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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名称 

GB/Txxx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塑料再生料的表征 
等同采用 EN 15348:2008-02。 

二、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由全国产品回收利用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全国塑料制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由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负责组织 4 个有关

单位的专家承担了《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塑料再生料的表征》国家标准

的制订工作，项目计划号为 xxx。 

三、修订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目前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塑料消费国,巨大的需求造成了原材料

的巨大缺口。而废旧塑料再生料填补了大约 25 %的原料缺口,从而有效地减少环

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国家没有从

宏观层面对废塑料回收利用行业发展的综合规划,缺乏废塑料分类技术规范, 废

塑料回收再生利用经过 30 年发展已经形成资源型环保产业,我国各省市均有大

小不等的废塑料加工、交易专业市场,普遍存在管理混乱、再生产品缺乏标准、

缺乏技术研发支持、人员素质差等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的因素。加强此类市场的

环保措施和综合管理势在必行,取缔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办法,需要国家与

地方政府有关政策扶持以及改进经营方式。近年来受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

塑料（塑料为石油的衍生品）的价格连续上涨，使得再生塑料市场需求开始转旺。

年需求量从 2000 年的近 100 万吨，增加到如今超过 8 000 万吨。 

再生 PET 塑料中可能存在危害环境和生物的有害物质。目前国内 PET 再生塑

料已经大规模应用，但是国内还没有相关的行业、国家标准来规范、表征该产品。

由于再生 PET 回收生产的复杂性，导致再生 PET 产物有可能存在较大杂质以及产

品质量出现缺陷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再生 PET 产品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

和影响使用者的信心。欧盟已经开始关注再生塑料的问题，并且制订了再生塑料

产品表征和检测的相关标准，因此我国也有必要关注再生塑料问题，特推荐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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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四、 参加起草单位及专家 

参加本次标准起草的单位共有 4 家，起草人员共 X 位，具体如下表。 

五、修订原则 

1、等同采用的原则 

 GB/T xxx 是等同转化国际标准 EN 15348:2008-02。该标准与国际标准在技

术内容上完全相同，但包含小的编辑性修改。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汉语还不是

ISO/EN 官方语言，为了适应我国的语言习惯，在采用国际标准时，不可避免的

要进行一些编辑性修改。 

2、严格符合 GB/T 1.1 和 GB/T 20000.2 的相关要求 

 该标准在结构和编写规则上完全符合 GB/T 1.1 的规范要求，同时由于是等

同转化国际标准，因此这该标准也严格按照 GB/T 2000.2 的相关要求进行等同

转化。 

3、以明确的语言表达国际标准的原意 

对国际标准的翻译，要使文字尽可能易于理解，且不产生歧义。为了忠实

传达国际标准的原意，我们一般采用直译（即贴近原文字面的翻译）的方式。但

由于中英文表达习惯不同，如果过分拘泥于原文的一词一句，可能造成语言生涩

费解，反而不利于忠实传达原意。对于这种情况，以不违背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

原则为前提，进行意译，即突破原标准个别词句的限制，以我国读者易于接受和

理解的语言来表述英文文本的原意。 

4、和其它系列标准的协调与兼容 

此次国际标准EN 15348:2008-02制订的重点之一是加强和 ISO其它系列标

准的的兼容（如 ISO 9000）。因此我们在国家标准的制订起草中，当英文文字相

同或相近时，也参考了其它国标的内容，并考虑了采用其中译法的可行性，尤其

是对于英文同源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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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用塑料再生领域和广大用户熟悉的词汇 

在本标准等同转化的过程中，尽量采用塑料再生领域和广大用户熟悉的词

汇，以增强标准的可读性和理解性。 

6、和本系列中其他标准的术语和词汇保持一致 

为了保证 GB/T XXX 系列国家标准的一致性，该标准在等同转化过程中尽

可能的与系列标准的用语保持一致，同时对于源于其他系列标准的个别词汇（如

源于 9000 系列标准），也尽可能的与现有的国标保持一致。 

7、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本标准可视为企业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建议有关企业确定其中一个适用评估

程序，并且纳入现有的ISO 9001或ISO 14001管理体系之内，按一定规则逐步改

善经营运作环境，为持续的改进投放市场或交付使用的包装性能创造条件。因此，

建议向企业广泛地宣传和推广。 

六、修订过程 

本标准的制订工作始于 2011 年 8 月。由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组织

相关单位的专家组成标准制订起草工作组。在 2011 年 10 月完成了对该国际标准的

翻译稿。 

从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3 月，共召开了 3 次起草组专家讨论会，逐句逐段

的对英文稿和中文稿进行比对、修改，对于个别关键词句的处理都是经过各位起草

组专家广泛同意后才最终确定的。同时作为标准起草牵头单位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还通过网络、电话、信函等方式同该领域的众多专家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就标准转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点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并取得了绝大多数专家

的认同，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七、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1、在该标准等同转化过程中，对在引言、正文、附录及参考文献中出现的

所有标准号的处理办法是：如已经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则采用相应的国标号，否则

采用原 ISO 或 IEC 的标准号。 

2、根据 GB/T 20000.2: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

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在本次标准等同转化过程中取消了原 ISO 前言部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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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该标准的中文前言。 

3、对规范性引用文件一节中做了一些文字编辑修改，在尊重原文内容的基

础上按照 GB/T 20000.2 中的要求进行了适当的文字修改，以使该标准的格式和

编写更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