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中汽协会《锂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关键材料-正极极片材料元素含量测试
方法》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随着新能源行业的迅速发展，锂离子电池的装机量不断增加，锂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老

化问题是电池研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探明电池的老化机理需要进行系统的诊断分析，电动汽车

使用到一定阶段后电池发生老化，其容量发生衰减。造成容量衰减的原因之一就是锂的损失以及

活性物质的损失，所以需要检测正极极片主元素等含量变化，判断是否其引起容量衰减。而

GB/T30835-2014锂离子电池用炭复合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中规定了炭复合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中锂元

素的含量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法的测试；GB/T23367.2-2009 钴酸锂化学分析方法中规定了

锂、镍、钴、锰、镁、铝、钠等元素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法的测试；TS/T1006.1-2014 镍钴

锰酸锂化学分析方法中规定了锂、镍、钴、锰、镁、铝、钠、铜、钙等元素的测试。

GB/T11064.16-2013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氯化锂化学分析方法中规定了钙、镁、铜、锌、铝

等元素的测试。以上的标准针对都是原材料粉末的测试，对于极片的元素含量测试不是很匹配，

目前由于电池老化问题及安全失效的研究越来越多，对其老化后或者失效后电池材料的研究越来

越多，所以急需建设该方面标准。2022年，在我国动力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期，现有的极片

正极材料元素测试方法不满足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大规模发展，需要加强动力电池标准化工作，以

此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动力电池的竞争力。基于此现状，创新联盟计划通过对国内电池企业、材料

生产企业、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检测单位进行调研，并结合市场使用情况，完善了极片中正极材

料元素含量的测试方法，并对未来可能的测试方法进行了推荐。 2022年8月份，中汽协会批复该

标准正式立项，计划任务编号 2023-100，计划名称《锂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关键材料-正极极片

材料元素含量测试方法》。

牵头单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起草单位：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

限公司、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深圳市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有研（广东）新材料技术研究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创新联盟秘书处召开电池全生命周期关键材料测试方法专题技术交流会，

会议由分会理事长单位国联研究院组织，邀请了相关车企、电池制造商、检验检测机构、材料企

业等20余家单位，对电池全生命周期关键材料检测方法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会上专家

对锂离子电池极片中正极材料元素含量测试方法中极片的前处理、极片样品的种类等问题进行了

充分讨论，经讨论后，锂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关键材料-锂离子电池极片中正极材料元素含量测试

方法对分析电池全生命周期性能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建议尽快建立。8月17日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标准法规委员会汽车动力电池专业委员组织了2022年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上审议通过了《锂

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关键材料-正极极片材料元素含量测试方法》团体标准的立项。

2023年10月30 日，创新联盟秘书处召开极片中正极材料元素含量测试方法进行研讨会，就方

法的整体内容进行讨论，会议邀请参标单位专家做会议指导。会上，参会单位围绕标准中拆解极

片的清洗方法、极片的刮料、刮料的溶解方式、仪器的测试稳定性、标准溶液的配置等内容进行

讨论。会后，创新联盟秘书根据会议结果和内部讨论后形成《锂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关键材料-正

极极片材料元素含量测试方法》（草案）。



2023年12月5日起，创新联盟秘书处将对《锂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关键材料-正极极片材

料元素含量测试方法》（草案）进行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制定原则

标准文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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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写。

在充分调研企业规划和结合新能源汽车市场现用的电池材料的基础上,参考《GB/T23367.

2-2009 钴酸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2部分：锂、镍、锰、镁、铝、铁、钠、钙和铜量的测定 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TS/T1006.1-2014《镍钴锰酸锂化学分析方法第2部分

：锂、镍、钴、锰、钠、镁、铝、钾、铜、钙、铁、锌和硅量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GB/T11064.16-2013《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氯化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16部

分：钙、镁、铜、铅、锌、镍、锰、镉、铝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的有关内容进行编写。

技术先进性：本标准提出的极片元素含量测试适用于电池的全生命整个周期阶段，规

定了测试对象的获取的方式，弥补了现有方法中缺失。

创新性：现有标准是针对正极材料正向分析中的的元素含量测试方法，锂电池逆向拆

解后，正极材料获取方式要比正向分析中复杂的多。该方法作为一种新型测试方法，规定了

该正极极片的获取方式及测试条件，经验证准确度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经济适用性：本标准中测试对象来源广泛，测试设备及相关材料（溶剂及气体等）极易

获得且成本低。该方法适用于锂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正极极片元素含量测试，易推广应用。

2.2 主要标准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中锂、镍、钴、锰、硼、铬、锆、铁、钒、钛、镁

、钨、铝、铜、锌量的测定，主要内容是试样经浸泡清洗烘干后并用陶瓷刀刮料，然后以

王水和氢氟酸溶解，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于各元素选定的波长处测定

其发射强度，按标准工作曲线计算各元素的质量分数。 本标准主要技术如下

表1 各元素测试范围

元素 测定范围w/% 元素 测定范围w/%

锂 1.00-12.00 钒 0.0001-2.00
镍 2.00-60.00 钛 0.0001-2.00
钴 2.00-30.00 镁 0.0001-2.00
锰 2.00-60.00 钨 0.0001-2.00
硼 0.0001-2.00 铝 0.0001-2.00
铬 0.0001-2.00 铜 0.0001-2.00
锆 0.0001-2.00 锌 0.0001-2.00
铁 0.0001-2.00



表2 各元素的推荐分析谱线

元素 波长/nm

锂 670.783

镍 231.604

钴 228.616

锰 260.568

铁 259.939

硼 182.577

铜 324.754

铬 267.716

锆 343.823

钒 292.401

镁 280.270

锌 206.200

铝 396.152

钨 220.449

钛 334.941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未查到国际相关标准。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标准整体的工作思路为推荐有代表性的以及未来应用潜力好的极片正极材料元素含量测

试方法，供材料生产企业、电池生产企业、系统集成企业和和整车企业选择使用。通过以动力

电池中实际使用的拆解正极极片为研究对象，进行测试方法的验证，探明电池的老化机理以

及电池关键材料的老化问题整理了征求意见稿，包含了正极极片的前处理方法、测试含量范

围、标准溶液的使用等。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作为电池正极极片中材料元素含量测试的基础类标准，参考了现有标准有关

术语的内容，与现行电池材料元素含量测试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发布实施后由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联合标准起草

单位组织标准宣贯。鼓励相关车企、电池制造商、检验检测机构、材料企业选用推荐的方法

测试极片中正极材料元素含量测试，促进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不做强制要求， 目的在于促进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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