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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工业碳酸氢钠》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 [2023]58 号文《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的要求，于 2024 年完成修订 GB/T 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国家标

准，计划编号：20231403-T-606。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机化工分技术委员会

（SAC/TC63/SC1）归口。主要起草单位： 

（二）制定背景 

1、行业基本情况 

1.1 产品性质 

碳酸氢钠（俗称小苏打），分子式：NaHCO3，相对分子质量：84.01。白色结晶状粉末，相对密度

2.159 。 熔 点 270℃ ， 加 热 至 约 50℃ 开 始 失 去 二 氧 化 碳 ， 至 100℃ 时 成 为 倍 半 碳 酸 钠

（Na2CO3·NaHCO3·2H2O），加热至（270～300）℃，2 小时，完全失去二氧化碳而成碳酸钠。干燥空

气中无变化，在潮湿空气中缓慢分解。易溶于水（9.6％，20℃），呈碱性（pH 值 7.9～8.4）。不溶于乙

醇。 

1.2 应用领域 

    碳酸氢钠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应用范围广泛，在食品、饲料、化工行业都有广泛的用途，近几

年也逐步在脱硫、垃圾焚烧等环保行业应用。 

1.3 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最早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辽宁、四川等地开始生产碳酸氢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碳酸氢钠的

产量持续上升，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生产和出口形势越来越好，产量和出口量均屡创新高。随着我

国碳酸氢钠产业不断发展，截至到 2023 年 12 月全国碳酸氢钠产能已达到 400 余万吨，我国碳酸氢钠总

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碳酸氢钠生产企业主要有 30 家左右，主要分布在内蒙、河南、山东、天津、

湖南、江苏、广东等地。随着天然碱矿的不断发掘开采，目前天然碱法占全国碳酸氢钠总产能不小于 50%。

碳酸氢钠的主要用途可分为工业用、食品用、医药用等。食品工业消费占比约 31%，化学工业消费占比

约 23%，消防工业消费占比约 16%，医药行业消费占比约 13%，饲料添加剂行业消费占比约 8%。 

1.4 国内生产工艺情况 

目前国内碳酸氢钠生产主要采用天然碱法、合成法（合成法又称纯碱法、纯碱碳化法）、复分解法

三种生产工艺。各工艺的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环境影响、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天然碱法生

产碳酸氢钠，原料易得、生产流程短、污染少、生产成本较低，但产品含盐相对较高；合成法生产碳酸

氢钠，产能低，受原料纯碱价格影响较大、生产成本高，但质量纯度高；传统的复分解法生产的碳酸氢

钠，原料价格低廉，但是原料转化率低，而且反应温度不同会影响碳酸氢钠结晶粗细。 

1.4.1 合成法 

碳酸钠水溶液用CO2气体碳化，生成碳酸氢钠，再经离心分离和干燥而得。其反应式： 

Na2CO3 +H2O+CO2→2NaHCO3 

1.4.2 复分解法 

碳酸氢铵跟氯化钠（卤水）复分解反应，生成碳酸氢钠晶体，经沉降、洗涤、脱水分离和干燥而得。

其反应式：NH4HCO3 +NaCl→NH4Cl+ NaHCO3 

1.4.2 天然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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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溶法开采工艺，采取地下深层天然碱矿，原卤主要成分是碳酸钠、碳酸氢钠和少量的氯化钠，

经纯碱装置蒸发、结晶、过滤生产纯碱产品。以纯碱过滤母液（主要成分是碳酸钠、少量的碳酸氢钠和

氯化钠）和纯碱蒸发卤水中碳酸氢钠分解产出的纯净二氧化碳气体为原料，采用碳化法生产碳酸氢钠产

品。 

2、修标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碳酸氢钠生产的技术进步、质量提升及下游应用的不断拓展，使客户

对碳酸氢钠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现行标准 GB/T 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国家标准实施已达 15

年，其指标要求反映的是十几年前的生产情况，近年来生产企业对生产工艺、品质控制进行了改进，产

品质量随用户要求的提高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原标准中的试验方法也需改进，为推动产品质量和技术水

平的不断提高，规范我国无机化工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销售，增强碳酸氢钠产品国际竞争力，急需修订工

