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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任务来源 

2023年7月28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对2023年第一批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拟立项计划项目的公示》，《动力电池用导

热硅胶》被列入2023年第一批石化联合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

化工作委员会归口，由广州天赐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皓明有机硅材料有

限公司，博益鑫成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三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华而润之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丰河有机硅

有限公司、广东金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郴州赛力珑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宁达胶粘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赛欧信越消

泡剂有限公司、纳派化学（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市云胜兴实业有限公司、浙江

励德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组织起草。 

2 标准制定背景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新能源的研发和应用成为新的创新方向，减少

一次能源中非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占比，增加储能及其应用，新能源汽

车产业成为承担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支撑之一，也是国家汽车电动化战略的初

衷。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成为全球汽车用动力电池产、销量第一的国家，在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58.7万辆和949.5万辆，我国新能源汽车连续

9年产能、销量稳居全球第一。动力电池组作为电动汽车的“心脏”，市场也得

到迅速壮大。 

在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过程中，电池热管理技术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之

一，是保障电池安全运行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提升电池系统寿命等性能指标的关

键所在。因为动力电池模块是由多个单体电池组成的，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电流较

大，伴随着多种化学物质传输和电化学反应，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电池内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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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升高，而电池组的密度、使用寿命、放电倍率等性能受温度影响很大，如果不

能及时散热，热量堆积易引起连锁放热反应，造成热失控，导致电池组冒烟、起

火、甚至爆炸等严重事故，危及汽车及乘坐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所以新能源汽

车电池对导热材料的导热性能均有较高的要求。目前主要使用具有高导热性、强

绝缘性的导热胶为动力电池传导热量，其中导热硅胶固化物后具有良好的导热、

散热功能、优异的耐高低温性能，可以承受高温环境，降低温度差，避免电芯与

电极发生自燃或熔融等问题，保护电池组、提高传热效率。同时导热硅胶还具有

粘接性能，粘接强度高，可以改善电池的密封性，导热硅胶固化后呈弹性体，可

以抗冲击、抗震动，能够满足新能源动力电池的防水、防震、阻燃等需求，从而

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动力电池热管理辅助材料的理想选择。随着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对动力电池系统的安全性越来越看重。导热硅胶在动力电池

系统上的应用也开始越来越广泛和重要。 

3 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目前，有许多企业生产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均是以各生产企业的企业标准

或与客户商定的技术指标作为产品标准，但各企业工艺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控制

等差异较大，市场上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目前国内尚无相关产品标准，使得在

实际应用过程中，此产品无规可循，制约着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从规范角度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该标准针对动力电池用有机硅导热胶，制定了一系列

的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旨在规范导热硅橡胶在动力电池的应用，将硅橡胶的检

测与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的检测分割开来，使动力电池的问题能更加准确地被定

位，减少不必要的测试，节约动力电池的制造和检测成本。与此同时，期望通过

制定本产品的团体标准以规范生产和市场销售，提高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行业健

康高质量发展，为国家标准的制定提供基础。 

（1）确保产品质量：对产品技术要求、相应的检测方法及包装、运输、贮

存等提出要求。 

（2）促进生产企业质量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目前我国同类型生产企业

经营管理水平及条件设备参差不齐。实施产品标准将会提高生产企业加强自身质

量管理的自觉性，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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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利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产品的质量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企业经营管

理优劣的重要依据，产品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会提高我国同类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

的竞争力。 

（4）提高相关部门对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的水平：可使相关部门对产品

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提高对行业企业的监督管理水平。 

（5）促进生产企业的公平竞争：产品标准势必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带来

良好的市场信誉和经济效益，同时也能起到样板作用，调动落后企业执行产品标

准的积极性。通过加强产品的监督检查，还可淘汰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

起到扶优劣汰的作用。 

4 标准编制过程 

4.1. 制定标准调研阶段 

（1）为了推动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产品的发展，促进生产企业的公平竞争。

2023年5月，广州天赐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等企

业对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的国内外相关标准、生产现状及下游应用等方面进行调

研，确定了《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标准的基本内容和制定计划，并决定启动标

准的立项申报工作。经过充分调研，对立项建议书进行多次修改讨论后，向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交该标准的立项申请。 

（2）2023年7月18日，石化联合会召开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动力电池用

导热硅胶》标准通过ppt展示进行立项答辩。 

（3）2023年7月28日，石化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印发2023年第二批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其中《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团

