egv ISO 37:

1994)

    GB/T 2941 橡胶试样环境调节和试验的标准温度、湿度及时间(GB/T 2941-1991,egv ISO 471;

1983和eqv ISO 1826:1981)

    GB/T 3512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GB/T 3512-2001,egv ISO

188:1998)

    GB/T 3690 织物芯输送带拉伸强度和伸长率测定方法(GB/T 3690-1994,egv ISO 283:1990)

    GB/T 4490 输送带尺寸(GB/T 4490-1994,egv ISO 251:1987和eqv ISO 583:1990)

    GB/T 5752 输送带标志(GB/T 5752-2002,egv ISO 433:1991)

    GB/T 603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硬度的测定(10-100IRHD)(GB/T 6031-1998,idt ISO 48:

1994)

    GB/T 6759 织物芯输送带的层间粘合强度试验方法(GB/T 6759-2002,ISO 252-1:1999,IDT)

    GB/T 7983 输送带成槽性试验方法

    GB/T 7984 输送带 具有橡胶或塑料覆盖层的普通用途织物芯输送带(GB/T 7984-2001,egv

ISO/FDIS 14890:1999)

    HG/T 3056 输送带贮存和搬运通则(HG/T 3056-1986,egv ISO 5285:1978)

产品分类

  结构

耐热带的带芯由一层或多层帆布构成，帆布应经压延挂胶，带芯层外应有覆盖层。

  耐热性能等级

耐热带按试验温度不同分为四个等级:

T1:可耐热不大于100℃的试验温度;

T2:可耐热不大于125℃的试验温度;

T3:可耐热不大于150℃的试验温度;

T4:可耐热不大于175℃的试验温度。

所选试验温度通常与输送物料的温度不同，它们通常较低，这是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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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带冷却的可能性;

    b) 物料和带之间的接触不会使它们的温度相同。

    制造方应根据预定耐热带的用途确定耐热带的等级。

3.3 订货用标记

    标记示例 :

GB/T XXXX  200  1200  EP

盖层耐热性能等级代号

、下覆盖胶厚度，mm

纵向全厚度拉伸强度，N/mm

带芯层数

一带芯材质代号

一宽度，mm

长度 ，m

标准代号

3.4 带芯织物材质代号按GB/T 5752执行。

要求

:.:.

  尺寸偏差

耐热带的宽度、长度、总厚度和覆盖层厚度的极限偏差应符合GB/T 449。的要求。

  布层接头

耐热带的布层接头应符合GB/T 7984的要求。

  物 理性能

1 耐热带覆盖层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项 目

类 型

T1 T2 T3 T4

允 许 变 化 范 围

硬度
老化后与老化前之差(IRHD) 干 20 半20 士 20 士 20

老化后的最大值(IRHD) 85 85 85 85

拉伸 强度
性能变化率/% 一 25 一 30 一 40 一 40

老化后最低值/MPa 12 10 5 5

拉断伸长率
老化后变化率/% 一 50 一 50 一55 一 55

老化后最低值/% 200 200 180 180

4.3.2 耐热带的纵向全厚度拉伸强度值应不小于指定带型号在表2中所示值。最小纵向全厚度拉伸

强度的数值等于指定带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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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指 定 带 型 号 }
160 一
200 一
250 I
315 一
400 2 000

500 一
630 一

4,3.3 热老化试验后耐热带的纵向全厚度拉伸强度的降低不大于30写。

4.3.4 耐热带的热老化试验前后的全厚度纵向参考力伸长率都应不大于400,

4.3.5 常温下耐热带的层间粘合强度

4.3.5. 1 采用合成纤维织物作带芯时，带的层间粘合强度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单位为牛每毫米

项 目 布 层 间 覆盖层与带芯之间

全部试样平均值 ) 4. 5 3,5

全部试样最低峰值 异 3. 9 2. 9

4.3.5.2 采用含天然纤维的织物作带芯时，带的层间粘合强度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 4 单位为牛每毫米

