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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用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道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道系统中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材（以下简称管材）与管

件的术语和定义、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输送介质温度不超过40℃的给水用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道，浆液输送用管道可参

考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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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2010,ISO 6892－1:2009，

MOD） 

GB/T 912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薄钢板和钢带(GB/T 912-2008,ISO4995:2001(E),ISO 

4996:1-1999(E),NEQ) 

GB/T 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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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33.1-2008,ISO 1183-1:2004,IDT) 

GB/T 1040.1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总则 （GB/T 1040.1-2006,ISO 527-1:1993,IDT） 

GB/T 1040.2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GB/T 1040.1-2006,ISO 

527-2:1993,IDT） 

GB/T 1633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VST)的测定 （GB/T 1633-2000,ISO 306:1994, IDT） 

GB/T 1844.1-2008 塑料 符号和缩略语 第1部分：基础聚合物及其特征性能(ISO 1043-1:2001，IDT) 

GB/T 2035-2008 塑料术语及其定义（ISO 472:1999，IDT）  

GB/T 2790 粘胶剂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性材料对钢性材料(GB/T 2790-1995) 

GB/T 2791 胶粘剂T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性材料对挠性材料(GB/T 2791-1995)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 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GB/T 

2828.1-2012,ISO 2859-1:1999,IDT） 

GB/T 2918 塑料试验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 2918-1998,idt  ISO 291:1997) 

GB/T 3682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的测定(GB/T 3682-2000,idt ISO 

1133:1997) 

GB/T 6111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耐内压试验方法(GB/T 6111-2003,ISO 1167:1996,IDT) 

GB/T 8806 塑料管道系统 塑料部件尺寸的测定(GB/T 8806-2008,ISO 3126:2005,IDT) 

GB/T 11253 碳素结构钢冷轧薄钢板及钢带(GB/T 11253-2007,neq ISO 4997:1999，NEQ) 

GB/T 13663 给水用聚乙烯管材(GB/T 13663-2000,neq ISO 4427:1996) 

GB/T 13663.2 给水用聚乙烯（ PE ）管道系统  第 2 部分：管件 (GB/T 13663.2-2005,neq 

prEN12201-3:2002) 

GB/T 14450 胎圈用钢丝(GB/T 14450-2008,ISO 16650:2004，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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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560 流体输送用塑料管材液压瞬时爆破和耐压试验方法(GB/T 15560-1995)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1998) 

GB/T 19466.6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第6部分：氧化诱导时间（等温OIT）和氧化诱导温

度（动态OIT）的测定（GB/T 19466.6－2009，ISO 11357-6:2008,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663、GB/T 13663.2、GB/T 1844.1 和 GB/T 2035 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

准。 

3.1  

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材 cross helically wound steel wires reinforced polyethylene composite 

pipe（SRCP） 

以聚乙烯为基体，以粘接树脂包覆处理后的钢丝左右连续螺旋缠绕成型的网状骨架为增强体，用粘

结树脂将增强体和基体紧密连接成一体，通过熔融复合成型的复合管材（管材结构示意图见图1）。 

 

图1 管材结构示意图 

3.2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  perforated steel plate skeleton and polyethylene composite fitting 

以钢丝网筒或薄钢板冲孔后焊接成型的钢筒为增强骨架与聚乙烯复合成型的管件（管件结构示意图

见图2）。 

 

 

说明： 

1－聚乙烯内层 

2－钢丝网筒 

3－聚乙烯外层 

4－薄钢板冲孔后焊接成型的

钢筒 

  

图2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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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聚乙烯外层最小壁厚  minimum wall thickness of the outer layer of polyethylene 

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圆周上任一点聚乙烯外层壁厚的最小值。 

3.4  

粘接树脂 adhesive resin 

由聚乙烯改性而成，加热可熔融，并能将不同材料（包括塑料、钢材、铝材、铜材等金属材料与非

金属材料）粘接到一起的热熔胶。 

3.5  

允许工作压力（PO）allowed operating pressure 

在长期工作温度下，允许连续使用的最大压力，单位为兆帕。 

 