体标准顺利通过立项评审，被列为2023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制

定计划项目。 

4.2. 标准起草及标准草案讨论阶段 

（1）2023年8月至2023年10月标准起草小组积极开展标准研制工作，结合国

内重点生产企业的产品性能、实物质量进行统计的资料，搜集到的国内主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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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企标，根据资料初步确定草案技术要求完成草案初稿。 

（2）2023年11-2024年3月，收集并整合了广州天赐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皓明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博益鑫成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道生天合材

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江三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华而润之新材料有限

公司、东莞市丰河有机硅有限公司、广东金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

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郴州赛力珑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宁达胶粘技术

有限公司、江苏赛欧信越消泡剂有限公司、纳派化学（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市

云胜兴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励德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品的指标情况，对

标准草案的范围、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包装及运输等内容进行修改形成第一版

草案。 

（3）2024年9月，起草工作组在上海三甲港绿地铂派酒店召开《动力电池用

导热硅胶》第一次讨论会，广州天赐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皓明有机硅材

料有限公司，博益鑫成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浙江三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华而润之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丰河

有机硅有限公司、广东金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郴州赛力珑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宁达胶粘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赛

欧信越消泡剂有限公司、纳派化学（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市云胜兴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励德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对标准草案的范围、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包

装及运输等展开了逐条讨论，由于“硅橡胶”和“硅凝胶”的产品性质差异较大，

决定将导热硅胶分为“硅橡胶”和“硅凝胶”分别制定指标。 

（4）2024年5月起草工作组通过腾讯会议召开了《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第

二次讨论会，广州天赐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皓明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

博益鑫成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江三

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华而润之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丰河有机硅有限公

司、广东金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郴州

赛力珑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宁达胶粘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赛欧信越消泡剂

有限公司、纳派化学（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市云胜兴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励德

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对指标范围进行讨论确认。 

（5）2024年6月-2024年8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工作方案及工作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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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基于科学、基于数据、基于最佳实践”的标准编制原则，组织生产企业共

同完善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验证工作，以验证标准规定的指标科学合理性、试验

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6）2024年9月，《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进行了公

示。 

（7）2024年*月，标准公示期结束，按照要求提交《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

送审稿、编制说明及意见汇总表。 

5 标准编制原则 

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精神，为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填补标准空白，

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而制定本标准。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进行编写，遵

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以下原则： 

（1）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科学的原则； 

（2）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场要求的原则； 

（3）坚持先进引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原则，提高经济效益； 

（4）坚持“市场导向、先进引领、快速响应、服务产业”的原则； 

（5）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满足市场和创新需求。 

6 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制主要依据国内相关生产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在借鉴已有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了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等，生产企业的技术指标及参数（参数见表2），生产厂家产品质量

报告（参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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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要条款说明 

7.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可固化成型，导热系数≥0.5W/(m·K)的交通工具动力电池所

用的导热硅胶。 

7.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1部分_邵氏硬度

计法（邵尔硬度） 

GB/T 533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密度的测定 

GB/T 1036 塑料-30℃～30℃线膨胀系数的测定 石英膨胀计法 

GB/T 1408.1-2016 绝缘材料电气强度试验方法 第一部分：工频下试验 

GB/T 1692 硫化橡胶绝缘电阻率的测定 

GB/T 1695 硫化橡胶工频击穿电压强度和耐电压的测定方法 

GB/T 2794 胶粘剂粘度的测定 单圆筒旋转粘度计法 

GB/T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7123.1-2015 多组分胶粘剂可操作时间的测定 

GB/T 10707 橡胶燃烧性能的测定 氧指数法和垂直燃烧法 

GB/T 27761 热重分析仪失重和剩余量的试验方法 

ISO 22007-2 Plastics-Determination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thermal 

diffusivity-Part 2: Transient plane heat source (hot disc) method  

ASTM D2240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Rubber Property-Durometer Hardness 

JJG 795 耐电压测试仪检定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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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技术要求 

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硅橡胶 硅凝胶 

硫化前 

外观                     
均匀粘稠液体，无结皮及可见

杂质 

均匀粘稠液体，无结皮及可见

杂质 

粘度，mPa·s                     ≤ 1000-30000 1500-400000 

密度，g/cm3                                ≥                                    1.4 1.5 

可操作时间，min                 标示值±25% 标示值±25% 

硫化后 

 

