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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级五氯化磷》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化工学会提出并归口，由湖北航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制定。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五氯化磷是磷化工行业中一个核心产品。广泛用作氯化剂、催化剂、脱水剂、阻燃剂等功能方向，也

可作为化工中间体用于磷基化工产品生产。 

传统工艺五氯化磷主要应用于农药制造、医药合成、染料生产、橡胶助剂。 

现行工业五氯化磷重金属测定方法（HG/T5043-2016）为目视比色法，该方法通过与铅标准溶液对比，

只能确定所含金属元素大致范围。工业五氯化磷砷含量测定方法（HG/T5044-2016）为砷斑法，该方法是通

过与砷标准溶液对比，估算砷元素大致含量范围。工业五氯化磷铁含量测定方法（HG/T5042-2016）为分光

光度法：绘制铁标准比色溶液曲线，通过检测样品吸光值，在标准溶液曲线中查找对应数值，以上方法不

能定量或检测误差较大。 

现行工业五氯化磷行业标准(HG/T4108-2022)指标:五氯化磷≥99.0%，三氯化磷≤0.2%，灼烧残渣≤

0.05%。该指标在包括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的应用中已经不能满足终端要求。电子级五氯化磷作为高纯

精细化学品，主要用于航天火箭发动机绝热层材料聚磷腈、新能源领域六氟磷酸锂、六氟磷酸钠等生产，

在新能源领域应用已占五氯化磷全部市场的 90%以上。 

本团体标准制订的五氯化磷各项指标优于行业标准：五氯化磷≥99.5%，三氯化磷≤0.05%，灼烧残渣

接近未检出；增加金属元素分析检测项，通过定量分析测定 17项金属元素，均达到电子级产品的控制要求

范围以内。 

基于此，五氯化磷的现行行业标准和检测方法已不能满足下游高端客户和终端市场需求，推行电子级

五氯化磷的团体标准势在必行。制定电子级五氯化磷团体标准目的是定义五氯化磷高端市场，提高产品准

入门槛，创建良好的产品供应秩序。 

二、起草工作简要过程 

按照中国化工学会标准制修订程序的要求，《电子级五氯化磷》团体标准的编制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资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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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收集了以下资料： 

─ 标准的基本信息 

─ 企业资质和简介 

─ 技术负责人的资质 

─ 编制单位的联系方式和联系人 

─ 标准编制计划和相关文件 

─ 工作简况 

─ 编制的原则和技术内容 

─ 与国际和国外标准的关系 

─ 与其他标准、法律、法规的关系 

─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 标准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 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 参考的标准和文件 

（二）标准的起草 

1.  2024年 4 月至 2024 年 8 月，项目组完成标准的前期预研工作。  

2.  2024 年 4 月，召开标准启动会，成立起草工作组，正式启动《 电子级五氯化磷》的团体标准编

制工作，根据启动会企业代表意见，修改完成《电子级五氯化磷团体标准》工作组初稿。 

3. 2025年 2月至 2025 年 5月，工作组成员根据启动会讨论内容和要求，开展验证试验，按照标准指

标项要求，开展了产品指标数据验证试验，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各方意见，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标准起草单位为湖北航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磷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湖北））、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合肥市赛纬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江西吉翔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江西金光高科有限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江西省奉新金欣化工有限公司、江西

永顺新材料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表 

成员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方向 邮箱 

况庆雷 

湖北航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过海斌 精细化工 grantghb@163.com 

杨凡 应用化学  

黄华 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磷 化工  



 

3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湖北）） 

皮向东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化工  

胡武 
合肥市赛纬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化工 whu@sw-zh.com 

杨慧慧 化工  

程小霞 
江西吉翔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马爱琴 化工  

陈效飞 江西金光高科有限公司 化工  

蔡禹元 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 化工  

魏源 江西省奉新金欣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weiyuan990187@126.com 

三、编写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的编写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坚持严格要求与适宜性、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标准编制所涉及的产品技术指标，应

不低于目前国内相关行业标准规定的限量指标；严格要求即标准的编制应严格遵循《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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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规定进行：适宜

性既要充分考虑到本行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及对检测项目的设置与指标控制，又要有一个适宜性的范围与

程度，从而提高标准贯彻实施的可操作性。  

本标准五氯化磷各项含量指标优于 HG/T 4108-2022《工业用五氯化磷》行业标准优等品规格；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借鉴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相关工艺指标并把相关金属离子指标要求纳入了本标准中，

使标准内容及指标更加符合实际运用。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法规性文件包括： 

GB 190-20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2016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2002 化学试剂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2002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和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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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678-2003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 9741-2008 化学试剂 灼烧残渣测定通用方法 

HG/T 3606-2009 工业用三氯氧磷 

HG/T 4108-2022 工业用五氯化磷 

GB/T 309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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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1446.1-2013 电子级水 

四、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和预期的经济效益 

本标准内容已应用于正常生产运行控制和销售控制指标，反映良好，本标准颁布实施后，电子级五氯

化磷生产和使用单位均可采用该标准，本标准将随应用情况进行完善。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推动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为磷化工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及水平对比 

本标准无对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电子级五氯化磷产品指标均符合电子级产品行业要求，符

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相关

规定，与其他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关。未发现与本标准相关的知识产权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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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贯彻实施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标准文本出版发行，将在五氯化磷生产行业内开展本标准的宣贯工作，将本标准

内容最大程度为相关专业人员熟知。 

七、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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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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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密度检测 

测定方法：绘制成功曲线后，用标准溶液配置 4 个样品，分别为曲线量程的 25%、50%、75%、100%的已知浓度标准样品，按照样品

的分析方法进行检测，重复 6 次，计算结果如下： 

 

2、准确度测定（回收率） 

测定方法：绘制成功曲线后，用标准溶液配置 4 个样品，分别为曲线量程的 25%、50%、75%、100%的已知浓度标准样品，按照样品

的分析方法进行检测，重复 3 次，算出平均值，计算结果如下： 

标准样品浓度 测定结果 标准值 回收率 

1 2 3 平均值 

1#（25%） 0.209mg/L 0.257mg/L 0.199mg/L 0.222mg/L 0.250mg/L 88.8% 

2#（50%） 0.492mg/L 0.523mg/L 0.579mg/L 0.531mg/L 0.500mg/L 106.2% 

3#（75%） 0.824mg/L 0.758mg/L 0.781mg/L 0.724mg/L 0.750mg/L 96.53% 

4#（100%） 1.115mg/L 1.095mg/L 0.898mg/L 1.016mg/L 1.000mg/L 110.6% 

 

样品浓度 测定结果 平均值 S.D RSD 

1 2 3 4 5 6 

1#（0.250mg/L） 0.209mg/L 0.257mg/L 0.199mg/L 0.262mg/L 0.288mg/L 0.236mg/L 0.242mg/L 0.0338 13.98% 

2#（0.500mg/L） 0.492mg/L 0.523mg/L 0.579mg/L 0.622mg/L 0.557mg/L 0.584mg/L 0.560mg/L 0.0464 8.30% 

3#（0.750mg/L） 0.824mg/L 0.758mg/L 0.781mg/L 0.791mg/L 0.730mg/L 0.608mg/L 0.749mg/L 0.0758 10.13% 

4#（1.000mg/L） 1.115mg/L 1.095mg/L 0.898mg/L 1.127mg/L 1.036mg/L 1.200mg/L 1.079mg/L 0.1031 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