4 材料 

4.1 聚乙烯 

4.1.1 基本性能 

管材及管件用聚乙烯材料性能应符合GB/T 13663中PE80、PE100的要求。材料中仅加入生产和应用

所必要的添加剂，所有添加剂应均匀分散。 

4.1.2 回用料 

按本标准生产管材或管件时产生的本厂洁净回用料，可少量掺入同种新料中使用，回用料所占整个

聚乙烯材料的比例不应超过5%，所生产的管材或管件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4.2 钢丝 

4.2.1 外观 

钢丝表面应无油污、无锈斑、无污垢等污物，且无破损、无压痕等对使用有害的缺陷。 

4.2.2 直径及允许偏差 

钢丝的公称直径及允许偏差和不圆度应符合GB/T14450的要求。 

4.2.3 力学性能 

钢丝的抗拉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应符合表1的要求，单向扭转次数应符合GB/T 1445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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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钢丝的抗拉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钢丝公称直径 

dn /mm 

抗拉强度 

/MPa 

断裂伸长率 

/% 
试验方法 

0.50≤dn＜0.95 ≥1900 

≥5 GB/T 228.1 

0.95≤dn＜1.25 ≥1850 

1.25≤dn＜1.70 ≥1750 

1.70≤dn＜2.10 ≥1500 

注1：试样标距长度为200mm。 

注2：抗拉强度按钢丝公称直径计算。 

4.3 钢板 

4.3.1 外观 

管件所使用的钢板表面需镀防锈层,镀层表面应平整光滑、不脱落、无漏镀、无油污和灰垢等污物。 

4.3.2 力学性能 

钢板的力学性能应满足GB/T 11253或GB 912规定的要求。 

4.4 其它金属材料 

管件所用的金属材料部分，易腐蚀的应充分保护。 

当使用不同的金属材料并且可能与水分接触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电化学腐蚀。 

4.5 粘接树脂 

管材用粘接树脂基本性能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粘接树脂的基本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1 
密度 

/g/cm3 
0.920～0.960 GB/T 1033.1 - 

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g/10min 
0.5～4.0 GB/T 3682 2.16kg、190℃ 

3 
维卡软化点 

/℃ 
≥115 GB/T 1633 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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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4 
氧化诱导时间 

/min 
≥20 GB/T 19466.6 200℃，空气气氛 

5 
拉伸强度 a 

/MPa 
≥18 

GB/T 1040.1 

GB/T 1040.2 

模压成型、厚度

≥2mm、50mm/min 

6 
断裂标称应变 

/% 
≥350 

GB/T 1040.1 

GB/T 1040.2 

模压成型、厚度

≥2mm、50mm/min 

7 
180°剥离强度

/N/25mm 
≥100 GB/T 2790 100mm/min 

8 
粘接树脂与钢丝的剪

切强度/MPa 
≥13 见附录 A 见附录 A 

a 拉伸屈服强度最大值 

4.6 压力折减系数 

管材及管件在输送 20℃以上介质时对其允许工作压力进行修正，修正方法以表 4、表 5 及表 6 所示

允许工作压力乘以表 3 所示折减系数。 

表3 温度压力折减系数值 

温度℃ 20 30 40 

修正系数 1.0 0.87 0.74 

5 要求 

5.1 颜色 

管材的颜色：一般为黑色或蓝色，黑色宜有蓝色色条。 

管件的颜色：一般为黑色或蓝色。 

5.2 外观 

5.2.1 管材的内外表面应清洁、光滑，不允许有气泡、明显的划伤、凹陷、杂质、颜色不均等缺陷。 

5.2.2 管材端头应切割平整，与管轴线垂直，应进行防渗漏密封处理。 

5.2.3 管件内外表面应清洁、光滑，不允许有缩孔（坑）、明显的划伤、杂质、颜色不均和其他表面缺

陷。 

5.3 电熔管件的电阻偏差 

应符合GB/T13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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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材规格尺寸 

