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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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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刘福强、吴祥国、李鑫 

本标准首次发布。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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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输电线路标识热转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的分类、技术要求、检验规则、验收、包装与贮存、安装、

运行维护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110（66）kV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的热转印标识，其它电网设备的热转印标识可

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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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40.3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3部分：薄塑和薄片的试验条件 

GB/T 1768  色漆和清漆 耐磨性的测定 旋转橡胶砂轮法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681  塑料  自然日光气候老化、玻璃过滤后日光气候老化和菲涅尔镜加速日光气候老化的

暴露试验方法 

GB/T 11547  塑料  耐液体化学试剂性能的测定 

GB/T 16422.3  塑料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3部分：荧光紫外灯 

GB/T 28165  热打印机通用规范 

GB/T 28439  热转印色带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1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转印 thermal transfer 

通过热和压力的作用，将图案转印到工件（热转印胶带）表面。 

3.2  

热转印打印机 thermal transfer printer 

通过热打印头和热转印色带，使热转印成像物质转印到非热敏纸上形成图像的打印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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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转印色带 thermal transfer ribbon 

在热转印打印机工作中，为打印媒介提供成像物质使其着色的带状物。由带基（如 PET膜）和其表

面上的成像物质涂层组成。 

3.4  

热转印胶带 thermal transfer film 

热转印内容的载体，由硅树脂、高分子聚氯乙烯、聚丙烯酸酯、防粘纸等构成。 

3.5  

热转印标识 thermal transfer label 

使用热转印打印机，利用专用色带在高温时的物理变化，通过电脑专用程序，把热转印色带上的高

分子树脂转移到打印介质（热转印胶带）上形成标识。 

3.6  

转移性 transfer performance  

色带油墨层转印到打印介质上的百分比。 

4 分类 

4.1 热转印标识分类 

根据表面反光程度的不同，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可分为两类：亮光型热转印标识和微棱镜型热

转印标识。 

4.2 亮光型热转印标识 

亮光型热转印标识为高分子 PVC 材质，表面平滑、光洁，具有一定的反光性能，使用寿命不低于

10 年。 

4.3 微棱镜型热转印标识 

微棱镜型热转印标识为高分子 PVC 材质，表面为微棱镜结构，具有极强的反光性能，使用寿命不

低于 10 年。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要求 

5.1.1 热转印标识表面应平滑、干净、无划痕、无气泡、无残缺。 

5.1.2 热转印标识表面应颜色均匀、光泽度好、立体感强、无白点、无条纹、无偏色。 

5.1.3 热转印标识应字体清晰、洁净，表面不应覆膜。 

5.1.4 双色及以上多色标识应一次成型，不应分次加工。 

5.2 材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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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胶带材质 

胶带材质由硅树脂、高分子聚氯乙烯、聚丙烯酸酯、防粘纸构成。 

5.2.2 胶带类型 

胶带类型有亮光型和微棱镜型两种。 

5.2.3 色带材质 

色带材质由油墨和聚氯乙烯构成，一般有单色（红、黄、绿、蓝、白、紫、黑）、双色、四色等，

应满足 GB/T 28439 与 GB 2893 的相关规定。 

5.3 物理性能要求 

5.3.1 转移性  

油墨层能 100%热转印到胶带上。 

5.3.2 耐刮擦性 

热转印标识油墨层转印到胶带上，附着牢固且耐磨擦。裁取直径为 100mm 的热转印标识圆形试样，

按附录 A.3.1 方法试验后，标识没有明显脱色，质量减轻不大于 8mg。 

5.3.3 收缩性 

裁取 25mm×25mm 的热转印标识试样，按附录 A.3.2 方法试验后，10min 内试样边长收缩量小于

0.2mm；24h 内试样边长收缩量小于 0.6mm。 

5.3.4 粘接性 

热转印标识的打印介质应具有良好的粘接力，粘贴 72h 后不脱落。取 100mm*100mm 热转印标识

试样，按附录 A.3.3 方法试验后，热转印标识不应出现脱胶现象。 

5.3.5 抗拉性 

抽取热转印标识试样，按附录 A.3.4 方法试验，热转印标识断裂时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

