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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装饰零件或材料在给定的气候循环下的老化试验方法。 

 

2 引用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为PSA标致雪铁龙集团所做的试验。 

 

2.1 标准 
A10 0153  材料试验的方法  撰写 
A10 0156  试验报告  撰写 

 

2.2 法规 
无内容。 

 

2.3 其它 
无内容。 

 

2.4 文件上的表达方式 
无内容。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为PSA标致雪铁龙集团所做的试验。 

在技术采购及项目平台部内部，有一部汇集了所使用的主要术语及其定义的词典（术语汇编），可通过网

站（http://nectar.inetpsa.com）查询。该术语汇编的内容会不断得到补充。 
 

3.1 定义 
无内容。 

 

3.2 缩略语 
无内容。 

 

4 本试验方法的原理 
让试验材料或零件经受操作方法中所述的各种老化循环中的一种循环，然后检查机械性能、物理性能或外

观是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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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仪器设备 
5.1 隔离间 
可以实现有关的一个或多个循环，温度可以控制到±2℃，相对湿度可以控制到±5%。 

 

5.2 温湿度调节间 
可以调节至：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6 溶液的制备 
无内容。 

 

7 试样的代表性 
这一章专门适用于为PSA标致雪铁龙集团所作的试验。 
试件对于被测定性能的范围应当具有代表性。为了确保这种代表性，必须了解所研究的总体的基本特性。

试件的选择标准应当符合A10 0156标准，并在试验报告（RE）中注出。 
可与PSA集团的DPTA/DMOV/IMT/MXP/EMR/PFRC部门接触，以便了解应当遵循的规则。 

 

8 试件的准备 
试件的尺寸和数量就是老化前注明的用于确定其特性的尺寸和数量。 

如无特殊说明，塑料零件应按“装车”状态固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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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操作方法 
使零件或试件承受以下规定的各种气候循环中的一种循环： 

循环 持续时间（小时） 温度(°C)  相对湿度(%) 文件中应当注出的说明 
16±1 40  95  

+   A  
6±1 85  – 

D47 1309 -A  

16±1 40  95  
+   

3  -20  – 
+   

AF  

6±1 85  – 

D47 1309 -AF  

16±1 40  95  
+   B  

6±1 100  – 
D47 1309 -B  

16±1 40  95  
+   

3  -20  – 
+   

BF  

6±1 100  – 

D47 1309 -BF  

16±1 85  95  
+   C  

6±1 85  – 
D47 1309 -C  

16±1 85  95  
+   

3  -20  – 
+   

CF  

6±1 85  – 

D47 1309 -CF  

16±1 85  95  
+   D  

6±1 100  – 
D47 1309 -D  

16±1 85  95  
+   

3  -20  – 
+   

DF  

6±1 100  – 

D47 1309 -DF  

16±1 40  95  
+   E  

6±1 70  – 
D47 1309 -E  

16±1 40  95  
+   

3  -20  – 
+   

EF  

6±1 70  – 

D47 1309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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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持续时间（小时） 温度(°C) 相对湿度(%) 文件中应当注出的说明 

16±1 40  95  
+   G  

6±1 110  – 
D47 1309 -G  

16±1 40  95  
+   

3  -20  – 
+   

GF  

6±1 110  – 

D47 1309 -GF  

16±1 85  95  
+   H  

6±1 120  – 
D47 1309 -H  

16±1 85  95  
+   

3  -30  – 
+   

HF  

6±1 120  – 

D47 1309 -HF  

16±1 40  95  
+   

D47 1309 -J  
J  

6±1 85  95 
16±1 40  95  

+   

3  -20  – 
+   

JF  

6±1 85  95 

D47 1309 -JF  

240±1 40  95  
+   K  

2  23 50 
D47 1309 -K  

15±1 38  95  
+   

5±1 -30  – 
+   

LF  

4±1 70  – 

D47 1309 -LF  

 
• 为了避免热冲击，温度变化应以 2℃/min的速度来完成。 
• 当从一个有湿度的环境到没有湿度的环境时环境箱需要干燥。 
• 当湿度比率无具体规定（破折号）时，环境为无湿度。 
• 在一个或多个循环结束时，试件应在温湿度调节间（参阅 5.2节）中放置 24小时。 
• 要做的循环的编号及循环数由标准性文件给出。 
• 用测量新材料特性的相同方法，测量已经受气候循环后的材料特性（强度，柔软性，伸长率，破裂，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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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为PSA标致雪铁龙集团所做的试验。 

无内容。 

 

11 结果表示 
记录降低百分比（%），如有必要，记下外观可能的变化。 

 

12 试验报告 
除了得到的结果以外，试验报告还应当注明： 

• 本方法的编号； 

• 要完成的循环的代号及数量； 

• 要检验的材料或零件的编号； 

• 可能的降低百分比； 

• 尺寸或外观变化； 

• 观察到的缺陷出现的时间。 

• 本方法中未考虑的操作细节以及可能影响结果的偶然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