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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XXX、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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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碳酸酯副产工业氯化钠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碳酸酯副产工业氯化钠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聚碳酸酯生产过程产生的浓盐水为原料，经过精制、蒸发等过程，得到的氯化钠

盐水或固体氯化钠。该产品适用于氯碱、纯碱、无机盐以及印染等领域工业用原料与添加剂，严禁直接

或间接用于食用及食品加工、畜牧、医药等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0.2-2004  工业碳酸钠及其试验方法  第1部分：工业碳酸钠试验方法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 5009.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618  制盐工业主要产品取样方法 

GB/T 9724  化学试剂 pH值测定通则 

GB/T 13025.3-2012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水分的测定 

GB/T 13025.4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水不溶物的测定 

GB/T 13025.5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氯离子的测定 

GB/T 13025.6-2012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钙和镁的测定 

GB/T 13025.8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硫酸根的测定 

HJ/T 501-2009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3 要求 

3.1 外观 

工业盐水：无色透明液体，无明显杂质； 

工业固体盐：白色或微黄色固体，无明显杂质。 

3.2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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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工业固体盐 
工业盐水 

一级 二级 

氯化钠，w/%             ≥ 97.0 94.0 15.0 

 
水分，w/%               ≤ 1.5 3.5 - 

水不溶物，w/%           ≤ 0.05 0.2 0.02 

钙镁离子总量，w/%       ≤ 0.1 0.3 0.02 

碳酸钠，w/%             ≤ 0.5 1.0 

 

 

 

 

 

 

 

 

 

0.16 

硫酸根，w/%             ≤ 0.4 0.7 0.04 

总有机碳（TOC），mg/kg   ≤ 70 100 15 

pH 6.5~10.0 

铁（以 Fe 计），mg/kg     ≤ 1.8 2.0 0.3 

铝（以 Al 计），mg/kg     ≤ 1.2 1.5 0.2 

锰（以 Mn 计），mg/kg    ≤ 0.05 0.07 0.01 

4 试验方法 

4.1 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GB/T 6682的三级水。 

分析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制剂与制品，除非另有说明，均按GB/T 601、GB/T 603配制。 

4.2 外观 

工业固体盐：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的白搪瓷盘中，在自然光下目测观察； 

工业盐水：取适量样品于无色透明样品瓶中，在自然光下目视观察。 

4.3 氯化钠 

4.3.1 氯离子测定 

按照GB/T 13025.5规定执行。 

4.3.2 氯化钠含量的计算 

由上述检验结果得出的氯离子百分含量，计算得出氯化钠含量。 

4.4 水分 

按照 GB/T 13025.3-2012 第 2 章干燥失重法规定执行，干燥温度采用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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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水不溶物 

按照 GB/T 13025.4 规定执行。 

4.6 钙镁离子总量 

按照 GB/T 13025.6-2012 中第 3 章和第 4 章容量法规定执行。 

4.7 碳酸钠 

  按照 GB/T 210.2-2004 中 3.3 中总碱量（湿基计）的测定执行，采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约

0.1mol/L，取样量固体试样约 5g、液体试样约 50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绝对差值不大于 0.05%。 

4.8 硫酸根 

按照 GB/T 13025.8 规定执行。 

4.9 总有机碳（TOC） 

按 HJ 501-2009 规定进行，采用直接法测定。根据试样中总有机碳（TOC）含量范围绘制工作曲线，

同时制备空白溶液。 

4.9.1 分析步骤 

配制试样溶液时，称取固体试样约20g（精确至0.0001g），加入适量蒸馏水完全溶解后，转移到100mL

容量瓶中定容。移取10mL试样溶液于1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约85mL~95mL时，采用硫酸酸化至

pH≤2后，定容至刻度，为待测溶液。 

液体试样称取约20g（精确至0.0001g），用水稀释至约85mL~95mL时，采用硫酸酸化至pH≤2后，

定容至刻度，为待测溶液。 

根据所测待测溶液响应值，由工作曲线计算出总有机碳（TOC）含量。 

4.9.2 结果结算 

总有机碳（TOC）含量以碳（C）的质量分数 w 计，数值以（mg/kg）表示，按式（1）计算：                                

………………………………………（1） 

式中： 

c——从工作曲线上查出的试样溶液中TOC的浓度，单位为毫克（mg/L）； 

V——配制待测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绝对差值不大于 5mg/kg。 

4.10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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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试剂 