650N/100mm，延展率应不小于 260％。 

5.3.6 反光性 

亮光型热转印标识反光系数是 40cd/lx/m²，反光试验按附录 A.3.6 方法试验。微棱镜型热转印标识

反光系数是 250 cd/lx/m²，反光试验按附录 A.3.6 方法试验。 

5.4 耐腐蚀性能要求 

5.4.1 耐酸腐蚀 

热转印标识样品要求按附录 A.4.1 试验后，表面不应明显起皱、变形、变色，胶面与防粘纸不应脱

离。 

5.4.2 耐溶剂性 

按附录 A.4.2 方法试验后，热转印标识表面不应软化、起皱、起泡、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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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环境性能要求 

5.5.1 耐候性 

抽取热转印标识试样，按附录 A.5 方法试验后，热转印标识表面应无明显褪色、损坏。 

5.5.2 耐高低温 

热转印标识粘贴 72h 后应满足使用环境从-40℃～+80℃的温度条件下不开胶不脱落。经附录 A.3.5

高低温循环试验后热转印标识应完好，表面无明显变化。 

6 检验规则 

6.1 检测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出厂试验和抽样检验三种。 

6.2 型式试验要求 

热转印标识产品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照附录 A 试验方法进行检测： 

a)  新产品投入批量生产前； 

b)  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c)  停产 1 年或 1 年以上的产品再生产时； 

d)  产品的设计、材料、工艺等的改变影响产品性能时； 

e)  应用方或质量监督检察部门提出要求时。 

6.3 型式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应随机抽取样品，按附录 A中的试验方法进行全部性能试验（耐候性能试验可每 4年进行

一次）。具体要求见表 1 所示。 

表1  型式试验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检验 5.1 附录A.2 

2 耐刮擦性能试验 5.3.2 附录A.3.1 

3 收缩性能试验 5.3.3 附录A.3.2 

4 粘接性能试验 5.3.4 附录A.3.3 

5 抗拉强度试验 5.3.5 附录A.3.4 

6 反光性试验 5.3.6 附录A.3.6 

7 耐高低温性能试验 5.5.2 附录A.3.5 

8 耐酸雨腐蚀性能试验 5.4.1 附录A.4.1 

9 耐溶剂性能试验 5.4.2 附录A.4.2 

10 耐候性能试验 5.5.1 附录A.5 

6.4 出厂试验 

出厂试验按平米为单位分批次进行，抽取 0.5%比例的试样进行检测。检验要求见表 2 所示。 

表2  出厂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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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检验 5.1 附录A.2 

2 耐刮擦性能试验 5.3.2 附录A.3.1 

3 收缩性能试验 5.3.3 附录A.3.2 

4 粘接性能试验 5.3.4 附录A.3.3 

5 抗拉强度试验 5.3.5 附录A.3.4 

6 耐高低温性能试验 5.5.2 附录A.3.5 

7 耐溶剂性能试验 5.4.2 附录A.4.2 

6.5 抽样检验 

6.5.1 抽样标准 

抽样标准按照表 3 执行。 

表3  抽样标准 

同批产品数量X/张 取样数量/张 

X<500 1 

500≤X<1000 2 

X≥1000 3 

6.5.2 抽样要求 

若某一试样的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再抽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该不合格

项目的复测，若复测结果全部合格，则整批产品合格；若复测结果有不合格项，则整批产品不合格。检

验要求见表 4 所示。 

表4  抽样检验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检验 5.1 附录A.2 

2 耐刮擦性能试验 5.3.2 附录A.3.1 

3 粘接性能试验 5.3.4 附录A.3.3 

7 验收 

7.1 验收资料 

验收资料包括如下内容： 

a)  型式试验报告； 

b)  出厂试验报告； 

c)  抽样检验报告。 

7.2  耗材验收 

验收内容如下： 

a)  色带油墨应清晰、均匀、无色差； 

b)  胶带表面平滑干净、无气泡、无划痕、无残缺，可观察到明显的光学反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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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抽取一卷胶带和一卷色带，连续打印10张热转印标识，表面应无明显划痕、无残缺、无白点,

