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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级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PET）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纤维级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PET）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回收的聚酯（PET）（废丝、浆块、瓶片、废旧纺织品等）为材料，经过解聚、聚合、

造粒等过程制备的有光、半消光、全消光聚酯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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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6（所有部分）  纺织品  化学纤维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4190  纤维级聚酯切片（PET）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46.3和GB/T 14190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纤维级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PET） fiber grade  chemical recycled polyester chip(PET) 

以回收的聚酯（PET）（废丝、浆块、瓶片、废旧纺织品等）为材料，经过解聚、聚合、造粒等过程

制备的聚酯切片。 

4  产品分类 

纤维级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PET）根据是否进行消光处理，可分为有光、半消光、全消光。 

5  技术要求 

5.1  产品分等 

纤维级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PET）产品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三个等级。 

5.2  性能项目指标 

产品指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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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纤维级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PET）性能项目和指标 

序号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1 特性粘度/ (dL/g)    M1
a
±0.012 M1±0.015 M1±0.020 

2 熔点/℃ M2±3 

3 异状切片/（质量分数）% ≤ 0.4 0.5 0.6 

4 灰分含量/（质量分数）% ≤ 0.06 0.08 0.1 

5 端羧基含量/（mol/t） M3
c
±4 M3

c
±4 M3

c
±6 

6 色度 
L 值 报告值 报告值 报告值 

b 值 M4
d
±2 M4

d
±3 M4

d
±5 

7 水分/（质量分数）% ≤ 0.4 0.4 0.5 

8 凝集粒子/ (个/mg) ≤ 3 3 6 

9 二甘醇含量/（质量分数）% M6
e
±0.15 M6

e
±0.20 M6

e
±0.30 

10 铁分/(mg/kg) ≤ 2 4 6 

11 粉末/(mg/kg) ≤ 100 100 100 

12 二氧化钛含量（质量分数）/% 报告值 

注： 

a  M1 为特性粘度中心值，由供需双方在 0.500～0.800 dL/g 范围内确定,确定后不得任意更改。 

b  M2 为熔点中心值，由供需双方在 255～262℃范围内确定,确定后不得任意更改。 

c  M3 为端羧基含量中心值，由供需双方在 15～45 mol/t 范围内确定，确定后不得任意更改。 

d  M4 为色度 b 值中心值， 由供需双方确定，确定后不得任意更改。 

e  M5 为切片二氧化钛含量，此项指标由供需双方确定，确定后不得任意更改。 

f  M6为二甘醇含量中心值，由供需双方在 0.50～1.80%范围内确定，确定后不得任意更改。 

5.3  端甲基含量 

当采用以对苯二甲酸酯（DMT）作为中间产物，制备纤维级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的工艺路线

时，使用端甲级含量作为产品特征值进行限定，具体指标值由供需双方确定，确定后不得任意更改。其

他技术路线制备的切片是否需要检测该指标，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  试验方法 

6.1 检测项目中 1-12 项按照 GB/T 14190 规定的检测方法测试，原则上按照方法 A 规定执行。所有性

能指标的表示结果均按表 1规定的有效位数，依照 GB/T 8170进行修约。 

6.2 端甲基含量按照附录 A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类型 

检验类型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下列情况下须进行型式检验： 

a) 规定的周期性检验时； 

b) 当生产设计、工艺、材料有变化，可能影响产品品质时； 

c)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国家检验机构要求进行型式检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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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检验项目 

7.2.1 表 1中的各项性能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 

7.2.2 表 1中的特性粘度、色度、异状切片、灰分含量 4项性能项目，为出厂检验项目。 

7.3 组批规则 

在一定范围内采用周期性取样组成检验批号。一个生产批可由一个检验批组成，也可由若干检验批

组成。 

7.4  取样规定 

7.4.1  出厂检验时，样品由在线取样器自动抽取，或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在生产线上手工抽取。 

7.4.2  包装后产品的取样按 GB/T 6679规定执行，取样包数按 GB/T 6678规定执行。 

7.4.3  试验用样品量不低于 500 g，仲裁时样品量不低于 1000 g。 

7.5  等级评定 

各性能项目的测定值或计算值按 GB/T 8170中修约值比较法与表 1的极限数值比较，按最低一项

的等级定为该批等级。 

7.6  复验规则 

7.6.1  产品到收货方时，应及时检查包装件的外包装、件数、质量与货单是否一致。如因运输或贮存

等原因影响品质时，需查明责任，由责任方负责。 

7.6.2  一批产品到收货方 30 日内，如发现产品质量不符合质量报告单可提交复验。若该批产品的数

量使用三分之一以上时，不应申请复验。复验仅对除水分以外的其他产品指标进行测试。 

7.6.3  如果是由于该批产品质量影响了后加工产品质量，并造成损失时，供需双方应分析原因，明确

责任、协商处理。必要时可申请仲裁。 

7.6.4  检验项目：同 7.2。仲裁时，如有项目涉及到两种以上试验方法时，原则上按 GB/T 14190中相

关试验方法的 A法进行试验；如利益双方协商一致，可采用 B法。 

7.6.5  组批规定：按原生产批号组批。  

7.6.6  取样规则：同 7.4。 

7.6.7  复验评审：按 7.5评定，高于或等于原等级则判为符合，低于原等级则判为不符合。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包装件上应明确标明“循环再利用”、产品名称、规格、等级、批号、净质量、生产日期、产品标

准编号、商标、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等相关信息以及产品防护、搬运等警示标志。 

8.2  包装 

8.2.1  产品以包装袋包装或槽车装运的形式出厂。包装袋应为带有内衬的编织袋。可根据用户需求外

罩聚乙烯防尘薄膜。装运产品的槽车应清洁、干燥。 

8.2.2  每批产品应附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 

8.3  运输 

产品为非危险品。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应按产品警示标志规定执行，应采取防范措施防止产品受潮、

