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基本信息

标准草案名称 电池级碳酸钠

项目类型 制定 □修订

起止时间 2023年 1月---2023年 6月

标准起草单位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湘渝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美特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大学

起草组成员
李加兴、彭建强、刘志立、王晚林、唐有根、周游、陈蔚、邓严仔、朱贤徐、谢伟超、

吴志康、周熠、邓永华、王茹、库流金、刘凯

项目调整情况 暂无

背景、目的和意义

背景

政策背景：2021年 8月，工信部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 4815
号提案答复的函中表示，将组织有关标准研究机构适时开展钠离子电池标准制定，并

在标准立项、标准报批等环节予以支持。2022年 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下达《工业

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

（工信厅科函〔2022〕158号），《钠离子电池术语和词汇》（2022-1103T-SJ）和《钠

离子电池符号和命名》（2022-1102T-SJ）标准制定计划。

行业背景：碳酸钠是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中制备碳酸锂的主要辅料，此外也是钠离

子电池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的重要制备原料，碳酸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锂离子和钠

离子电池的制造成本和整体性能。对于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而言，由于层状氧化物技

术路线在设备、工艺端与锂电正极材料有相通之处，因而成为大部分钠电正极材料厂

家的首选。制备层状氧化物所需的钠源种类繁多，考虑到目前大规模工业生产对成本、

工艺安全性和酸碱性等方面的要求，最有可能成为钠电池正极材料工业化生产的钠源

当属碳酸钠。由于钠离子电池产业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标准体系或相关标准均

为空白，部分主管单位或机构正在编制与钠离子电池相关的标准体系或基础标准，但

现有标准还未涉及到碳酸钠等原材料的标准。

在此背景下，与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紧密相关的碳酸钠等原材料需顺应行业发展

趋势，为满足正极厂家对原材料提出的要求，有必要同步开展相关标准制定工作。

目的
制定电池级碳酸钠的团体标准，可为锂、钠电正极材料的研发与制备提供质量保

障，进而支撑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意义

当前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产业均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力带动纯

碱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电池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可示范带动与锂离子和钠离

子电池相关的其它原材料质量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从整体上增强锂、钠电产业链上

游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将有助于

推进我国制造强国和能源变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工作简况

标准主要起草

人任务分工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国家政策、相关产品及标准的调研、分析和编制

等工作，并进行相关产品的检测分析；

重庆湘渝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海联三一小苏打有限公司根据企业实际生产的

碳酸钠产品质量现状，对标准中产品指标的控制进行审核并提出指导意见；

湖南美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企业制备的钠电

正材料电性能的优劣情况，对标准中各项指标的制定提供生产依据；

中南大学对标准的各项内容进行审核并参与讨论，对各项指标的范围确定提供理

论依据。

主要工作过程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当前钠离子电池行业发展趋势进行调研，确认

了未来钠离子电池中正极材料的主要技术路线。经查阅大量科技文献，论证了当前钠

电产业发展中碳酸钠原材料质量对正极材料电性能的重要影响，并与多家碳酸钠生产

企业、湖南省电池协会以及部分科研院所进行技术交流，对电池级碳酸钠的制备原料、

生产工艺、产品的质量指标、储藏存储和运输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与探究。

经归纳总结，形成了标准中电池级碳酸钠的范围、术语、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等部分的草案。同时根据确定的产品质量指标

要求，通过大量查阅文献和试验，确立了标准中检验方法的可行性。将产品送至第三

方检验机构对规定指标进行检测，对产品进行实验验证，证明指标设定合理，检测方

法科学有效。

重庆湘渝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海联三一小苏打有限公司通过对当前自身生产

的碳酸钠进行全面的成分分析，结合现阶段国内碳酸钠行业的整体生产水平，全面评

估了各项指标的控制范围与生产成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生产的角度对草案中各

项指标的范围提出合理化建议。

湖南美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采购不同碳酸钠

厂家提供的碳酸钠产品作为正极材料的原材料，并对其各项理化指标进行分析，探究

碳酸钠各项指标的不同范围对钠电正极材料电性能的影响，结合下游需求市场对正极

材料电性能及成本的预期，根据正极材料前期小试的测试情况，对草案中各项指标的

范围提出生产要求。

中南大学通过对正极材料成品进行全面的理化分析和电化学测试，探究碳酸钠原

材料的不同指标与成品材料电化学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对草案中各项指标的范围提

供理论支撑。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标准编制原则

当前国内锂离子电池产业已发展成熟，钠离子电池产业也正朝着大规模量产的方

向迈进，而与锂、钠电产业原材料端的相关产品标准尚未建立，本标准的制订符合锂、

钠离子电池产业现阶段发展的需要，并充分考虑了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产品生产和

使用双方的要求。将合理利用资源、调整碳酸钠产品类型、满足市场需求和使供需双

方公平受益作为出发点，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制定了本标

准。在本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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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确定标准主要