业碳酸氢钠国家标准。 

（三）起草过程 

1、起草阶段（2024.1～2024.4） 

1.1起草工作组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衡阳爱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碱业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博源

银根化工有限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院）等。 

1.2分工情况 

天津院的赵美敬主要负责标准制定工作总体协调及资料收集、编写文献小结、组织召开标准工作会

议、标准意见统计、编写标准各阶段草案、编制说明及相关附件等工作。 

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提供标准方案、征集试验样品、开展试验方法验证和数据统计、参加

工作会议讨论、对标准过程稿件提出修改意见等。 

1.3调查研究过程 

天津院接到上级部门下达的修订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国家标准的计划后，首先查阅

了国内外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并向生产、使用单位发函，进行调查并广泛征求对标准修订工作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献小结。2024 年 3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此项国家标准工作方案会，会上生产单

位就各自的产能、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和用户使用情况进行了介绍。与会代表就此标准的名称、用途、

分类、指标项目和指标参数、分析方法及检验规则、包装、贮存、运输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提出了工作方案，并对各项工作任务及工作进度做了详细的安排。 

此标准的重点解决的问题：更改了产品分类；更改了指标参数，按照新的产品分类进行调整；增加

了氯化物含量电位滴定法测定方法；删除了氯化物含量目视比浊法测定方法；增加了铁含量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方法；增加了硫酸盐含量硫酸钡重量法测定方法；增加了水不溶物含量微孔过滤

膜法测定方法；删除了水不溶物含量测定的石棉滤纸法。会后由天津院编写相应的试验验证方案，发至

各生产单位进行试验验证。 

1.4验证过程 

    各起草单位根据天津院提供的试验方案，进行了连续 10 批产品的累积数据和同一样品 8 次重复性试

验数据。详见附表 4。 

2、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2024.6～2024.8） 

2.1广泛征求意见 

在起草阶段工作基础上，由负责起草单位提出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于 2024 年 6 月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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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工分技术委员会的委员、生产、使用及检验机构等单位发送了电子文件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

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2.2意见的反馈与处理 

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单位数××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

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个，没有回函的单位数××个。对收到的意见全部进行处理，处理意见详见

意见汇总处理表。 

2.3召开预审会 

 

3、 标准审查阶段（2024.10） 

 

4、 报批阶段（2024.12）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国家标准编制原则 

1、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有利于合理开发和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3、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4、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环境。 

5、充分考虑使用要求，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6、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协调配套。 

（二）标准体系 

工业碳酸氢钠产品在无机化工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体系类目名称：无机碱制造—纯碱类 

体系类目编号：01-063-01-02-01-02-01 

体系编号：01-063-01-02-01-02-01-003 

（三）确定国家标准修订主要内容的依据 

1、国内外标准情况 

目前收集到的标准有：俄罗斯国家标准 ΓOCT 2156－1976（1992）《碳酸氢钠技术条件》，原国家

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GB 1886.2－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碳酸氢钠》、

GB 7300.801-2019《饲料添加剂 第 8 部分：防腐剂、防霉剂和酸度调节剂 碳酸氢钠》、HG/T 3972-2007

《饲料级碳酸氢钠》、GB/T 640-1997《化学试剂 碳酸氢钠》。本次修标在原国标的基础上，结合我国

目前实际生产及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及此次修标过程中验证数据情况进行修订。国内外标准指标参数对

比表见附表 1。国内外标准试验方法对比表见附表 2。 

2、修标依据 

2.1 原国家标准 GB/T 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 

2.2 用户要求。 

2.3 生产厂家近两年的质量月报见附表 3。 

2.4 生产厂家的试验累积数据见附表 4。 

（四）与原国标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更改了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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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改了指标参数，按照新的产品分类进行调整。 