无二氧化碳水。 

4.10.2 仪器 

酸度计：精度为0.02pH单位 

4.10.3 分析步骤 

工业固体盐：称取15.0g±0.01g试样（精确至0.01g），置于150mL烧杯中，加入100mL无二氧化碳

水，使试样溶解，在10min内，按照GB/T 9724的规定进行测定； 

工业盐水：试样直接按照GB/T 9724的规定进行测定。 

4.11 铁、铝、锰 

按照 GB 5009.268 规定执行。 

5 检验规则 

5.1 检验分类 

5.1.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要求中规定的所有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开发的产品或老产品转产、试产鉴定及停产时间较长再生产时； 

b) 当生产工艺、设备、原料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正常生产时，每季度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5.1.2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需经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逐批进行检验，工业固体盐产品出厂检验项目为氯化钠、水

分、碳酸钠、总有机碳（TOC）、pH，工业盐水产品出厂检验项目为氯化钠、碳酸钠、总有机碳（TOC）、

pH。 

5.2 组批 

以每班次产品为一批，若干个生产批构成一个检验批时，则通常不超过 500 吨。 

5.3 抽样 

    按GB/T 8618中规定进行，采样总量固体产品应不低于200g，液体产品应不少于500mL。所取样品

装于密封袋或样品瓶中，贴上标签。标签上注明产品名称、批号、取样日期、取样地点、取样者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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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 8170 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如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时，应重新采取样品进行复验。复检结果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判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6 包装、标识、运输、贮存 

6.1 包装、标识 

产品出厂时，固体产品可以采用编织袋包装，也可以散装；液体产品可装于塑料桶或槽车内，塑

料桶和槽车必须完好、清洁、无滞留物，近距离也可采用管道输送。编织袋包装产品应在包装上注明产

品名称、规格、生产单位及本标准编号，并在醒目位置标注“禁止食用”字样。 

6.2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污染，运输途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溢洒、雨淋、受潮、防爆晒、防破

裂，不应与能导致产品污染的货物混装。 

6.3 贮存 

产品存放仓库要通风，防止雨淋、受潮，要防止灰尘及其他杂物的污染，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

分开存放，不应与可能导致污染的货物共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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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碳酸酯副产工业氯化钠》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聚碳酸酯（PC）是一种高性能透明工程塑料，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广泛用于医疗器

械、电子电器、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截至 2018 年底，我国聚碳酸酯产能达 116 万吨/年，主要

分布在上海、浙江、山东和北京，产能较大企业有鲁西集团 (20 万吨/年)、嘉兴帝人 (15 万吨/年)、科

思创 (40 万吨/年)、浙铁大风 (10 万吨/年)、利华益 (10 万吨/年)、万华（10 万吨/年）等。 

目前，聚碳酸酯生产工艺主要分为三种：界面缩聚光气法(又称光气法)、熔融酯交换缩聚法和非光

气熔融酯交换缩聚法。光气法生产工艺副产氯化钠盐水，该盐水处置方式有处理后排海、作为氯碱离子

膜法烧碱生产原料以及经多级处理后浓缩生产湿盐氯化钠，或干燥后生产干盐氯化钠。预计 2020 年光

气法聚碳酸酯产能将突破 70 万吨，按照每吨聚碳酸酯产品可副产氯化钠 700kg~800kg 计算，每年副产

氯化钠将达到 49 万吨~56 万吨。原来各企业控制指标要求不统一，处置方式也不同，有可能会对水质或

环境造成污染，现在作为一种副产品进行管控，避免了环保问题，同时实现了资源的回收利用。 

目前各企业多是执行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标准的要求和指标均不统一，用途也是不尽相同，目前

行业内尚没有统一监管控制的指标要求。 

因此，为了合理利用聚碳酸酯副产的氯化钠，迫切需要制定《聚碳酸酯副产工业氯化钠》团体标准，

以规范回收副产工业氯化钠的质量标准，明确其使用领域或途径，实现资源的综合合理利用。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关于印发 2020 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