5.4.1 不同压力等级管材的规格尺寸 

管材的公称外径、平均外径及允许偏差、聚乙烯外层最小壁厚、最小钢丝公称直径以及任一点壁厚

取值范围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不同压力等级管材的规格尺寸及最小钢丝直径 

公称 

外径 

dn/mm 

平均外径 

dem 
聚乙烯

外层最

小壁厚

ey,min 

/mm 

最小

钢丝

公称

直径 

/mm 

允许工作压力 

PO/MPa 

dem,min 

/mm 

dem,max 

/mm 

0.8 1.0 1.6 2.0 2.5 3.5 

任一点壁厚 ey取值范围/mm 

≥ ≤ ≥ ≤ ≥ ≤ ≥ ≤ ≥ ≤ ≥ ≤ 

50 50.0 51.2 1.5 0.5 - - -  5.0 6.2 5.5 6.7 6.0 7.5 6.5 8.0 

63 63.0 64.2 1.5 0.5 -  -  5.5 6.7 6.0 7.2 6.5 8.0 7.0 8.5 

75 75.0 76.2 1.5 0.5 -  -  6.0 7.2 6.5 7.7 7.0 8.5 7.5 9.0 

90 90.0 91.4 2.0 0.5 -  -  6.5 8.0 7.0 8.5 7.5 9.0 8.0 9.5 

110 110.0 111.5 2.0 0.5 -  6.0 7.5 7.0 8.5 7.5 9.0 8.0 9.5 8.5 10.0 

125 125.0 126.6 2.0 0.6 - - 6.0 7.5 7.5 9.0 8.0 9.5 8.5 10.0 9.5 11.0 

140 140.0 141.7 2.0 0.6 - - 6.0 7.5 8.0 9.5 8.5 10.0 9.5 11.0 10.5 12.0 

160 160.0 162.0 2.5 0.6 - - 6.5 8.0 9.0 10.5 9.5 11.0 10.5 12.5 11.5 13.5 

200 200.0 202.3 2.5 0.6 - - 7.0 8.5 9.5 11.0 10.5 12.5 12.5 14.5 13.0 15.2 

225 225.0 227.5 2.5 0.6 - - 8.0 9.5 10.0 12.0 10.5 12.5 12.5 14.5 -  

250 250.0 252.5 2.5 0.6 8.0 9.5 10.5 12.5 12.0 14.2 12.0 14.2 13.0 15.2 -  

315 315.0 317.7 3.5 0.6 9.5 11.0 12.0 14.0 13.0 15.5 13.0 15.5 14.5 17.0 -  

355 355.0 357.8 3.5 0.8 10.0 11.8 12.5 14.7 14.0 16.5 -  -  -  

400 400.0 403.0 3.5 0.8 10.5 12.5 13.0 15.2 15.0 17.8 -  -  -  

450 450.0 453.2 3.5 0.8 11.5 13.5 14.0 16.5 16.0 18.8 -  -  -  

500 500.0 503.2 3.5 0.8 12.5 14.7 16.0 18.8 18.0 20.8 -  -  -  

560 560.0 563.2 3.5 0.8 17.0 20.0 20.0 23.0 21.0 24.0 -  -  -  

630 630.0 633.2 3.5 0.8 20.0 23.0 22.0 25.0 24.0 27.0 -  -  -  

710 710.0 713.8 3.5 1.0 23.0 26.0 26.0 29.5 -   -  - -  

800 800.0 803.8 3.5 1.0 27.0 30.5 30.0 33.5 -   -  - -  

注：管材聚乙烯内层壁厚不小于管材壁厚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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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管材长度 

管材按直管交货，一般长度为 6m、9m、12m，长度允许偏差为 

0 0.5%，当用户对管材长度提出特

殊要求时，也可由供需双方另行商定。 

5.5 管件规格尺寸 

5.5.1 聚乙烯管件 

聚乙烯电熔承口管件的最小熔区长度应符合表5要求，其余尺寸应符合GB/T 13663.2的规定；聚乙

烯插口管件的插口管状部分最小长度应符合表6要求，其余尺寸应符合GB/T 13663.2的规定。 

5.5.2 机械连接管件 

应符合GB/T13663.2的要求。 

5.5.3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 

5.5.3.1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电熔承口管件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电熔承口管件承口端示意图见图 3，其公称直径、允许工作压力、承口尺寸及不