3、增加了氯化物含量电位滴定法测定方法。 

4、删除了氯化物含量目视比浊法测定方法。 

5、增加了铁含量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方法。 

6、增加了硫酸盐含量硫酸钡重量法测定方法。 

7、增加了水不溶物含量微孔过滤膜法测定方法。 

8、删除了水不溶物含量测定的石棉滤纸法。 

9、删除了原标准的附录 A。 

（五）标准主要内容 

1、产品分类 

原国标 本次修标 

工业碳酸氢钠根据用途分为3类： 

Ⅰ类：用于化妆品行业； 

Ⅱ类：用于日化、印染、鞣革、橡胶等行业； 

Ⅲ类：用于金属表面处理行业。 

工业碳酸氢钠根据用途分为3类： 

Ⅰ类为精细化工行业用碳酸氢钠； 

Ⅱ类为一般工业用碳酸氢钠； 

Ⅲ类为环保行业用碳酸氢钠 

2、指标项目及参数的设立 

指标项目共设立了 10 项指标，与原国标一致。按照新的产品分类对指标参数进行调整。目前我国工

业碳酸氢钠的生产工艺稳定，产品质量可靠，本次修标根据生产厂家的实际生产及用户的需要设定指标

项目及参数，具体见表 1。 

表 1 

项 目 

指 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一等品 合格品 

总碱量（以NaHCO3计）w/%                 ≥ 99.5 99.0 98.5 95.0 

氯化物（以 Cl 计）w/%                  ≤ 0.05 0.40 —— —— 

铁（Fe）w/%                            ≤ 0.001 0.002 0.05 0.05 

硫酸盐（以 SO4计）w/%                     ≤ 0.02 0.05 0.80 0.80 

水不溶物 w/%                            ≤ 0.01 0.02 —— —— 

干燥减量 w/%                             ≤ 0.10 0.15 0.20 0.20 

pH 值 （10g/L 水溶液）                 ≤ 8.3 8.5 8.7 8.7 

钙（Ca）w/%                                  ≤ 0.03 0.03 —— —— 

砷（As）w/%                                  ≤ 0.0001 0.0001 —— —— 

重金属（以 Pb 计）w/%                          ≤ 0.0005 0.0005 —— —— 

3、试验方法的确定 

3.1总碱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 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碳酸氢钠含量的测定采用的是酸碱滴定法。即以

溴甲酚绿－甲基红作指示剂，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其总碱量。此方法经生产企业及用户多年使用，

其可操作性强，结果准确、可靠。本次修标仍采用此方法。 

3.2氯化物含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氯化物含量的测定采用的是无机化工产品中氯化

物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汞量法和硝酸银目视比浊法并列，汞量法作为仲裁法。汞量法即在微酸性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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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乙醇—水溶液中，用强电离的硝酸汞标准滴定溶液将氯离子转化为弱电离的氯化汞，用二苯偶氮碳酰

肼指示剂与过量的 Hg2+生成紫红色络合物来判断终点。 

本次修标生产企业反映采用目视比浊法不好判定结果，而且有部分用户要求给出氯化物的具体数值，

而采用目视比浊法，只给出限量结果，因此删除目视比浊法。汞是有害物质，为了减少排放本次修标采

用汞量法并列无机化工产品氯化物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电位滴定法（仲裁法）。 

3.3铁含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铁含量的测定采用的是 GB/T 3049《无机化工产品

中铁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随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的

普及，一些生产企业已经开始用 ICP-OES 方法测定铁含量，本次修标采用 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仲

裁法）与 ICP-OES 方法并列。 

3.4硫酸盐含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采用的也是目视比浊法，即在微酸性介质中，用

氯化钡沉淀硫酸根离子，与硫酸钡标准悬浮液比浊。本次修标生产企业反映有部分用户要求给出硫酸盐

的具体数值，而采用目视比浊法，只给出限量结果。本次修标采用硫酸钡重量法（仲裁法）与目视比浊

法并列。 

3.5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采用酸洗石棉古氏坩埚法（仲裁法）与石棉滤纸法

并列。原国标中规定的石棉滤纸法存在以下问题：未对孔径进行规定，石棉滤纸的铺制比较繁琐，效果

不好。随着过滤材料的不断发展，微孔过滤膜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根据碳酸氢钠水溶液为碱性的特点，

选用亲水聚四氟乙烯材质的微孔过滤膜（孔径为 0.45 μm，直径为 47 mm～50 mm）测定水不溶物获得了

很好的效果。因此本次修标采用酸洗石棉古氏坩埚法（仲裁法）与微孔过滤膜法并列。 

3.6干燥减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水分测定采用的是重量法。即将试样置于真空干

燥箱中，在（40±2）℃条件下，放置 4 小时，取出称量，得出结果。此方法经生产企业及用户多年使用，

其可操作性强，结果准确、可靠。本次修标仍采用此方法。 

3.7 pH值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采用的是酸度计测定 10g/L 水溶液的 pH 值。由于在