防粘纸易剥离，剥离时无破损、撕裂，且不应带下粘合剂。 

7.3  成品验收 

验收内容如下： 

a)  图文内容应规范、正确、齐全； 

b)  表面应平滑干净、无气泡、无白点、无残缺、无划痕、无覆膜、字迹清晰、颜色均匀、光泽度

好； 

c)  防粘纸易剥离，剥离时无破损、撕裂，且不应带下粘合剂。 

8 包装与贮存 

8.1 包装 

包装应符合GB/T 191相关规定，应采用袋用瓦楞纸箱包装或膜用瓦楞纸箱包装,内衬塑料薄膜或牛

皮纸。包装好后平整放置。 

8.2 贮存 

应贮存于整洁、阴凉、干燥、空气流通、远离热源的室内。色带和胶带自生产之日起贮存不应超过

24个月。 

9 安装 

9.1 环境条件 

安装应满足如下环境条件： 

a）  应避免在起雾、凝露、降水、降雪等可能导致粘贴表面受潮的环境下安装； 

b）  应避免在严重扬尘条件下安装； 

c）  环境温度应在-10℃以上。 

9.2 表面要求 

安装表面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热转印标识安装表面应平整干净、无水分、无灰尘、无油渍、无铁锈、无毛刺； 

b)  在旧标识牌安装时应将旧标识表面凹凸处清理平整。原则上应先清除旧标识底胶后再进行新标

识的粘贴。若旧标识牌是搪瓷牌，应将起瓷部分清除干净。 

9.3 工艺要求 

安装工艺应满足如下要求,其中粘贴方式如图1所示： 

a)  安装位置的选择应不影响设备运行、危及人身安全； 

b)  粘贴时应从一侧到另一侧依次抹平，表面平整整齐，无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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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 粘贴标识背板； 

B—— 箭头所指方向为标识粘贴背板时顺序； 

C ——已粘贴于背板的标识； 

D ——未粘贴于背板的剩余标识。 

图1  标识粘贴示意图 

10 运行维护 

对现场运行的热转印标识进行检查，若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应予更换： 

a）  表面被严重污染，影响其使用功能； 

b）  热转印标识表面掉色严重，字迹模糊； 

c）  热转印标识的四角出现开胶现象； 

d）  出现破损、起泡、起皱、开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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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架空输电线路标识热转印试验方法 

A.1 试样 

按照以下方法抽取和准备试样： 

a）  随机抽取热转印打印标识试样； 

b）  从整卷热转印标识试样中，随机沿幅宽裁取 1m 热转印标识，沿对角线从其左、中、右位置

分别裁取样本，并在背面做出基准标记； 

c）  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制备试样。 

A.2 外观检验 

热转印标识的外观除了应符合 GB2893、GB2894 的相关规定以外，还应对其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目

测，外观检验结果应符合 5.1 中的规定。 

A.3 物理性能试验 

A.3.1  耐刮擦试验 

将试样置于符合 GB/T 1768 标准的耐刮擦试验仪上，用 500g 的 CS-17 砂轮刮擦热转印标识表面

500r，见图 A.1。 

 

 

说明： 

1——砂轮； 

2——圆形热转印标识试样。 

图A.1  耐刮擦性能试验装置示意图 

A.3.2  收缩性能试验 

将试样标识去除防粘纸，粘接面朝上，水平放置在一平台表面。在防粘纸去除后 10min 后，和 24h

后，分别测出热转印标识试样的尺寸变化，见图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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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标识表面面； 

2——标识防粘纸层； 

3——标识粘结面／测试前标识粘结面； 

4——测试后标识； 

△ a——标识横向缩减量； 

△ b——标识纵向缩减量。 

图A.2  收缩性能试验装置示意图 

A.3.3  粘接性能试验 

从所打印的一个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 3 块面积为 100mm×100mm 的标识，粘贴在符合 GB/T 1040.3

要求的铝合金制的背板上，在其标识下方悬挂 2kg 重物，连续悬挂 264h，检测 3 块标识胶面有无出现

移位、变形等现象。见图 A.3。 

 

 

说明： 

1——铝合金背板； 

2——热转印标识； 

3——重物。 

图A.3  粘接性能试验装置示意图 

A.3.4  抗拉强度延展率试验 

从所打印的一个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 3 块标识，使用抗拉强度延展率试验仪进行延展性试验，拉伸

