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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用钛酸锂及其

炭复合负极材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锂离子电池用钛酸锂及其炭复合负极材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代号、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锂离子电池用钛酸锂及其炭复合负极材料(以下简称钛酸锂负极材料),电化学电容

器用钛酸锂也可参照本标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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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5162 金属粉末 振实密度的测定

GB/T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

GB/T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9724 化学试剂 pH值测定通则

GB/T13732 粒度均匀散料抽样检验通则

GB/T19077.1 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 第1部分:通则

GB/T19587 气体吸附BET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

GB/T20123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GB/T24533—2009 锂离子电池石墨类负极材料

DZ/T0064.49 地下水质检验方法 滴定法测定碳酸根、重碳酸根和氢氧根

JCPDS(00-049-0207) 钛酸锂X射线粉末衍射标准图谱

IEC6232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的六种物质(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浓度的测

定程序[Electrotechnicalproducts—Determinationoflevelsofsixregulatedsubstances(lead,mercury,

cadmium,hexavalentchromium,polybrominatedbiphenyls,polybrominateddiphenylether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钛酸锂及其炭复合负极材料  lithiumtitaniumoxideanditscarboncompositeanodematerials
钛酸锂或经碳复合的钛酸锂材料。该材料与正极材料在一定体系下协同作用实现锂离子电池充电

和放电,在充电过程中,钛酸锂负极材料接受锂离子的嵌入,而放电过程中,实现锂离子的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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