溶解试样的过程中会有 CO2 放出，造成测出的数据不稳定，故增加了试样溶液测定时间的要求，在 10min

内（从加水开始计时）进行测定。此方法经生产企业及用户多年使用，其可操作性强，结果准确、可靠。

本次修标仍采用此方法。 

3.8钙含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采用的也是目视比浊法，即在微碱性介质中，用

草酸铵沉淀钙离子，与草酸钙标准悬浮液比浊，得出结果。本次修标仍采用此方法进行测定。 

3.9砷含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采用 GB/T 5009.76－2003《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

中规定的砷斑法进行测定。随着生产企业及用户检测手段不断升级，且可参考的标准更加多样，企业及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检测方法，故本次修标采用 GB/T 23947.1 或 GB/T 23947.2 或 GB 5009.76

或 GB 5009.11 的方法进行测定。 

GB/T 23947.1《无机化工产品中砷测定的通用方法  第 1 部分：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光度法》，

GB/T 23947.2《无机化工产品中砷测定的通用方法  第 2 部分：砷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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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9.1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有以下 5 种方法： 

总砷①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②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③银盐法。   

无机砷①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法；②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LC-ICP/MS）。 

GB5009.76-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有以下 2 种方法： 

① 二乙氨基二硫代甲酸银比色法②氢化物原子荧光光度法。 

 3.10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原国家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采用 GB/T 5009.74－2003《食品添加剂中重金属限

量试验》的规定进行测定。随着生产企业及用户检测手段不断升级，且可参考的标准更加多样，企业及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检测方法，故本次修标采用 GB/T 23950 或 GB 5009.74 的方法进行测定。 

GB/T 23950《无机化工产品中重金属测定通用方法》——目视比色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新修订增加的方法） 

GB 5009.74-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重金属限量试验》——目视比色法。 

三、试验验证数据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数据分析 

1、氯化物含量测定方法的改进 

随着自动电位滴定仪的普及，很多企业已经用自动电位滴定仪代替手动方法，本次修订对自动电位

滴定仪法和手动电位滴定法进行了对比，选取本单位 8 个样品进行的对比试验数据见表 2～表 3。 

表 2  氯化物对比试验数据 

样品编号 
对比试验结果/% 

汞量法 手动电位 自动电位 

1 0.52 0.53 0.53 

2 0.61 0.59 0.6 

3 0.35 0.36 0.37 

4 0.42 0.43 0.42 

5 0.48 0.48 0.48 

6 0.54 0.55 0.55 

7 0.46 0.46 0.46 

8 0.44 0.45 0.45 

汞量法与自动电位滴定法对比结

论： 

d = 0.005 

Sd=0.0093 

t= 1.53 

由 t 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 

汞量法与手动电位滴定法对比结

论： 

d = 0.0038 

Sd=0.0106 

t= 1.00 

由 t 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 

手动电位滴定法与自动电位滴定

法对比结论： 

d = 0.0013 

Sd=0.0064 

t= 0.55 

由 t 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 

 

表 3  氯化物对比试验数据 

样品编号 
对比试验结果/% 手动电位滴定法与自动电位滴

定法对比结论： 

d = 0.0013 

Sd=0.0064 

t= 0.55 

手动电位 自动电位 

1 0.5 0.5 

2 0.56 0.55 

3 0.1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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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45 0.45 由 t 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5 0.42 0.42 

6 0.47 0.48 

7 0.36 0.35 

8 0.53 0.53 

从对比试验结论看，本次修订增加的自动电位滴定法和汞量法、手动电位滴定法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考虑到汞量法的使用受到环保和试验废液排放的限制，本次修订确定以电位滴定法为仲裁法。三种方法