速度选择 300mm/min，记录下热转印标识断裂时的抗拉强度与延展率，见图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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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试验仪样品固定夹； 

2——热转印标识。 

图A.4  抗拉强度延展率试验装置示意图 

A.3.5  耐高低温试验 

从所打印的一个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 3 块标识，将试样放置于高低温试验箱中，高温（80℃）与低

温（-40℃）分别试验 72h，观察标识表面是否发生变化。 

A.3.6  反光性试验 

A.3.6.1  试验环境 

试验按照模拟汽车在夜间公路上行驶，汽车前照灯照射在标识上用逆反光材料制作的标线，经其反

射后，被坐在汽车驾驶室里的司机所观察而构成，其光路示意图见图 A.5。 

 

图 A.5  逆反射标线测量仪光路示意图 

A.3.6.2  试验步骤 

反光性试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前照灯的光轴与路面法线（参考轴）之间的夹角称为入射角（β），规定为 88.76°； 

b)  前照灯的光轴与逆反光线之间的夹角称为观测角（α），规定为 1.05°； 

c)  光源、光学系统按入射角 β投向标线，被测标线的尺寸为 300mm×60mm； 

d)  从标线反射的光线按 1.05°的观测角（α）反射至装有 V（λ）滤光器内被探测收集，并被处理

后在测量值显示器显示，即为逆反射系数（RA）测量值。 

A.3.6.3  试验数据记录 

将反光标线测量仪按行车方向平放标线上，在路上任选 100m 测量段内，均匀布置 5 个测点，用标

线逆反射系数测量仪按行车方向平放在标线上，测每个点上的逆反射系数，共 5 次，求算数平均值。亮

光型热转印标识和微棱镜型热转印标识的逆反射系数 RA 值不应低于表 A.1 和表 A.2 给出相应类别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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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亮光型热转印标识逆反射系数标准值 

观测角 入射角 
最小逆反射系数RA/(cd·lx-1·m-2) 

白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棕色 灰色 

0.2° 

-4° 40 35 25 14 9.0 4.0 1.0 20 

15° 30 20 18 11 7.0 3.0 0.6 16 

30° 20 10 9.0 6.0 3.5 1.7 0.3 12 

0.5° 

-4° 30 25 13 7.5 4.5 2.0 0.2 10 

15° 23 19 8.5 5.3 3.4 1.4 0.2 8.0 

30° 15 13 4.0 3.0 2.2 0.8 0.2 6.0 

1° 

-4° 5.0 3.0 1.8 2.0 1.0 0.6 0.2 3.0 

15° 3.0 2.0 1.1 1.0 0.8 0.3 0.2 2.1 

30° 2.0 1.5 0.7 0.6 0.4 0.2 0.1 1.2 

 

表A.2  微棱镜热转印标识逆反射系数标准值 

观测角 
入射

角 

最小逆反射系数RA/(cd·lx-1·m-2) 

白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棕色 灰色 荧光黄

绿 

荧光黄 荧光橙 

0.2° 

-4° 250 175 100 50 45 20 12 125 200 150 75 

15° 210 145 84 42 35 16 10 100 170 125 65 

30° 175 120 70 35 25 11 8.5 75 140 105 50 

0.5° 

-4° 95 66 38 19 15 7.5 5.0 48 75 55 30 

15° 90 62 36 18 13 6.3 4.3 40 70 55 25 

30° 70 50 28 14 10 5.0 3.5 32 55 40 20 

1° 

-4° 10 7.0 4.0 3.0 3.0 1.0 0.8 5.0 8.0 6.0 3.0 

15° 10 7.0 4.5 2.0 2.0 0.7 0.6 4.8 8.0 6.0 3.0 

30° 9.0 6.0 3.0 1.0 1.0 0.4 0.3 4.5 7.0 5.0 2.0 

 

A.4 腐蚀性能试验 

A.4.1  耐酸试验 

按 GB/T 11547，用盐酸将水的酸度调配成 PH 值为 4，并放入非金属试验槽中，试验槽中酸水高度

应淹没所选样张，然后采用封盖进行密封，浸泡 168h 后取出，清除试样表面附着物，待试样自然干燥，

观察其表面变化。 

A.4.2  耐溶剂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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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取 25mm×150mm 的热转印标识试样，粘贴在 1.0mm-2.0mm 厚的铝合金板上，制成耐溶剂性能