目计划的通知》（中石化联质函（2020）28 号）的计划安排，制定《聚碳酸酯副产工业氯化钠》（立项第

1 号）。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中国化工环保协会为组织牵

头单位，鲁西集团有限公司、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标准的

主要起草单位。 

2 产品现状 

2.1 产品简介 

固体氯化钠和氯化钠溶液在工业上主要用作电解法生产氢气、氯气和烧碱（氢氧化钠）及其他化工

产品（一般称为氯碱工业）的原料，也可用于矿石冶炼（电解熔融的氯化钠晶体生产活泼金属钠）、有

机合成的原料和盐析药剂，以及钢铁工业的热处理剂，此外还用于玻璃、染料、冶金等行业。 

氯化钠（NaCl）是白色、微黄色或青白色固体，易溶于水、甘油，微溶于乙醇，水中溶解度为 35.9g

（室温），不溶于浓盐酸，熔点 801℃，沸点 1465℃，密度 2.165g/cm³（25℃）。氯化钠盐水稳定性较好，

纯氯化钠水溶液呈中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A%B6%E8%A7%A3%E5%BA%A6/43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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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艺路线 

聚碳酸酯生产过程副产的盐水有两种路线，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2.2.1 界面缩聚法 

界面缩聚法副产氯化钠直接来源于聚碳酸酯产品（PC）的聚合生产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双酚 A

钠盐碱性溶液和光气在二氯甲烷溶剂中发生聚合反应生成聚碳酸酯，同时副产氯化钠和碳酸钠，形成混

合溶液。该混合溶液经过分离后，主要含氯化钠的盐水，盐水再经多级处理、蒸发浓缩、分离、干燥后

得到氯化钠固体产品。 

 

 

 

 

 

 

 

 

 

 

 

2.2.2 熔融酯交换法 

熔融酯交换法副产氯化钠来源于合成聚碳酸酯的主要原料碳酸二苯酯（DPC）的生产过程。在一定

条件下，苯酚、氢氧化钠溶液和光气反应生成碳酸二苯酯，同时也副产氯化钠盐水，该盐水同样经过多

级处理、蒸发浓缩、分离、干燥后得到氯化钠固体产品。 

 

 

 

 

 

 

 

 

 

3 工作过程 

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和起草单位进行了国内外标准资料的搜集，有关氯化钠现行标准有

GB/T5462-2015《工业盐》、TCCT002-2019《煤化工 副产工业氯化钠》、GBT23880-2009《饲料添加剂 氯

氯化钠盐水 

浓缩、离心、干燥 

多级处理 副产氯化钠盐水 

固体氯化钠 

光气 

PC聚合混合液 

双酚 A钠盐溶液 

PC产品 分离、净化、造粒

 

用户 

氯化钠盐水 多级处理 副产氯化钠盐水 

DPC混合液 

光 气 

苯酚、氢氧化钠溶液 

 DPC 分离、净化处理 

用户 浓缩、离心、干燥 固体氯化钠 



  6 

化钠》、GB/T5461-2016《食用盐》，国内外尚没有专门针对聚碳酸酯副产工业氯化钠质量的国家或行业

标准，不与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冲突。国内相关聚碳酸酯生产企业副产氯化钠执行各自的企业标准。 

2020 年 1 月 9 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项目立项评审会，会议上确定项目启动会议。 

2020 年 4 月，编制完成团体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初稿。 

2020 年 5 月，编制组成员召开讨论会，讨论初稿，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 

2020 年 6 月～8月，编制组成员讨论初稿，对相关企业调研，补充、修改、完善初稿材料，形成征

求意见稿，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4 制定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

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

经济上合理；制定标准应当做到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

外贸易”的精神制定本标准。 

同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相关指标的设定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安全性原则，核心就是副产工业盐

中残留的母液成份与含量要符合环境和安全原则，这是制定本标准的底线；二是指标设定兼顾必要性原

则，要与下游通用需求与行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并不强调指标越多越严格越好，即要实现安全环保与技

术可行性、经济性相统一。 

5 内容及试验方法 

5.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碳酸酯副产工业氯化钠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聚碳酸酯副产盐水和盐水精制提纯后所得固体氯化钠。该产品适用于氯碱、纯碱、无机盐