八平行试验数据列于表 4。 

表 4  汞量法、电位滴定法八平行试验数据 

平行测定次数 

八平行试验结果/% 

汞量法（企业 1） 
手动电位 

（企业 1） 

自动电位 

（企业 1） 

自动电位 

（企业 2） 

自动电位 

（企业 3） 

1 0.59 0.59 0.585 0.5 0.35 

2 0.59 0.58 0.59 0.51 0.35 

3 0.59 0.59 0.587 0.5 0.36 

4 0.6 0.6 0.584 0.5 0.35 

5 0.6 0.6 0.6 0.51 0.36 

6 0.6 0.59 0.6 0.5 0.35 

7 0.59 0.58 0.596 0.51 0.35 

8 0.59 0.58 0.59 0.5 0.36 

平均值 0.59 0.59 0.59 0.50 0.35 

标准偏差 0.0052 0.0083 0.0064 0.0052 0.0052 

相对标准偏差 0.9% 1.4% 1.1% 1.0% 1.5% 

从八平行试验数据分析，三种方法的相对偏差在 0.9%～1.5%之间，可以满足杂质分析的要求。 

2、铁含量的测定方法的改进 

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与 ICP-OES 对比试验，试验数据列于表 5。 

表 5  铁含量对比试验数据（企业 4） 

样品编号 
对比试验结果/% 

1,10- 菲 啰 啉 分 光 光 度 法 与

ICP-OES 法对比结论： 

d = 0.0010 

Sd=0.00024 

t=1.23 

由 t 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ICP-OES 法 

1 0.00081 0.00063 

2 0.00073 0.00051 

3 0.00141 0.00102 

4 0.00236 0.00259 

5 0.00357 0.00315 

6 0.00361 0.0037 

7 0.00405 0.00401 

8 0.00407 0.00417 

从对比试验结论看，ICP-OES 法和 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本次修订标准铁

含量增加 ICP-OES 法，以 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为仲裁法。ICP-OES 法线性方程和八平行试验数据列

于表 6 和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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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ICP-OES 法测定铁含量线性方程 

编号 1 2 3 4 5 6 7 

铁含量/（mg/L） 0 0.2 0.4 0.6 0.8 1 1.2 

发射强度 160.25 4952.01 9726.25 14543.33 19458.13 24253.66 28830.36 

工作曲线线性方程 y=23954.5554X+173.5511 r2 0.99996 

表 7  ICP-OES 法测定铁含量八平行试验数据 

平行测定次数 
八平行试验结果/% 

企业 1 企业 1 企业 2 企业 3 

1 0.0026 0.0042 0.00041 0.0012 

2 0.0027 0.0043 0.0004 0.0013 

3 0.0026 0.0043 0.00042 0.0012 

4 0.0027 0.0042 0.00041 0.0012 

5 0.0027 0.0044 0.00042 0.0012 

6 0.0027 0.0043 0.0004 0.0012 

7 0.0026 0.0044 0.00041 0.0012 

8 0.0026 0.0043 0.0004 0.0012 

平均值 0.0027 0.00430 0.00041 0.00121 

标准偏差 0.00005 0.00008 0.00001 0.00004 

相对标准偏差 2.0% 1.8% 2.0% 2.9% 

从八平行试验数据分析，ICP-OES 法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2.0%。 

3、水不溶物含量测定方法的改进 

酸洗石棉古氏坩埚法与微孔过滤膜法进行了对比试验，对比试验数据列于表 8。 

表 8  水不溶物含量对比试验数据 

样品

编号 

对比试验结果/% 

企业 1 企业 2 企业 3 

酸洗石棉法 微孔滤膜法 酸洗石棉法 微孔滤膜法 酸洗石棉法 微孔滤膜法 

1 0.001 0.002 -0.0003 0.007 0.0095 0.01 

2 0.004 0.005 0.006 0.0058 0.009 0.01 

3 0.019 0.012 0.0059 0.0061 0.0075 0.0075 

4 0.015 0.014 0.0063 0.006 0.007 0.0075 

5 0.024 0.011 -0.001 0.0045 0.0065 0.007 

6 0.021 0.021 0.0077 0.0079 0.006 0.005 

7 0.028 0.025 0.0081 0.0078 0.003 0.0035 

8 0.035 0.031 0.006 0.0065 0.0015 0.0025 

对比

结果 

酸洗石棉法与微孔滤膜法对

比结论： 

d = 0.0033 

Sd=0.0048 

t= 1.91 

由 t 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 

酸洗石棉法与微孔滤膜法对比

结论： 

d = 0.0016 

Sd=0.003 

t= 1.52 

由 t 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酸洗石棉法与微孔滤膜法对比

结论： 

d = 0.0004 

Sd=0.00064 

t= 1.66 

由 t 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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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比试验结论看，微孔过滤膜法和酸洗石棉法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且该方法与石棉滤纸法比较具