暴晒、受污染和包装受损，不得抛卸。 

8.4  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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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按批堆放，应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并配有消防设施的仓库内，应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接照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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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端甲基含量的测试方法 

A.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纤维级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PET）端甲基含量的测试方法。 

A.2  原理 

经化学法处理的样品，若经历制备、提纯中间体 DMT 的过程，其会导致在聚酯切片中存在端甲基

结构。因此，通过将聚酯切片溶解在特定溶剂后，可利用气相色谱仪定量计算其端甲基峰面积，之后与

标准液峰面积对比后可计算端甲基含量。端甲基含量的测定可以表征聚酯切片是由化学法 DMT 路线制

备而成。其含量又是反应化学法循环再利用切片品质的重要指标。 

A.3  仪器设备及试剂 

A.3.1  仪器设备 

1) 气相色谱仪 

2) 容量瓶:100ml 250ml 500ml 

3) 三角烧瓶  50ml 

4) 移液管 50ml 

5) 分析天平：精度 0.001g 

6) 计时器：精度 0.01s 

7) 精密恒温水浴：温度控制在 25±0.5℃ 

8) 溶解试管：底内径 21mm，外径 24mm；高 15cm；口内径 24cm，外径 30mm. 

9) 加热溶解炉 

 

A.3.2  试剂 

1) 水合肼：分析纯 

2) 无水甲醇：色谱纯 

3) 正丙醇：分析纯 

4) 1,4-丁二醇：优级纯 

A.4  测试步骤 

A.4.1  混合液的制备 

1) 用电子天平称量 50ml的三角烧瓶； 

2) 根据表 1 要求，称取各种调制试剂（特级）置于三角烧瓶中； 

3) 使用表 1 规定溶剂，少量注入到三角烧瓶中溶解试剂； 

4) 将溶液转移至容量瓶中，并用规定溶剂定容至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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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各混合液溶剂、溶液用量 

混合液 试剂 秤取量（g) 全体量（ml) 

Ｆ液 1，4 丁二醇 5.000g 用水合肼定容到 500ml 

Ｂ液 甲醇 3.20g 用纯水定容到 100ml 

Ｄ液 正丙醇 20.100g 用水合肼定容到 250ml 

D/10 液 Ｄ液 50ml 用水合肼定容到 500ml 

 

A.4.1.1  D液的制备 

称取正丙醇 20.100g 于 250ml容量瓶中，用水合肼定容至刻度。将样品恒温在 25℃恒温水槽中 15

分钟（如恒温后未到刻度，再加水合肼到刻度）。 

A.4.1.2  B液的制备 

称取甲醇（HPLC）3.20g于 100m容量瓶中，用纯水定容至刻度。将样品恒温在 25℃恒温水槽中 15

分钟（如恒温后未到刻度，再加纯水到刻度）。 

注：称取甲醇前在容量瓶中加入少量的纯水，防止甲醇挥发。 

A.4.1.3  D/10液的制备 

用 50ml 胖肚移液管移取恒温在 25℃恒温水槽中的 D 液 50ml 于 500ml 容量瓶中，用水合肼定容至

刻度。将样品恒温在 25℃恒温水槽中 15分钟。（如恒温后未到刻度，再加水合肼到刻度。） 

A.4.2  标准液的调制 

１）将恒温槽设定到 25℃加入各种调和液进行恒温； 

２）迅速用胖肚移液管移取表 1中各混合液放入容量瓶； 

３）用水合肼定容到标准附近； 

４）将容量瓶浸到恒温槽恒温到 25℃； 

５）加入水合肼定容到标线。 

表 A.2 标准液各成分比例 

MCH3 Ｂ液 D/10 液 定容至 

5# 0.1ml 10ml 100ml 

10# 0.2ml 10ml 100ml 

25# 0.5ml 10ml 100ml 

50# 1ml 10ml 100ml 

A.4.3  分解液的调制 

1) 将恒温槽设定到 25℃加入各种调和液进行恒温。 

2) 迅速用各个胖肚移液管取各个调和剂放入容量瓶。 

3) 用水合肼定容到刻度。 

4) 将容量瓶浸到恒温槽恒温到 25℃。 

5) 加入水合肼定容到标线。 

表 A.3 分解液各成分比例 

分解液 Ｆ液 D/10 液 总体积 

CH3 分解液 100ml 100ml 1000ml 

A.4.4  样品分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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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称取样品 1g，加入 5ml 分解液于溶解试管中（放入一颗搅拌子）并开始搅拌，将加热溶解炉

设置为 130℃，加热 1小时； 

2) 待样品完全溶解后冷却至室温； 

3) 取清液向气相色谱仪中进样，进样量为 1ul； 

4) 由仪器绘制分析图谱； 

5) 用气相色谱仪制取各标准液（5#、10#、25#、50#）图谱。 

6) 对比样品图谱与标准液图谱，选取与样品图谱最接近的标准液图谱作为对比图。 

A.5  结果计算 

化学法循环再利用聚酯切片（PET）端甲基含量用公式（A.1）计算，按 GB/T 8170修约至整数位。 

端甲基含量 = M𝐶𝐻3
×
𝐴

𝐵
÷
𝐶

𝐷
…………………………………………A.1 

式中： 

MCH3：标准液端甲基含量值，数值与编号值相同，mol/t； 

A：样品端甲基特征峰面积； 

B：样品中水合肼的特征峰面积； 

C：标准液端甲基特征峰面积； 

D：标准液中水合肼的特征峰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