项 目 布 层 间 覆盖层与带芯之间

全部试样平均值 ) 3. 2 2. 7

全部试样最低峰值 ) 2.7 2. 2

4.3.6 不同等级的耐热带在各自耐热试验温度下的层间粘合强度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单位为牛每毫米

项 目 布 层 间 覆盖层与带芯之间

全部试样平均值 妻 2. 1 2. 1

全部试样最低峰值 ) 1. 6 1. 6

4.3.7 耐热带 的直线度 和成槽 度应符 合 GB/T 7984的要求 。

5 试验方法

5. 1 耐热带的尺寸按GB/T 4490的规定进行测量。

5.2 耐热带的热老化性能试验用试样的制备，按附录A及GB/T 3512的规定执行。

5.3 覆盖层的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包括热老化试验后)，按GB/T 528规定进行检验，试样尺寸采

用2型(狭小平行部分宽4.。mm士。1 mm)哑铃状试样。

5.4 覆盖层的硬度(包括热老化试验后)按GB/T 6031中的N法进行测量。

5.5 热老化后覆盖层的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及硬度的变化率计算按GB/T 3512的要求进行。

5.6 耐热带的纵向全厚度拉伸强度和参考力伸长率(包括热老化试验后)按GB/T 369。的规定进行试

验。对合成纤维织物芯的耐热带，推荐采用B型试样;对含天然纤维织物芯的耐热带，推荐采用G型

试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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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热老化后耐热带的纵向全厚度拉伸强度的变化率计算见GB/T 3512,

5.8 常温下带的层间粘合强度按GB/T 6759的规定进行试验。

5.9 高温下带的层间粘合强度按附录B的规定进行试验。

5. 10 耐热带的直线度按GB/T 7984的规定进行试验。

5. 11 耐热带的成槽度按GB/T 7983的规定进行试验。

6 检验规则

6. 1 出厂检验
    在一个生产批量中按GB/T 7984的规定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带的出厂检验，应检验带的长

度、宽度、总厚度、全厚度拉伸强度和纵向参考力伸长率(不包括耐热老化性能)、覆盖层物理性能(不包

括耐热老化性能)及常温下层间粘合强度。

6.2 型式检验

6.2. 1 覆盖层的耐热老化性能、全厚度拉伸强度和参考力伸长率耐热老化性能试验、高温下的层间粘

合强度试验每季度不少于一次。

6.2.2 如转产、转厂、停产后复产、结构或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合同规定等需要进行型式检验。型

式检验应检验本标准第4章的全部技术内容。

7 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7. 1 耐热带的标志按GB/T 5752执行。

7.2 耐热带应卷在芯轴上，用覆盖物包扎牢固。

7. 3 耐热带的贮存和运输按 HG/T 3056执行。

7.4 产品出厂应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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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 性附录)

耐热输送带的热老化试验 用试 样的制备方法

A. 1 热空气老化用试样的制备

    从距带边至少100 mm的带中部，切下两块500 mm X 500 mm(或800 mm X500 mm)的纵向全厚

度试样，置于符合GB/T 3512标准要求的热空气老化箱中，试验温度为1000C,1250C,150℃的，各老化

168 h;试验温度为175℃的，老化96 h,

    将耐热带样品从空气老化箱中取出并让其在没有机械应变的情况下冷却。

A.2 测定班盖层物理性能用试样的制备

    由于受试验程序要求的限制，本试样的制备只适用于覆盖层厚度大于或等于4 mm的耐热带。

    将按A. 1处理过的其中一块尺寸为500 mm X500 mm(或800 mm X 500 mm)的耐热带试样的覆

盖层切下，再将两面磨光，处理成2 mm厚的薄片，在该薄片上裁取GB/T 528及GB/T 6031中规定的

标准试样，并在GB/T 2941中规定的试验温度和湿度的环境中放置24 h,

    制成上述2 mm厚薄片的恰当方法为:先在覆盖层外表面切掉厚度为A的一层，若覆盖层厚度为

h,，则A}O. 5(h,-2)。然后切下大约2.5 mm厚的一层。将该两面精细磨光，处理成2 mm厚的薄片

A.3 测定纵向全厚度拉伸强度和纵向参考力伸长率用试样的制备

    将A. 1处理过的另一块尺寸为500 MMX500 mm(或800 mm X 500 mm)的纵向全厚度试样，距纵

向边缘100 mm处按GB/T 369。中的规定裁取标准试样，试样试验前的停放按GB/T 36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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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 性附录)