有铺制简单，操作方便，过滤效果好，精密度高的优点，因此本次修订标准水不溶物含量测定方法删除

石棉滤纸法，改为微孔滤膜法。微孔过滤膜法八平行试验数据列于表 9。 

表 9  微孔过滤膜法测定水不溶物八平行试验数据 

平行测定次数 
八平行试验结果/% 

企业 1 企业 2 企业 3 

1 0.012 0.0071 0.006 

2 0.016 0.0072 0.0065 

3 0.017 0.007 0.007 

4 0.012 0.0071 0.0065 

5 0.019 0.0072 0.0075 

6 0.019 0.0073 0.006 

7 0.015 0.007 0.0065 

8 0.019 0.007 0.007 

平均值 0.016 0.0071 0.0066 

标准偏差 0.0029 0.00011 0.00052 

相对标准偏差 18.3% 1.6% 7.8% 

从八平行试验数据分析，微孔滤膜法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20%。 

（二）技术经济论证 

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进口数量为 110415.656 吨，进口金额为 2.9 亿元人民币。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出口数量为 662321.844 吨，出口金额为 12.4 亿元人民币。从统计数据可以明显看出

我国是碳酸氢钠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三）预期达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碳酸氢钠于 1801 年由瓦伦丁等制成后，在许多国家生产销售。美国、欧洲、日本、中国为碳酸氢钠

的主要生产地，产量占 80%以上。我国最早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辽宁、四川等地开始生产碳酸氢钠，改

革开放以后，我国碳酸氢钠的产量持续上升，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生产和出口形势越来越好，产量

和出口量均屡创新高。截至到 2023 年 12 月全国碳酸氢钠产能已达到 400 余万吨，我国碳酸氢钠总产能

位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碳酸氢钠生产企业主要有 30 家左右，主要分布在内蒙、河南、山东、天津、湖南、

江苏、广东等地。随着天然碱矿的不断发掘开采，目前天然碱法占全国碳酸氢钠总产能不小于 50%。 

碳酸氢钠的主要用途可分为工业用、食品用、医药用等。食品工业消费占比约 31%，化学工业消费

占比约 23%，消防工业消费占比约 16%，医药行业消费占比约 13%，饲料添加剂行业消费占比约 8%。 

本次修订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满足目前生产企业和市场的需求，修订后对方法的改进增强了标准的适

用性，可以更加科学地规范碳酸氢钠行业的生产行为，引导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本标准的实施对保障

市场正常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消除贸易技术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开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目前收集到的标准有：俄罗斯国家标准 ΓOCT 2156－1976（1992）《碳酸氢钠技术条件》，原国家

标准 GB/T1606－2008《工业碳酸氢钠》，GB 1886.2－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碳酸氢钠》、

GB 7300.801-2019《饲料添加剂 第 8 部分：防腐剂、防霉剂和酸度调节剂 碳酸氢钠》、HG/T 3972-2007

《饲料级碳酸氢钠》、GB/T 640-1997《化学试剂 碳酸氢钠》。俄罗斯国家标准标龄较长，已不适合我

国的实际情况，不再作为参考依据。食品、饲料、试剂和工业产品标准分属不同的标准领域，其指标要

求也不相同。 

本次修标在原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生产及用户实际使用情况及修标过程中验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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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目前的检验水平进行修订，产品分类划分合理，指标设置符合国情。分析方法经改进，增强了可操

作性，适合企业与检验机构使用，结果更加稳定、可靠。我国作为工业碳酸氢钠的主要生产国，国内产

品在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同时，还可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因此本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

的原因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俄罗斯国家标准 ΓOCT 2156－1976（1992）《碳酸氢钠

技术条件》标龄较长，已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再作为参考依据。食品、饲料、试剂和工业产品标

准分属不同的标准领域，其指标要求也不相同。本次修标在原国标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实际生产及

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及此次修标过程中验证数据情况进行修订。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包括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无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相关问题。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反映了目前国内实际生产技术水平，可积极向国内生产单位、用户、质检机构等相关单位推