以及印染等领域工业用原料与添加剂，严禁直接或间接用于食用及食品加工、畜牧、医药等领域。 

5.2 标准制定要点 

《聚碳酸酯 副产工业氯化钠》标准拟定技术指标一览表、试验方法一览表见附件 1 和附件 2。 

5.3  项目和指标的确定 

5.3.1 项目的确定 

根据聚碳酸酯副产工业氯化钠生产企业的生产工艺和下游客户需求，并考虑国内生产企业的生产情

况，本次制定的标准拟定产品分为工业固体盐和工业盐水两种类型，工业固体盐等级分一级、二级 2 个

等级，检验项目设氯化钠、水分、水不溶物、钙镁离子总量、碳酸钠、硫酸根、总有机碳、铁、铝、锰

10 项，能够满足用户需求；工业盐水不分等级，检测项目设氯化钠、水不溶物、钙镁离子总量、碳酸钠、

硫酸根、总有机碳、pH、铁、铝、锰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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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拟定的技术指标 

根据市场应用情况，所列指标完全可满足用户要求。具体见表 1。 

表 1   团体标准拟定的项目和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工业固体盐 
工业盐水 

一级 二级 

氯化钠，w/%             ≥ 97.0 94.0 15.0 

水分，w/%               ≤ 1.5 3.5 - 

水不溶物，w/%           ≤ 0.05 0.2 0.02 

钙镁离子总量，w/%       ≤ 0.1 0.3 0.02 

碳酸钠，w/%             ≤ 0.5 1.0 0.16 

硫酸根，w/%             ≤ 0.4 0.7 0.04 

总有机碳（TOC），mg/kg  ≤ 70 100 15 

pH 6.5~10.0 

铁（以 Fe计），mg/kg    ≤ 1.8 2.0 0.3 

铝（以 Al计），mg/kg    ≤ 1.2 1.5 0.2 

锰（以 Mn计），mg/kg    ≤ 0.05 0.07 0.01 

5.3.3 检项目和指标的确定 

5.3.3.1 外观 

外观是一个直观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产品质量的控制项目。本标准规定的外观分两类产品，

工业固体盐和工业盐水。其中工业固体盐：白色、微黄色或青白色固体，无明显杂质；工业盐水：无

色透明液体，无明显杂质。 

5.3.3.2 氯化钠 

氯化钠含量是表征产品质量最重要指标，也是出厂和客户最关注的重点指标；为了能够达到后续

工业使用的要求，参照GB/T 5462-2015《工业盐》精制工业盐中工业干盐二级与工业湿盐二级、三级的

分级标准，结合企业和同行业的实际生产水平以及下游用户需求，规定工业固体盐中氯化钠含量分为

一级、二级，技术指标分别为≥97.0%、≥94.0%；下游氯碱用户要求最为严格，因此规定工业盐水中

氯化钠含量≥15.0%。 

5.3.3.3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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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表征产品中含有游离水的多少，主要是来源于生产企业工艺流程（离心分离、焙烧）处理效

果。参照GB/T 5462-2015《工业盐》精制工业盐中工业干盐二级与工业湿盐二级、三级的分级标准，结

合企业和同行业的实际生产水平及下游用户，规定工业固体盐中水份含量≤1.5%、≤3.5%。 

5.3.3.4 水不溶物 

反映产品中不溶于水的机械杂质的含量，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原料、辅料、水中的微量机械杂质以

及水处理过程引入的不溶杂质。参照GB/T 5462-2015《工业盐》中优级、一级、二级标准，考虑实际生

产情况，规定工业固体盐中水不溶物含量按照≤0.05%、≤0.2%进行分级控制，工业盐水中水不溶物含

量≤0.02%。 

5.3.3.5 钙镁离子总量 

钙镁离子总量反应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水质的质量情况，是下游客户的重点关注指标之一；聚

碳酸酯副产氯化钠生产路线中产生的氯化钠是由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中和反应而成，生产过程使用的