圆度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L1--管材或插口管件的插入深度。 

L2--承口内部的熔区长度，即熔融区的标称长度； 

L3--管件口部于熔接区域开始处之间的距离，即管件承口口部非加热长度。 

D1--距口部端面 L3+0.5L2处测量的熔融区的平均内径； 

D2--管件的最小通径； 

e --管件的主体壁厚。 

图3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电熔承口管件承口示意图 

表5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电熔承口管件规格及尺寸 

公称直径 

dn/mm 

允许工作压力 

PO/MPa 

承口尺寸 

内径不圆度 

mm 
插入深度 

L1,min/mm 

熔区长度 

L2,min/mm 

50 

2.0 

45 22 ≤0.015 d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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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公称直径 

dn/mm 

允许工作压力 

PO/MPa 

承口尺寸 

内径不圆度 

mm 
插入深度 

L1,min/mm 

熔区长度 

L2,min/mm 

50 3.5 45 22 

≤0.015 dn 

63 

2.0 

50 26 2.5 

3.5 

75 

2.0 

55 30 2.5 

3.5 

90 

2.0 

60 35 2.5 

3.5 

110 

2.0 

65 40 2.5 

3.5 

125 

2.0 

70 45 2.5 

3.5 

140 

2.0 

80 50 2.5 

3.5 

160 

2.0 

90 55 2.5 

3.5 

200 

2.0 

100 60 2.5 

3.5 

225 
2.0 

105 65 
2.5 

250 
2.0 

110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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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公称直径 

dn/mm 

允许工作压力 

PO/MPa 

承口尺寸 

内径不圆度 

mm 
插入深度 

L1,min/mm 

熔区长度 

L2,min/mm 

315 
2.0 

120 80 

≤0.015 dn 

2.5 

355 1.6 130 85 

400 1.6 135 95 

450 1.6 145 105 

500 1.6 165 120 

560 1.6 185 125 

630 1.6 195 140 

710 1.0 215 165 

800 1.0 225 170 

在管件焊接区域中部的平均内径D1≥dn。 

管件通径 D2应大于等于公称直径 dn与 2 倍相应管材最小壁厚的差值。 

L3 应大于等于 5mm。 

5.5.3.2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插口管件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插口管件插口端示意图见图 4，其公称直径、公称压力、插口管状部分长度及不

圆度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dem--熔接段的平均外径； 

L --熔接段的管状部分长度。 

图4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插口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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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插口管件规格及尺寸 