荐使用本标准。建议尽快发布本标准，实施过渡期为 6 个月。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该标准申请立项的第一起草单位为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现第一起草单位内蒙古博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是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公司，在标准修订过程中，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标准的修订工作，并提供了大量详实的技术资料，为标准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鉴于

该公司对修订标准做出的突出贡献，因此将该公司调整为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原第一起草单位对此无

异议。 

 

 

《工业碳酸氢钠》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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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国内外标准指标参数对比表 

项  目 

指   标 

俄罗斯国家标准 

ΓOCT 2156－1976（1992） 
原国标 GB/T1606－2008 本次修标 

优  级 一  级 Ⅰ类 Ⅱ类 Ⅲ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碳酸氢钠（NaHCO3）含量％≥ 99.5 99.0 ―― ―― ―― ―― ―― ―― ―― 

碳酸钠（Na2CO3）含量％ ≤ 0.4 0.7 ―― ―― ―― ―― ―― ―― ―― 

总碱量（以 NaHCO3 计）％ ≥ ―― ―― 99.5 99.0 98.5 99.5 99.0 98.5 95.0 

水分％                  ≤ 0.1 0.2 ―― ―― ―― ―― ―― ―― ―― 

干燥减量%         ≤ ―― ―― 0.10 0.15 0.20 0.10 0.15 0.20 0.20 

pH 值（10g/L 水溶液） ―― ―― 8.3 8.5 8.7 8.3 8.5 8.7 8.7 

氯化物（以NaCl计）含量％  ≤ 0.02 0.04 
（以 Cl 计） （以 Cl 计） 

0.10 0.20 0.50 0.05 0.40 ―― ―― 

砷（As）含量％           ≤ 按 2.7 条检验合格 0.0001 0.0001 0.0001 ―― ―― 

（水）不溶物含量％       ≤ 按 2.8 条检验合格 0.01 0.02 0.05 0.01 0.02 ―― ―― 

铁（Fe）含量％            ≤ 0.001 0.005 0.001 0.002 0.005 0.001 0.002 0.05 0.05 

钙（Ca）含量％            ≤ 0.04 0.05 0.03 0.05 0.03 0.03 ―― ―― 

硫酸盐（以 SO4
2-计）含量％  ≤ 0.02 0.02 0.02 0.05 0.5 0.02 0.05 0.80 0.80 

重金属（以Pb计）含量％  ≤ ―― ―― 0.0005 0.0005 0.0005 ―― ―― 

外观 白色无味结晶粉末 白色结晶状粉末 白色结晶粉末 

注：俄罗斯国家标准适用于化学、食品、轻工、医药、有色冶金以及零售商业部门使用的碳酸氢钠。用于制药工业的产品钙含量不应超过 0.02％，铵盐含量

（NH4
+）不得超过 0.001％；用于制药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产品重金属含量(Pb)不应超过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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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国内外标准试验方法对比表 

项 目 

测 定 方 法 

俄罗斯标准 

ΓOCT 2156－1976（1992） 

原国标 GB/T1606－2008 本次修标 

碳酸氢钠（NaHCO3）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 ―― 

碳酸钠（Na2CO3）含量的测定 硫酸或盐酸标准溶液滴定法 ―― ―― 

总碱量（以 NaHCO3计）的测定 ―― 盐酸标准溶液滴定法 盐酸标准溶液滴定法 

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 ―― 

干燥减量的测定 ―― 重量法 重量法 

pH 值的测定 ―― 酸度计法 酸度计法 

氯化物(以 NaCl 计)含量 硝酸汞标准溶液滴定法 汞量法（仲裁）与目视比浊法并列 电位滴定法（仲裁）与汞量法并列 

砷（As）含量的测定 砷斑法 砷斑法 

GB/T 23947.1 或 GB/T 23947.2 或 GB 5009.76 或

GB 5009.11 

（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光电比色法 酸洗石棉法（仲裁）与试纸法并列 酸洗石棉法（仲裁）与微孔过滤膜法并列 

铁（Fe）含量的测定 邻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铁的通用方法－邻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邻菲啰啉分光光度法（仲裁）与 ICP-OES 并列 

钙（Ca）含量的测定 草酸钙目视比浊法 草酸钙目视比浊法 草酸钙目视比浊法 

硫酸盐（以 SO4 计）含量的测定 硫酸钡目视比浊法 硫酸钡目视比浊法 重量法（仲裁）与比浊法并列 

重金属（以 Pb 计）含量的测定 ―― 硫化钠比色法 GB/T 23950 或 GB 50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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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生产厂家近两年的质量月报 

