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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Elastomers，简称 TPU）是一种性能优异的高分

子材料，它结合了塑料和橡胶的特性，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耐油性、耐低温性和抗撕裂性。聚氨酯是由异

氰酸酯和多元醇反应生成的聚合物，通过改变原料和配方，可以得到不同硬度和性能的产品。

随着对聚氨酯性能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开始尝试开发出可以反复加工的聚氨酯材料，即热塑性聚氨酯。

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传统橡胶和热固性聚氨酯的一些局限性。传统的橡胶在加工过程

中需要硫化，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硫化完成，材料就不能再被重新加工。而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则

可以在加热状态下塑形，并在冷却后保持形状，这一特性使得 TPU 可以像热塑性塑料一样进行加工，包括

注塑、挤出、吹塑等，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和材料的可回收性。

随着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原料成本降低，为 TPU 的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汽车、电子、医疗、

纺织等行业对高性能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TPU 以其优异的综合性能满足了这些行业对材料的严格要求。

例如，在汽车行业，TPU 被广泛应用于制造软管、密封件、保险杠等部件；在电子行业，TPU 用于制造电

线电缆的护套，因其良好的耐磨性和柔韧性。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广，TPU 的可回

收性和可降解性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TPU 的生产过程和产品在使用后可以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进行回收，

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此外，生物基 TPU 的研发也逐渐兴起，旨在减少对化石资源的依赖，进一步推动了

TPU 材料的发展。

目前，有关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的标准有 GB/T 43128-2023 航空航天热塑性聚氨酯弹

性体中间膜通用技术规范，两者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

技术要求》团体标准，针对智能手表、健康监测手环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特殊需求，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技

术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包括了材料的物理性能，如拉伸强度、耐磨性、耐候性等，还涵盖了与人体接触的

安全性指标，如无毒、无害、不易引起皮肤过敏等。此外，智能穿戴设备的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还需要具

备良好的加工性能，以适应各种复杂形状的成型需求。国家标准层面暂时对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

弹性体(TPU)技术要求没有标准，继续立项，填补空白，推动市场化发展。

制定《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还有如下重要意义：

1、提升产品质量与安全性：团体标准的制定能够为智能穿戴设备用 TPU 材料提供明确的质量与性能

指标，确保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从而提升最终产品的整体质量。同时，通过明确的安全要求，

可以减少因材料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保障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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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团体标准的出台有助于规范智能穿戴设备用 TPU 材料市场，减少市场上的

无序竞争。它为行业内的企业提供了统一的生产与检验标准，有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整个

行业的健康发展。

3、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团体标准的制定往往需要结合当前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这将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同时，标准中对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纳，可以促进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提

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4、引导消费者正确选择：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消费者了解和识别产品质量，引导消费者

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消费者可以根据标准中规定的性能指标和安全要求，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智能穿戴

产品。

5、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智能穿戴设备用 TPU 材料的团体标准不仅涉及材料生产企业，还涉及下游

的智能穿戴设备制造商。标准的制定有助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6、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趋势：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团体标准可以将环保要求纳入其中，推动行业向

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还能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本标准由华大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高科现代环保材料

有限公司、九焱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上海滩泰科技有限公司、龙亿塑料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华大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化工材料行

业资深专业人员，压力传感器行业管理人员

东莞市高科现代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九焱新材

料(深圳)有限公司、上海滩泰科技有限公司、

龙亿塑料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化工材料生产数据、试验

方法，参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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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机械行业现

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

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4年12月9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技术要求》

立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技术要求》编制需要，

华大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高科现代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九焱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上海滩泰科技

有限公司、龙亿塑料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4.2.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

准制定工作组完成《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技术要求》各部分内容，并于2024年12月

24日汇总形成标准草案。

4.2.3 2025年1月7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智能穿戴设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技术要

求》团体标准讨论会，与会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

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和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

讨论。明确了该标准编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月15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华大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高科现代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九焱新材料(深圳)有限公

司、上海滩泰科技有限公司、龙亿塑料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技术内容：

1、邵氏硬度：材料抵抗硬物体压入其表面的能力。邵氏（A）硬度主要用于测量较软的弹性体和橡胶

类材料。它是通过邵氏硬度计进行测量，硬度计的压针在一定的压力下刺入材料表面，根据压针压入的深

度来确定硬度值，数值越大，表示材料越硬。对于智能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表带等，邵氏（A）

硬度直接影响用户的佩戴体验。如果硬度太高，表带等部件会让人感觉僵硬、不舒适；如果硬度太低，又

可能导致表带缺乏足够的支撑力，容易变形，影响设备的固定和使用。合适的邵氏（A）硬度可以使设备

在佩戴时既舒适又能保持良好的形状。

2、拉伸强度：材料在拉伸过程中，在发生断裂前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在智能穿戴设备的使用过程

中，TPU 材料可能会受到各种拉伸力，例如在佩戴和取下设备时，表带会被拉伸。足够的拉伸强度可以保

证材料不会轻易断裂，提高设备的耐用性。如果拉伸强度不足，表带等部件可能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就发生

断裂，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和用户的正常使用。

3、拉断伸长率：材料在拉伸断裂时的伸长量与原始长度的百分比。它体现了材料的拉伸变形能力，

同样是通过拉伸试验来测量，与拉伸强度的测试同时进行，在材料拉伸断裂后，根据断裂时的伸长量和原

始长度计算得出。

4、熔融指数：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热塑性材料在单位时间内通过标准毛细管的质量。在智能穿

戴设备的制造过程中，如注塑成型或挤出成型等工艺，TPU 材料的熔融指数对于成型工艺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熔融指数过低，材料的流动性差，在成型过程中可能无法完全填充模具型腔，导致产品出现缺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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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熔融指数过高，材料可能会过度流动，影响产品的尺寸精度和外观质量。合适的熔融指数可以确保 TPU

材料在制造过程中能够顺利成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5、生物相容性：材料在机体的特定部位引起恰当的反应。由于智能穿戴设备直接与人体皮肤接触，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TPU 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差，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刺激或其他不

良反应，对用户的健康造成危害。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 TPU 材料可以确保用户在长时间佩戴设备的过

程中，皮肤不会出现不适，提高用户体验和设备的安全性。

六、标准水平分析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6.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6.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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