硬度，shore 标示值±10 标示值±10 

拉伸强度，MPa                  ≥ 0.2 0.1 

拉断伸长率，%                  ≥ 15 10 

导热系数，W/(m·K)              ≥ 0.3 0.5 

体积电阻率，Ω·cm               ≥ 1.0×1013 1.0×1012 

击穿电压强度，kV/mm            ≥ 7 7 

漏电流，mA                     ≤ 1 1 

阻燃等级 V-0及以上 V-0及以上 

硬度变化率（高低温循环），%    ≤ 20 20 

耐高低温冲击 符合 符合 

导热系数保持率（高低温循环），  ≥ 90 90 

热失重，%                         ≤            1 1 

 

7.4. 产品指标项目和试验方法的确定  

在制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指标的过程中，广泛收集并归纳整理生产企业的

技术指标及参数（参数见表2）及产品质量报告和验证报告（参见附录一、附录

二）作为本标准产品技术要求及检测项目确定的参考依据。 

表2 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的技术参数（调研） 

      企业名称 

指标 
东莞丰河 广东金戈 三元电子 皓明 天赐 

外观 白色/红色 

均匀粘稠液体，

无结皮及可见 

杂质 

粘稠液体 

均匀粘稠液体，

无结皮及可见杂

质 

粘稠液体 

粘度，(mpa.s) 7000-60000 3000-8500 1500-30000 1000-10000 2000-400000 

密度，(g/cm3) 1.84-2.3 1.6-3.2 ≥1.5 1.1-1.8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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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时间，(min) 30-50 30-120 ≥20 ≥10 ≥40 

漏电流，(mA) / / / ≤0.1 ≤0.3 

热失重，(%) ＜1.0 / /  ≤1.0 

导热系数，

W/(m•K) 
≥0.8 0.8-3.1 ≥0.6 ≥0.3 0.5-2.20 

阻燃等级 UL94V-0 UL94 V-0 
UL94 V-0, 

V-1 
V-1及以上 UL94V-0 

硬度 (50-75)Shore A (22-54) 商定值±5 
（10-60）Shore 

A 

(20-30)Shore A 

(40-60)Shore AO 

拉伸强度，(Mpa) >1.6 0.7-1.0 ≥0.2 ≥0.3 ≥0.4 

拉断伸长率，(%) / 50-110 ≥15 ≥20 ≥50 

击穿电压强度，

(kV/mm) 
≥20 10-18 ≥7.0 ≥14 ≥15 

体积电阻率， 

(Ω•cm) 
≥1014 1012-1014 ≥1013 ≥1.0×1012 ≥1012 

硬度变化率 

（高低温循环），% 
<3 ＜10 ≤10 ≤20 ≤10 

导热系数保持率 

（高低温循

环），% 

≥90 ＞90 ≥100 ≥95.0 ≥95 

耐高低温冲击 /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由表2及附录一，可知各生产企业关于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产品质量的控制

指标包括外观、粘度、密度、可操作时间、硬度、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导热

系数、体积电阻率、漏电流、阻燃等级、硬度变化率（高低温循环）、耐高低温

冲击、导热系数保持率（高低温循环）、耐高低温冲击、热失重。 

本标准设定以上十六项指标对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的质量进行控制，分析方

法选择现行有效的国家和国际标准方法，引用的试验方法均适用于本标准。 

7.4.1 外观 

外观用于对产品是否正常、是否有其它机械杂质混入进行直观和定性的考察。

本标准规定外观为“均匀粘稠液体，无结皮及可见机械杂质”。 

本产品的生产企业主要通过目测法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在标准制定中，

经过试验验证，取单组份产品或A、B组分各500g于透明塑料罐中，在对色箱中

目视观察，即可准确观察到液体硅橡胶的外观，确定目测法作为外观检测的试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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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粘度 

粘度是指抗流动的体积特性，即受外力作用而流动时，分子间所呈现的内摩

擦或流动内阻力，是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成型的基础指标。粘度太大了，不好点

胶，出胶速率慢，影响工作效率。粘度小，容易自动流平，造成溢出的不良影响。

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的产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

企标，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橡胶的粘度为“1000mPa·s-30000mPa·s”；

导热硅凝胶的粘度为“1500mPa·s-400000mPa·s”。 

考虑到行业的通用性，按现有通用方法GB/T 2794《胶黏剂粘度的测定》中

的规定测试。30批次粘度实测数据如图1、图2所示。 

 

图1 15批次导热硅橡胶产品粘度实测数据 

 