公称直径 

dn /mm 

允许工作压力 

PO/MPa 

平均外径 dem 

插口管状部分长度 

Lmin/mm 

外径不圆度 

mm 
dem,min 

/mm 

dem,max 

/mm 

50 

2.0 

50.0 50.9 50 

≤0.015 dn 

2.5 

3.5 

63 

2.0 

63.0 63.9 55 2.5 

3.5 

75 

2.0 

75.0 75.9 60 2.5 

3.5 

90 

2.0 

90.0 90.9 70 2.5 

3.5 

110 

2.0 

110.0 111.0 85 2.5 

3.5 

125 

2.0 

125.0 126.2 90 2.5 

3.5 

140 

2.0 

140.0 141.5 95 2.5 

3.5 

160 

2.0 

160.0 161.5 100 2.5 

3.5 

200 

2.0 

200.0 201.8 105 2.5 

3.5 

225 
2.0 

225.0 227.3 110 
2.5 



GB/T XXXXX—201X 

11 

表6（续） 

公称直径 

dn /mm 

允许工作压力 

PO/MPa 

平均外径 dem 

插口管状部分长度 

Lmin/mm 

外径不圆度 

mm 
dem,min 

/mm 

dem,max 

/mm 

250 
2.0 

250.0 252.3 115 

≤0.015 dn 

2.5 

315 
2.0 

315.0 317.7 140 
2.5 

355 1.6 355.0 357.7 165 

400 1.6 400.0 403.0 175 

450 1.6 450.0 453.0 180 

500 1.6 500.0 503.5 190 

560 1.6 560.0 563.5 200 

630 1.6 630.0 633.5 210 

710 1.0 710.0 713.8 230 

800 1.0 800.0 803.8 250 

注：增强层距外层的最小壁厚eomin应符合表4规定。 

     dem≥dn 

5.6 静液压强度与爆破压力 

5.6.1 管材及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 

管材及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的静液压强度与爆破压力应符合表 7 的要求。 

表7 静液压强度及爆破压力试验要求 

试验类型 试验温度/℃ 试验压力/MPa 试验时间/h 性能要求 

静液压强度 

20 2PO 1 不破裂、不渗漏 

60 0.85PO 165 不破裂、不渗漏 

60 0.81PO 1000 不破裂、不渗漏 

爆破压力 20 连续升压直至试样爆破 ≥3PO 

5.6.2 聚乙烯管件及机械连接管件 

聚乙烯管件及机械连接管件的静液压强度应符合 GB/T 13663.2 的规定。 

5.7 物理力学性能 

5.7.1 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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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8 的要求。 

表8 管材物理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条件 

1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加工前后聚乙烯MFR的变化不超过±25% 5kg、190℃ 

2 氧化诱导时间(OIT) ≥20min 200℃ 

3 受压开裂稳定性 无裂纹、脱层和开裂现象。 100mm/min 

4 剥离强度 
平均剥离强度≥15N/mm，单个试样剥离强度

≥12N/mm，且剥离界面为韧性破坏，表面呈絮状。 
100mm/min 

5 环切静液压强度 切割环形槽不破裂、不渗漏。 20℃、1.5PO、165h 

5.7.2 管件 

管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 GB/T 13663.2 的规定。 

5.8 卫生指标 

用于饮用水输配的管材及管件卫生指标应符合 GB/T 17219 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按 GB/T 2918 要求，在温度（23±2）℃下状态调节时间为 24h，并在此环境下进行

试验。 

6.2 外观和颜色 

目测。 

6.3 电熔管件的电阻测量 

按 GB/T13663.2 进行。 

6.4 规格尺寸 

按 GB/T 8806 进行。 

6.5 静液压强度与爆破压力 

6.5.1 管材及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 

管材及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的静液压强度试验按 GB/T 6111 进行，爆破压力试验按 GB/T 15560

进行。 

6.5.2 聚乙烯管件及机械连接管件 

按 GB/T13663.2 进行。 

6.6 物理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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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管材 

6.6.1.1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按GB/T 3682测定原料与成品的熔体质量流动速率。成品试样应取自管材与管件的连接面。 

6.6.1.2 氧化诱导时间 

按GB/T 19466.6进行。试样应取自管材与管件的连接面。 

6.6.1.3 受压开裂稳定性 

随机取长度为(100±10)mm 的管材试样三个进行试验，试样置于试验机两压板间进行下压，每块压

板的长度至少应等于试样的长度，在承受负荷时，压板的宽度应至少比所接触试样最大表面宽 25mm，

以 100mm/min 的速度下压至管材试样公称外径的 50%。 

6.6.1.4 剥离强度 

按GB/T 2791进行，制样方法见附录B。 

注：如试样未剥离开就发生断裂，则取试样断裂时的最大力值计算其剥离强度值。 

6.6.1.5 环切静液压强度 

6.6.1.5.1 试样制备 

随机取两段长度为(600±20)mm的管材，在管端封口的情况下用电熔管件连接，且在连接组合试样

两端距管件端口150mm处，沿管材外表面圆周切一宽为(1.5±0.5)mm，深度至钢丝缠绕层表面的环形槽。 

6.6.1.5.2 试验 

试样试验在20℃、1.5PN、时间为165h条件下进行。 

6.6.2 管件 

按GB/T 13663.2进行。 

6.7 卫生性能 

按 GB/T 17219 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产品需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标志方可出厂。 

7.2 组批 

7.2.1 管材 

同一原料、配方和工艺连续生产的同一规格管材作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 100t。生产期 7 天尚不

足 100t，则以 7 天产量为一批。 

7.2.2 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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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原料、配方、设备和工艺连续生产的同一规格管件作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5000件。生产期