HNZY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工业碳酸氢钠》产品近两年质量月报 

日期 总碱量 % 氯化物 % 铁 % 硫酸盐 % 水不溶物% 干燥减量% pH 值 钙 % 砷 % 重金属 % 

2022.01 99.88 0.40 0.0012 ＜0.05 0.008 0.10 8.27 ＜0.03 <0.0001 <0.0005 

2022.02 99.84 0.42 0.0023 ＜0.05 0.009 0.10 8.20 ＜0.03 <0.0001 <0.0005 

2022.03 99.81 0.43 0.0019 ＜0.05 0.011 0.10 8.18 ＜0.03 <0.0001 <0.0005 

2022.04 99.76 0.44 0.0018 ＜0.05 0.013 0.13 8.24 ＜0.03 <0.0001 <0.0005 

2022.05 99.49 0.50 0.0020 ＜0.05 0.015 0.10 8.22 ＜0.03 <0.0001 <0.0005 

2022.06 99.76 0.48 0.0021 ＜0.05 0.010 0.10 8.16 ＜0.03 <0.0001 <0.0005 

2022.07 99.81 0.46 0.0013 ＜0.05 0.012 0.12 8.19 ＜0.03 <0.0001 <0.0005 

2022.08 99.89 0.36 0.0028 ＜0.05 0.010 0.10 8.22 ＜0.03 <0.0001 <0.0005 

2022.09 99.94 0.35 0.0024 ＜0.05 0.017 0.10 8.26 ＜0.03 <0.0001 <0.0005 

2022.10 99.91 0.36 0.0026 ＜0.5 0.022 0.10 8.25 ＜0.03 <0.0001 <0.0005 

2022.11 99.77 0.40 0.0024 ＜0.5 0.015 0.09 8.33 ＜0.03 <0.0001 <0.0005 

2022.12 99.71 0.44 0.0027 ＜0.5 0.012 0.13 8.32 ＜0.03 <0.0001 <0.0005 

2023.01 99.64 0.39 0.0021 ＜0.5 0.014 0.10 8.30 ＜0.03 <0.0001 <0.0005 

2023.02 99.74 0.40 0.0020 ＜0.5 0.011 0.12 8.31 ＜0.03 <0.0001 <0.0005 

2023.03 99.86 0.37 0.0020 ＜0.5 0.011 0.09 8.22 ＜0.03 <0.0001 <0.0005 

2023.04 99.92 0.37 0.0023 ＜0.5 0.013 0.09 8.19 ＜0.03 <0.0001 <0.0005 

2023.05 99.86 0.38 0.0023 ＜0.05 0.011 0.09 8.20 ＜0.03 <0.0001 <0.0005 

2023.06 99.58 0.43 0.0020 ＜0.05 0.012 0.10 8.22 ＜0.03 <0.0001 <0.0005 

2023.07 99.83 0.32 0.0016 ＜0.05 0.013 0.09 8.20 ＜0.03 <0.0001 <0.0005 

2023.08 99.93 0.30 0.0018 ＜0.5 0.013 0.12 8.29 ＜0.03 <0.0001 <0.0005 

2023.09 99.93 0.32 0.0020 ＜0.5 0.013 0.09 8.36 ＜0.03 <0.0001 <0.0005 

2023.10 99.88 0.35 0.0022 ＜0.05 0.010 0.10 8.30 ＜0.03 <0.0001 <0.0005 

2023.11 99.61 0.41 0.0022 ＜0.5 0.028 0.15 8.38 ＜0.03 <0.0001 <0.0005 

2023.12 99.69 0.45 0.0021 ＜0.05 0.027 0.09 8.22 ＜0.03 <0.0001 <0.0005 

2024.01 99.75 0.39 0.0016 ＜0.05 0.015 0.11 8.30 ＜0.03 <0.0001 <0.0005 

2024.02 99.85 0.32 0.0019 ＜0.05 0.026 0.15 8.26 ＜0.03 <0.0001 <0.0005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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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7005

https://d.book118.com/458067024053007005
https://d.book118.com/458067024053007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