高温下耐热输送 带的层 间粘合强度试验方法

B.1 范 围

本附录规定了用剥离法测定输送带覆盖层与布层及布层与布层间的粘合强度的方法。

本附录适用于具有单层 、双层或多层织 物结构 的耐热输送带。

B. 2 原理

    使用配备有高温恒温箱的拉力试验机，以恒定速度直接在所需的高温下将覆盖层与织物层剥离，并

将每一织物层与相邻织物层剥离，测定所需要的平均剥离力。

B. 3 仪器

本试验采用符合以下要求的拉力试验机:

a) 配备有高温恒温箱;

b) 试验机的其他参数应符合GB/T 6759的要求。

B.4 试验温度

试 验温度分四种 :(100士1)0C; (125士2) 0C; (150士2)℃; (175士2)'C,

B.5 试样

B. 5. 1

要求。

B. 5. 2

B. 5. 3

夹持 。

生产与试验取样的时间间隔、试样的形状和尺寸、试样数量及取样方法应符合GB/T 6759的

试验前试样状态调节应至少 16 h.

试样各层的剥离顺序按GB/T 6759中的A法进行，层与层之间分离至少50 mm，以供夹持器

B. 6 程序

B. 6. 1 安装好高温试验用的恒温箱，使试样各粘合层间的剥离能在恒温箱中进行，并应能观察到试样

剥离的情况。

B. 6. 2 根据试验所需温度，调节温度自动控制装置。

B.6.3 当恒温箱内达到所需要的试验温度后，把一个纵向试样放人箱内预热，预热时间为1h。然后

打开箱门，将分离后的上覆盖层置于移动夹持器中，主体部分置于固定夹持器中，迅速关闭恒温箱门。

B.6.4 待恒温箱内再次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后，保持(10士1) min

B. 6. 5 启动拉力试验机，以(100士10) mm/min的夹持器的移动速度进行剥离试验，记录100 mm剥

离中剥离曲线，试验中试样应不与除夹持器以外的物体接触。

B. 6. 6 打开箱门，将分离的第一织物层置于移动夹持器中，主体部分置于固定夹持器中，迅速关闭恒

温箱门。重复B.6.4和B. 6. 5的程序。

B. 6. 7 以此类推，直到进行到试样中层。

B. 6. 8 按上述方法将另一个纵向试样进行剥离试验，但从下层开始。

B.6.9 对 另一 对纵向试样讲行 同样 }4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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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 10 横向试样也按同样的方法进行试验。

B.7 结果表 示

试验结果表示应符合GB/T 6759的要求。

B.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关于试验按本附录进行的说明;

b) 被试带的标记;

c) 从输送带制成到试验的时间间隔;

d)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温度;

e) 纵向试样覆盖层试验结果平均值;

f) 纵向试样织物层试验结果平均值;

9) 横向试样筱盖层试验结果平均值;
h) 横向试样织物层试验结果平均值;

i) 全部试样覆盖层剥离曲线的最低峰值;

J) 全部试样织物层剥离曲线的最低峰值;

k) 关于试验中在达到规定剥离长度之前出现的被剥离两部件之一断裂的情况及断裂时记录的

    力值 ;

注:在试样被剥离两部分的接触面以外发生的分离(如在覆盖层发生断裂)，均应视为构成带的部件本身的破坏，而

    不是部件之间的剥离.这些试验值应予记录，但不能代表试样的粘合强度

1) 试验 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