7天尚不足5000件，则以7天产量为一批。 

7.3 出厂检验 

7.3.1 出厂检验项目 

7.3.1.1 管材及钢骨架聚乙烯管件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9 

表9 管材及钢骨架聚乙烯管件出厂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管材 钢骨架聚乙烯管件 管材 钢骨架聚乙烯管件 

外观和颜色 5.1、5.2 5.1、5.2 6.2 6.2 

电熔管件的电阻值偏差 - 5.3a - 6.3a 

规格尺寸 5.3 5.4 6.4 6.4 

爆破压力 5.6.1 5.6.1 6.5.1 6.5.1 

静液压强度（60℃,165h） 5.6.1 5.6.1 6.5.1 6.5.1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5.7.1 5.7.1 6.6.1.1 6.6.2 

氧化诱导时间 5.7.1 5.7.1 6.6.1.2 6.6.2 

剥离强度 5.7.1 - 6.6.1.4 - 

a 仅限钢骨架聚乙烯电熔承口管件。 

7.3.1.2 聚乙烯管件及机械连接管件出厂检验项目 

按GB/T 13663.2的规定进行。 

7.3.2 抽样方案 

5.1、5.2、5.3、5.4或5.5检验按GB/T 2828.1的规定，采用一次抽样方案，取一般检验水平Ⅰ，合格

质量水平AQL6.5，抽样方案见表10，抽样基本单位：管材为根、管件为个。 

表10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  N 样本大小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90 3 0 1 

91～150 8 1 2 

151～280 13 2 3 

281～500 20 3 4 

501～1200 32 5 6 

1201～3200 50 7 8 

3201～10000 80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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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对于 5.3 电熔管件，电阻应逐个检验。 

7.3.4 在颜色、外观和尺寸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试样，进行 5.6.1 中的爆破压力试验、5.7.1 中的氧

化诱导时间试验。试样数均为一个。 

7.4 型式检验 

7.4.1 分组 

按照表11对管材及管件尺寸进行分组。 

表11 管材及管件的尺寸分组 

尺寸组 1 2 3 

公称直径 dn 50≤dn＜225 225≤dn＜710 dn≥710 

7.4.2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投产后，若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不少于一次；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的。 

7.4.3 型式检验项目 

管材及管件的型式检验项目为第5章的全部技术要求。 

7.4.4 抽样方案 

根据本标准技术要求，按照表 11 的尺寸分组，每个尺寸组选取任一规格进行试验，在外观尺寸合

格的产品中，进行第 5 章中的性能检验。每次检验的规格在每个尺寸组内轮换。 

7.5 判定规则和复验规则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依据试验结果和技术要求对产品做出质量判定。5.1，5.2，

5.4，5.5按表10进行判定，卫生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判为不合格批。其他性能有一项达不到规定时，则随

机抽取双倍样品对该项进行复验。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管材 

8.1.1.1 管材标志应按如图 5所示，包括下列内容： 

——生产厂名及产品商标； 

——产品名称或名称符号； 

——公称外径、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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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工作压力； 

——采用的标准号； 

——生产日期、批号。 

生产日期、批号

标准号：GB/T XXXX

允许工作压力：MPa

壁厚：mm

公称外径：mm

产品名称或名称符号

生产厂名或产品商标

 

图5 管材标志图 

8.1.1.2 管材标志应打在管材外表面，其间距不超过 2m。 

8.1.2 管件 

管件标志应包括下列内容： 

——生产厂名及产品商标； 

——公称直径； 

——材料级别
1）
； 

——焊接参数
1）
； 

——采用的标准号
1）
； 

——生产日期、批号
1）
。 

注：1）内容可打印在管件相关的标签上或包装单独管件的袋子上。 

8.1.3 标志应耐久、易识别。 

8.2 包装 

管材及管件包装可按供需双方商定要求进行。 

8.3 运输 

产品运输时，避免受到划伤、剧烈的撞击，不得抛摔，应避免污染。 

8.4 贮存 

8.4.1 管材宜贮存在地面平整、通风良好、干燥、清洁的库房内，应远离热源、油污和化学品污染；

如室外堆放，应有遮盖物，避免长期露天曝晒。 

8.4.2 管材宜水平整齐堆放，堆放高度一般不超过 1.5m。 

8.4.3 管件宜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清洁的库房内，合理放置。贮存时应远离热源，并防止阳光直