内容的论据

1.化学成分

电池级碳酸钠的化学成分测定按照 GB/T 210《工业碳酸钠》、GB/T 30902《无机

化工产品 杂质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和 IEC 62321《电

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的六种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联苯醚)浓度的

测定程序》的规定进行。产品中总碱量、氯化物和硫酸根含量的测定按照 GB/T 210
的规定进行；产品中钾、钙、铁、镁、锌、铜、铝、镍、铬、硼杂质的测定按照 GB/T
30902的规定进行；有害物质参照 IEC 62321的规定进行。

1.1 碳酸钠含量

碳酸钠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电池级纯碱纯度的高低，在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中，

制备 1 吨碳酸锂约需消耗 2吨左右碳酸钠。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工序中，碳

酸钠作为目前最常用的一种钠源， 1吨正极材料需要消耗 0.49吨左右碳酸钠，因此高

纯度的碳酸钠对锂电中高纯度的碳酸锂和钠电中特定相结构正极材料的合成起到了关

键性作用。目前钠电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最重要的两种相结构分别为 O3相和 P2相，

由于制备特定相结构的正极材料所消耗的钠的用量是特定的，因此下游厂家对碳酸钠

的含量以及产品一致性提出了高要求，综合碳酸钠整体生产现状，将其指标控制为

Na2CO3含量不低于 99.5%。

1.2 钾

钾和钠的原子结构相似，位于元素周期表的同一主族，它们的单质及其化合物的

性质也十分相似，但是钾元素位于钠元素的下一周期，其离子半径更大，难以通过正

极材料中的间隙而降低正极材料的克容量水平。鉴于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有着相

似的工作原理，参照电池级碳酸锂的中钾杂质含量，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5%。

1.3 钙

碳酸钠中钙杂质的出现是由于合成碳酸钠的原料纯度不够，从而引入到碳酸钠的

成品当中。以联碱法和氨碱法合成碳酸钠的制备路线为例，产品中过高的钙杂质含量，

可侧面反应出碳酸钠合成厂家所使用的工业盐中钙杂质过高。目前大部分碳酸钠厂家

的钙杂质可控制在 ppm级别，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5%。

1.4 镁

镁和钙的原子结构相似，位于元素周期表的同一主族，在工业盐的纯化工序，通

常采用“两碱法”形成两种元素的氢氧化物达到去除钙、镁离子的目的，考虑到氢氧

化镁在水中的溶解度远小于氢氧化钙，因此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2%。

1.5 铁

在当前碳酸钠工业大规模合成过程中，均需要用到含铁的大型仪器设备，很多阀

门、管件、弯头均是不锈钢的，在生产过程中均有可能将铁杂质带入到产品中。铁作

为磁性物质的一种，对电池的循环性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磁性物质的含量过高

时，在电池的充放电过程中伴随生成较大的导电金属杂质，这些金属杂质会影响电池

的放电过程，进而导致电池安全问题。虽然这一指标越低越好，但考虑到碳酸钠的整

体生产水平，因此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1%。

1.6 锌

锌是第四“常见”的金属，仅次于铁、铝及铜。有研究表明，金属锌掺杂进入钠电

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中会导致钠离子通道变窄，会影响材料的电性能。此外，锌是电

化学惰性的一种过渡金属，它的存在会对材料的容量产生影响，因此需要严格控制锌

杂质的含量。参照电池级碳酸锂的中锌杂质含量，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03%。

确定标准主要

内容的论据

https://baike.so.com/doc/5654491-5867139.html


1.7 铜

铜杂质的存在会影响正极材料的有序结构，过多的铜杂质会造成材料内部产生结

构缺陷，进而影响电池的电性能。根据前期多家钠离子电池生产厂家对碳酸钠中铜杂

质的要求，结合目前碳酸钠生产厂家对铜杂质的整体控制水平，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