试样。将试样分别浸没在表 A.3 所示的溶剂中，到规定的时间后取出，室温下在通风处内干燥，检查其

表面的变化。 

 

 

 

表A.3  溶剂试验 

溶剂 浸渍时间/min 备注 

乙醇 1 99.8% 

 

A.5 耐候性能试验 

A.5.1  试验时间 

两种类别的热转印标识自然暴露试验和人工加速老化试验时间见表 A.4。 

表A.4  耐候性能试验时间 

热转印标识类别 自然暴露试验/月 人工加速老化试验/h 

亮光型热转印标识 72 3600 

微棱镜型热转印标识 72 3600 

 

A.5.2  自然暴露试验 

按 GB/T 3681，将尺寸不小于 150mm×250mm 的热转印标识试样安装在至少高于地面 0.8m 的暴晒

架面上，试样面朝正南方，与水平地面呈当地纬度角或 45°±1°。试样表面不应被其他物体遮挡，不得

积水。暴露地点的选择尽可能近似使用环境或代表某一气候类型最严酷的地方。 

试样开始暴晒后，每 1 个月做次表面检查，半年后，每 3 个月检查 1 次，直至达到规定的暴晒期限，

进行最终检查，并进行有关性能试验。以自然暴露试验为仲裁试验。 

A.5.3  人工加速老化试验 

A.5.3.1  定义 

人工加速老化试验是指热转印标识在紫外线照射的情况下，评定在规定时间内附件是否发生损坏或

化学变化。 

A.5.3.1  试验步骤 

试验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按 GB/T 16422.3，老化试验箱采用 UVA-340 灯作为光源，辐照度为 0.76W/㎡/nm，箱内黑板

温度 60℃±3℃下辐照暴露 4h； 

b)  黑板温度 50℃±3℃下无辐照冷凝暴露 4h，实验过程采用连续光照； 

c)  从所打印的一个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 3 块标识，将待检样品放置于 1000mmx500mmx500mm 的

紫外线设备检验箱中，选用 2 个 500w 紫外线灯连续照射，高度为 400mm，以 90°角光源垂直

照射 36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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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经过规定时间老化试验后的试样，用清水彻底冲洗，用软布擦干后进行各种检查及有关性能试

验。热转印标识应经检验达到以上技术要求后才算合格。 

 

 
 

 

 

 

 

 

 

 

 

 

 

架空输电线路标识热转印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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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本标准依据《国家电网公司关于下达 2016 年度公司第一批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家电

网科〔2015〕1240 号）的要求编写。 

本标准是在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运维过程中发现热转印标识标准不一，产品质量良莠不齐，验

收、检验的标准没有统一规范的背景下编写的。 

本标准编写的目的是对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验收、

安装、包装、贮存及运维等方面进行统一和规范。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编制依据的主要原则：立足于实践，充分结合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技术现状，统筹考虑

电网发展趋势，规范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验收、安装、包装、

贮存及运维，进一步提高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应用水平。 

本标准项目计划名称为“输电线路用热转印标识”，因架空输电线路标识使用的材质的区别和相应

国家绿色节能环保政策的号召，经编写组与专家商定，更名为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技术规范。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使用问题。 

4  主要工作过程 

2016 年 1 月，按照公司制修订计划，项目启动，认真学习了国网公司技术标准工作概况、技术标

准项目管理要求等内容。 

2016 年 2 月，成立编写组，为标准编制开展准备工作。 

2016 年 3 月，完成标准大纲编写，组织召开大纲研讨会，为标准的编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16 年 5 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采用开展调研和发函的方式广泛、多次在国家电网公司

范围内征求意见。 

2016 年 6 月，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6 年 7 月，公司运维检修技术标准专业工作组组织召开了标准审查会，对标准主要内容进行审

查，审查结论为：经审查，一致同意修改后报批。 

2016 年 11 月，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标准按照《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国家电网企管〔2014〕455号文）的要求编写。 

本标准的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 

本标准主题章分为7章，由分类、技术要求、检验规则、验收、包装和贮存、安装、运行和维护组

成。本部分兼顾了架空输电线路标识标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给出了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