接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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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粘接树脂与钢丝的剪切强度试验 

A.1 原理 

通过试样的拉伸试验测定粘接树脂与钢丝粘接界面的剪切强度。 

A.2 试样尺寸 

试样尺寸如图 A.1 所示，其中粘接树脂块的尺寸为：长 L＝10mm；宽 B＝10mm；厚 H＝10mm。

钢丝长度为 90mm。钢丝在试样中央，偏差不超过 1mm。 

 
 

1----钢丝 

2----粘接树脂块 

1----粘接树脂块 

2----逢隙宽度=d+1mm 

图 A.1 试样尺寸图 图 A.2 卡具示意图 

A.3 试样制备 

试样用模压成型。钢丝要平直，表面清洁无污染。 

模压温度230±2℃，压力为15MPa。预热20min后排气6次，再加压10min。自然冷却1h后从模具中

取出试样。 

A.4 试样检测 

测试设备使用力学试验机。试样用如图 A.2 所示的特制卡具固定。试样放置在卡具中要确保垂直。

拉伸速度为 50mm/min，记录最大拉力 F。 

   检测样条至少 8 根，结果取其平均值。 

A.5 结果表示 

用公式（A.1）计算粘接树脂与钢丝粘接界面的剪切强度： 

                              σ = F/(3.14 ×d × t) ............................... （A.1） 

其中: 

σ --粘接树脂与钢丝粘接界面的剪切强度，单位为MPa； 

F  --最大拉力，单位为牛 ； 

d  --钢丝的直径，单位为毫米； 

t  --钢丝与粘接树脂的界面长度，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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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剥离强度试验样品制备方法 

按表B.1及图B.1规定，沿管材轴向方向切取样条，并从样条的一端沿增强层中间切开,并均向外弯

曲90°形成如图B.2所示的试验样品。 

B.1 试样尺寸表 

规格 

（dn） 

宽度 B 

（mm） 

长度 L 

（mm） 

切开弯曲长度 L1

（mm） 

样条数量 

（条） 
备注 

50≤dn≤200 18±2 200±2 60±2 4 沿圆周方向 90°切取 

200＜dn≤500 25±2 220±2 70±2 6 沿圆周方向 60°切取 

500＜dn≤800 25±2 220±2 80±2 8 沿圆周方向 45°切取 

 

 

 

 1----聚乙烯内层 

2----增强层 

3----聚乙烯外层 

图 B.1 图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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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管材钢丝直径及根数计算方法 

 

钢丝公称直径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14450 的要求，本标准基于产品性能要求，仅给出了管材

所用最小钢丝直径要求。 

管材不同规格型号所用的钢丝直径范围按照表 C.1。 

 

表 C.1 钢丝直径及缠绕角度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 dn 50～110 125～315 355～630 710～800 

钢丝最小直径（d） 0.5～1.0 0.6～1.3 0.8～1.4 1.0～1.5 

缠绕角度 54.7°≤α≤60° 

缠绕方向 左旋+右旋 

 

管材最小钢丝直径及最少根数，可以参照下述方法进行计算： 

钢丝计算强度取其拉伸强度，聚乙烯的计算强度取其拉伸应变与钢丝断裂伸长相等时所对应的强

度，即为 16MPa。 

将钢丝的拉伸极限与聚乙烯的计算强度代入（C.1）式即可得到管材短时爆破压力
BP ： 

2 2( sin )
( 1)

4 ( )cos

bg bp o
B bp

i i o i

Nd r
P

r r r r

  





  


           （C.1） 

式中 d——钢丝直径，mm； 

N——缠绕钢丝总根数； 

ir ——复合管内半径，mm； 

or ——复合管外半径，mm； 

 ——钢丝缠绕方向与轴向夹角，°； 

bg ——钢丝拉伸强度，MPa； 

bp ——聚乙烯计算强度，MP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