制在不大于 0.0003%。

1.8 铝

铝杂质与铜杂质类似，同样会影响电池的电性能。当前的碳酸钠工业大规模合成

过程中，需要用到含铝的大型仪器设备，会一定程度上引入杂质。根据前期多家钠离

子电池生产厂家对碳酸钠中铜杂质的要求，结合目前碳酸钠生产厂家对铜杂质的整体

控制水平，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2%。

1.9 镍

镍作为磁性物质的一种，其化学性质与铁非常相似。镍杂质对电池的循环性能同

样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参考电池级碳酸锂标准中对其含量的控制情况后，考虑

到碳酸钠的整体生产水平，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2%。

1.10 硫酸根

硫酸钠与碳酸钠的热分解温度不同，资料显示，硫酸钠在 1400℃以上才会分解成

Na2O、SO2和 O2。通常情况下，引入到体系内的硫酸根（硫酸盐）杂质会在烧结过程

中较为稳定的存在，但过量的硫酸盐可能会影响后期电芯制备中的涂布工序。结合部

分正极材料厂家的要求，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8%。

1.11 氯化物（以氯化钠计）

氯离子是钠离子甚至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合成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的指标之一，

由于钠离子电池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前驱体包含氢氧化物，氯离子与氢氧化物在材料

烧结过程中反应生成腐蚀性气体，从而对设备造成腐蚀，非常不利于工厂的正常生产。

正极材料厂家对此指标的要求很高，但是在现有以工业盐为原料的生产工序很难将其

含量控制在很低的范围，本标准根据使用厂家不同的工艺和设备需求，将产品质量等

级分为三级：优级品不大于 0.005%；一级品不大于 0.05%；二级品不大于 0.3%。

1.12 硼

根据前期多家钠离子电池生产厂家对碳酸钠中硼杂质的要求，结合目前碳酸钠生

产厂家对硼杂质的整体控制水平，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2%。

1.13 铅

铅是一种重金属元素，作为一种有害物质，其对环境与人体健康均会产生影响。

近年来，国外市场对产品有害物质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为了使电池级碳酸钠中有害物

质能够得到控制，确保产品能够符合其他各国环保法律法规，并能满足客户要求及环

保发展的趋势，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03%。

1.14 铬

铬在地壳中的含量为 0.01%，居第 17位。2017年 10月 27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金属铬在 3类致癌物清单中。按照在

地壳中的含量，铬属于分布较广的元素之一，为了使电池级碳酸钠中有害物质能够得

到控制，确保产品能够符合其他各国环保法律法规，并能满足客户要求及环保发展的

趋势，本标准中将其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03%。

2. 磁性物质

磁性物质的存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的电性能和安全性

能，众多正极材料生产厂家对于该指标的控制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满足市场需要，促

进锂、钠电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本标准中将磁性物质的指标控制在不大于 0.0003%，



产品磁性物质的测定按照 YS/T 582-2013和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进行。

3. 水分

碳酸钠在空气氛围下极易吸水，但产品中的水分含量影响投料过程中钠加入量的

计算，参照 YS/T 582-2013《电池级碳酸锂》中对水分的要求，考虑到碳酸钠本身易吸

水的特点，将其指标设定为不大于 0.60%，参照 GB/T 6284《化工产品中水分测定的通

用方法 干燥减量法》测定水分。

4. 粒度

钠离子电池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对碳酸钠的粒度有不同的需求，视正极材料成品

本身的粒度而定，但碳酸钠粒度的产品一致性对正极材料的稳定合成影响很大，根据

正极材料厂家的要求，参照 GB/T 19077.1-2008 《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规定粒度

的指标为：D10≥1.0μm，4.0μm≤D50≤16.0μm，D90≤35μm，D100≤60μm。

5. 外观质量

电池级碳酸钠呈白色粉末状，目视无可见夹杂物即为合格。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的关

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标准

与其他有关标

准的关系

国家标准：部分参考 GB/T 210-2022《工业碳酸钠》、YS/T 582-2013《电池级碳酸锂》

行业标准：无关联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无关联团体标准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未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