水均为去离子水，几乎没有钙、镁离子引入进入。与传统工业盐的制盐过程相比，聚碳酸酯的生产工

艺和副产盐的钙、镁离子指标低于工业盐，暂定工业固体盐中钙镁离子总量≤0.1%、≤0.3%；工业盐

水中钙镁离子总量≤0.02%。 

5.3.3.6 碳酸钠 

碳酸钠主要来源于聚碳酸酯使用的原料光气和双酚A钠盐中稍过量的氢氧化钠会发生副反应生成碳

酸钠，因此设置此项目加以控制，结合实际生产情况，规定工业固体盐中碳酸钠含量≤0.5%、

≤1.0%，工业盐水中碳酸钠含量≤0.16%。 

5.3.3.7 硫酸根 

硫酸根主要来源于聚碳酸酯生产过程辅料添加的微量残留，考虑实际生产控制情况规定工业固体

盐中硫酸根含量≤0.4%、≤0.7%，工业盐水中硫酸根含量≤0.04%。 

5.3.3.8 总有机碳（TOC） 

总有机碳（TOC）反映产品中含微量小分子有机物含量多少，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中轻相水溶液中

残留的微量的有机物（如小分子PC等）或碳酸二苯酯生产中盐水中残留的微量苯酚和碳酸二苯酯，直接

影响产品的外观颜色（含量高，泛微黄色），且下游客户（尤其是氯碱行业）重点关注。聚碳酸酯副产

工业氯化钠根据各自工艺控制不同，TOC含量也不相同，参考T/CCT 002-2019《煤化工副产工业氯化钠》

团体标准，结合要求最为严格的氯碱用户要求，规定工业固体盐中TOC含量≤70mg/kg、≤100mg/kg；

工业盐水中TOC含量≤15mg/kg。 

5.3.3.9 pH 

pH 因初始盐水中含有氢氧化钠、碳酸钠，导致溶液呈碱性，副产氯化钠盐水再经盐酸中和、调节

溶液等过程处理，过程中严格控制溶液的酸碱性，不应影响下游使用和造成设备腐蚀，因此设定 pH范

围 6.5~10.0。 

5.3.3.10 铁、锰、铝金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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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离子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中金属设备腐蚀、生产原辅料的微量引入和盐水处理过程中引入，

含量一般很少，参照下游氯碱离子膜要求和团体标准T/CCT002-2019《煤化工副产工业氯化钠》，分级

控制。 

5.4 试验方法的确定 

目前各生产厂的企标中大都直接采用国家通用的分析测试方法或根据生产应用实际情况采用自行

研发的检测方法。依据参照现行有效国家标准、收集到企业标准及经过试验验证工作，确定各项目检测

方法。 

5.4.1 氯离子测定 

按照 GB/T 13025.5 规定执行。 

5.4.2 氯化钠含量的计算 

由上述检验结果得出的氯离子百分含量，计算得出氯化钠含量。 

5.4.3 水分 

按照 GB/T 13025.3 第 2 章干燥失重法规定执行，干燥温度采用 140℃。 

5.4.4 水不溶物 

按照 GB/T 13025.4 规定执行。 

5.4.5 钙镁离子总量 

按照 GB/T 13025.6 中第 3 章和第 4 章容量法规定执行。 

5.4.6 碳酸钠 

按照GB/T 210.2中3.3中总碱量（湿基计）的测定执行，采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约0.1mol/L，

取样量固体试样约5g、液体试样约50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绝对差值不大于0.05%。 

5.4.7 硫酸根 

按照 GB/T 13025.8 规定执行。 

5.4.8 总有机碳（TOC） 

按 HJ 501《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试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规定进行，采用直接法测定。根

据试样中总有机碳（TOC）含量范围绘制工作曲线，同时制备空白溶液。 

5.4.9 pH 

按照GB/T 9724《化学试剂 pH值测定通则》规定执行，固体盐配成150g/L水溶液后测定，盐水直接

测定。 

5.4.10 铁、铝、锰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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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B 5009.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规定执行，样品进行消解处理后，

可采用 ICP-MS 或 ICP-OES 检测。 

5.5 检验规则 

标准中所列的全部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正常情况每季度型式检验一次；工业固体盐出厂检验项目