标识材质、验收以及型式试验的要求，最后提出了架空输电线路热转印标识技术规范，以指导热转印标

识检验和验收工作。标准中所列出的技术参数及标准要求在传统的热转印标识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

高要求，能够进一步为热转印标识检验和验收提供依据。 

6  条文说明 

本标准第 3.6 条中，粘接性能是衡量热转印标识粘贴可靠性的重要指标，用 180 度剥离强度来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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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 4.1 条中，考虑到热转印标识的有效使用期都能超过 10 年，因此亮光型热转印标识和微

棱镜型热转印标识均可用于永久性架空输电线路杆塔标识。 

本标准第 5.1.3 条中，热转印标识表面不应覆膜，是为了保证热转印标识的使用寿命，简化加工工

艺，从而降低成本。 

本标准第 5.1.4 条中，多色标识不可采用分次加工，目的是确保标识完整性，满足美观性的要求。 

本标准 5.2.2 条中，色带颜色可有单色、双色、四色颜色等以上，以满足电力标识颜色的要求。 

本标准第 5.3.1 条中，要求热转印标识的油墨层应 100%热转移到打印介质上，目的是保证热转印

标识字体的完整度。 

本标准第 5.3.2 条中，热转印标识的油墨层应打印到打印介质上能够牢牢附着并且耐摩擦，是为了

保证热转印标识的使用寿命。 

本标准第 5.3.4 条中，热转印标识的打印介质应要良好的粘接性能，可保证热转印标识安装牢固，

不易脱落。表征热转印标识粘接性能有四种粘接力指标，分别为初粘力 T（tack)、粘接力 A（adhesion) 、

内聚力 C（cohesion)和粘基力 K（keying)。初粘力又称快粘力，是指当压敏胶制品和被粘物以很轻的压

力接触后立即快速分离所表现出来的抗分离能力。粘接力是指用适当的压力和时间进行粘贴后压敏胶制

品和被粘表面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抵抗界面分离的能力。内聚力是指胶粘剂层本身的强度，一般用保持力

的大小来衡量其强度。粘基力是指胶粘剂与基材之间的粘接力。 

性能良好的压敏胶（聚丙烯酸酯）必须满足式（1）的平衡关系： 

T＜A＜C＜K                                             （1） 

假如：T＞A，就没有对压力敏感的性能。A＞C，则在揭除胶粘制品时就会出现胶层破坏，导致胶

粘剂沾污被粘表面、拉丝或粘背等。C＞K，就会产生脱胶（胶层脱离基材）的现象。 

本标准第 5.4.1 条中，要求热转印标识耐酸性能良好。有些场合空气污染严重，二氧化硫、三氧化

硫、氮氧化物超标，导致酸雨现象出现，为了有效地防止酸雨对标识的侵蚀，要求热转印标识酸性溶液

浸泡后不起皱、不变形、胶面与基材不脱离。 

本标准第 5.5.1 条中，要求热转印标识耐候性能优异，是因为热转印标识常年安装在户外，必须满

足抗自然老化、抗紫外线老化等。 

本标准第 5.5.2 条中，热转印标识应满足耐高低温的要求，这是为了扩大热转印标识的应用范围。

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昼夜温差大，东北漠河冬季温度低达-40℃，新疆吐鲁番地

区温度最高可达 40℃以上，为了热转印标识同时满足全国各部分地区的使用要求，本标准规定热转印

标识应保证使用环境从-40℃到 80℃的气温条件下不开胶、不脱落。 

本标准第 6.1 条中，给出了型式试验的 9 项要求，型式试验是产品最严格的检验环节，由国家质量

检测机构来完成。 

本标准第 7.1 条中，提出了热转印标识抽样验收要求。热转印标识的产品验收是由用户完成的，用

户应随机抽取试样试验调查。 

本标准第 8.2 条中，规定了热转印标识贮存应于整洁、阴凉、干燥、空气流通、远离热源的室内，

保证热转印标示的可靠使用和贮存。 

本标准第 10 章中，规定了热转印标识日常运行巡视检查内容，日常运行巡检通过对已安装热转印

标识粘贴的牢固程度及表面状况的检查确定产品质量，是检验热转印标识质量的重要环节，不可轻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