为氯化钠、水分、碳酸钠、总有机碳（TOC）、pH，工业盐水出厂检验项目为氯化钠、碳酸钠、总有机

碳（TOC）、pH。 

以每班次产品为一批，若干个生产批构成一个检验批时，则通常不超过 500 吨。 

按 GB/T 8618 中规定进行，采样总量固体产品应不低于 200g，液体产品应不少于 500mL。所取样

品装于密封袋或样品瓶中，贴上标签。标签上注明产品名称、批号、取样日期、取样地点、取样者姓名

等。 

6 标准属性和水平评价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是参考国内现有国家、团体标准制定的。

项目设置、技术指标的确定满足国内生产和应用的要求；试验方法经典、准确。因此本标准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本标准的制定对于规范国内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促进商品贸易发展起到了指导、规范作用。

该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附件 1：拟定标准技术指标表 

附件 2：《煤化工副产工业氯化钠》T/CCT 002-2019 标准、《工业盐》GB/T 5462 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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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聚碳酸酯 副产工业氯化钠》拟定标准指标表 

项   目 

指    标 

工业固体盐 
工业盐水 

一级 二级 

氯化钠，w/%              ≥ 97.0 94.0 15.0 

水分，w/%                ≥ 1.5 3.5 - 

水不溶物，w/%            ≥ 0.05 0.2 0.02 

钙镁离子总量，w/%        ≥ 0.1 0.3 0.02 

碳酸钠，w/%              ≥ 0.5 1.0 0.16 

硫酸根，w/%              ≥ 0.4 0.7 0.04 

总有机碳（TOC），mg/kg  ≥ 70 100 15 

pH 6.5~10.0 

铁（以 Fe 计），mg/kg     ≥ 1.8 2.0 0.3 

铝（以 Al 计），mg/kg      ≥ 1.2 1.5 0.2 

锰（以 Mn 计），mg/kg     ≥ 0.05 0.07 0.01 

 

 

附件 2： 

《煤化工 副产工业氯化钠》 T/CCT 002-2019 团体标准指标表 

序号 项目 

精制工业盐 

工业干盐 工业湿盐 

一级 二级 合格 一级 二级 合格 

1 氯化钠/（g/100g）        ≥ 98.5 97.5 96.0 96.0 93.3 92.0 

2 水分/（g/100g）          ≤ 0.30 0.80 1.00 3.00 4.00 6.00 

3 水不溶物/（g/100g）      ≤ 0.10 0.20 0.40 0.10 0.20 0.40 

4 钙镁离子总量/（g/100g）  ≤ 0.25 0.60 1.00 0.25 0.70 1.10 

5 钙（以 Ca 计）/（g/100g） ≤ 0.15 - - 0.15 - - 

6 镁（以 Mg 计）/（g/101g） ≤ 0.10 - - 0.10 - - 

7 硫酸根/（g/100g）         ≤ 0.30 0.90 1.10 0.40 1.00 1.20 

8 铵（以NH4 +）/（mg/kg） ≤ 4.0 - - 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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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总有机碳（TOC）/（mg/kg）≤ 30 40 60 30 55 70 

10 白度（R457）/（mg/kg）   ≤ 75 67 58 75 60 53 

11 碘（以 I 计）/（mg/kg）    ≤ 2.0 - - 2.0 - - 

12 钡（以 Ba 计）/（mg/kg）  ≤ 15.0 - - 15.0 - - 

13 铁（以 Fe 计）/（mg/kg）  ≤ 2.0 - - 2.0 - - 

 

 

GB/T 5462-2015 《工业盐》标准指标 

项目 

指标 

精制工业盐 
日晒工业盐 

工业干盐 工业湿盐 

优级 一级 二级 优级 一级 二级 优级 一级 二级 

氯化钠含量（g/100g） ≥ 99.1 98.5 97.5 96.0 95.0 93.3 96.2 94.8 92.0 

水分（g/100g）      ≤ 0.3 0.5 0.8 3.00 3.50 4.00 2.80 3.80 6.00 

水不溶物（g/100g）  ≤ 0.05 0.10 0.20 0.05 0.10 0.20 0.20 0.30 0.40 

钙镁离子（g/100g）  ≤ 0.25 0.40 0.60 0.30 0.50 0.70 0.30 0.40 0.50 

硫酸根离子（g/100g）≤ 0.30 0.50 0.90 0.50 0.70 1.00 0.50 0.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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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标准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处理意见及理由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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