图2 15批次导热硅凝胶产品粘度实测数据 

7.4.3 可操作时间 

可操作时间是指施胶后保持粘性，不影响粘接效果的时间。由于动力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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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以及电芯尺寸都比较大，需要涂胶装配零部件较多，在导热硅胶涂敷后到部

件合拢粘接装配的时间是装配工艺节拍和设备能力等决定的，那么导热硅胶的可

操作时间就要考虑从A/B组分混合后（如果是双组分的）到粘接部件的合拢装配、

工装夹具定位的时间间隔，并留出足够的安全系数。装配工艺节拍的不同、自动

化程度不同，以及后续固化方式的不同等，对应结构胶的可操作时间也会不同。

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的产品性能，结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企标，本标准规定

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的可操作时间“标示值±25%”。 

考虑到行业的通用性，按GB/T 7123.1-2015《多组分胶粘剂可操作时间的测

定》方法一进行测试，规定粘度值为初始粘度的两倍。30批次导热硅胶可操作时

间实测数据如图3所示。 

 

图3 15批次导热硅胶产品可操作时间实测数据 

7.4.4 密度 

密度是硅橡胶一定温度下单位体积导热硅胶的质量。密度的大小决定了导热

硅胶的整体导热性能和导热的效果，密度越大说明单位体积内所含的质量越多，

因此导热性能会更好。密度过低时可能达不到理想的导热效果。根据国内重点生

产企业的产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企标，本标准规

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橡胶的密度为“≥1.4g/cm3”；导热硅凝胶的密度为“≥

1.5g/cm3”。 

本标准规定的液体硅橡胶为硫化橡胶，按现有通用方法GB/T 533《硫化橡胶

或热塑性橡胶 密度的测定》中方法A的规定测试密度。30批次密度实测数据如图

4、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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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5批次导热硅橡胶产品密度实测数据 

 

图5 15批次导热硅凝胶产品密度实测数据 

7.4.5 硬度 

硬度是硅橡胶固化后局部抵抗硬物压入其表面的能力。因为新能源动力汽车

工作环境导致整个导热硅胶是在连续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的，为了保证新能源动力

汽车的工作状态，导热硅胶需始终如一的保持紧密贴合电池包外壳或电芯，导热

硅胶越硬，则导热硅胶同发热部件与散热部件之间的接触越差，所以导热硅胶垫

片需选择硬度低、柔软度好的，接触才能越充分，保证新能源动力电池包时刻传

递热及起到减震缓冲作用。但导热硅胶片太软，在产线施工的过程中容易变形，

也是直接影响导热硅胶性能的一个因素，主要使用需求进行商定，但生产的产品

质量须在商定范围内，因此设立了此项指标，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固

化后硬度为“商定值±10”。 

本标准规定的液体硅橡胶为硫化橡胶，硅橡胶按现有通用方法GB/T 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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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规定测试硬度。硅凝胶按GB/T 531.1《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

验方法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制样，按ASTM D2240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Rubber Property-Durometer Hardness规定测试。30批次硬度实测数据如

图6所示。 

 

图6 15批次导热硅胶产品硬度实测数据 

7.4.6 拉伸强度 

拉伸强度是表征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能够抵抗拉伸破坏的极限能力，是评价

材料强度性能的重要特征值。拉伸强度越大，说明导热硅胶抗拉伸的强度越大。

是导热硅胶应用性能的重要指标，因此设立此项指标。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

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生产企业的企标，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

热硅橡胶固化后拉伸强度为“≥0.2MPa”，硅凝胶固化后拉伸强度为“≥0.1MPa”。 

本标准规定的液体硅橡胶为硫化橡胶，按现有通用方法GB/T 528《硫化橡胶

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中2型的规定进行拉伸强度测试。30批

次拉伸强度实测数据如图7、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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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5批次导热硅橡胶产品拉伸强度实测数据 

 

图8 15批次导热硅凝胶产品拉伸强度实测数据 

7.4.7 拉断伸长率 

拉断伸长率是指固化后的导热硅胶在拉伸后断裂时的伸长长度与拉伸前长

度的比值，用百分率表示。这一技术指标表征的是导热硅胶本体在受到外力作用

时能够承受的受力变形能力，更高的断裂伸长率意味着可以抵御更大的受力变形，

抗撕裂性能更强。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

主要生产企业的企标，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橡胶固化后拉断伸长率为

“≥15%”，硅凝胶固化后拉断伸长率为“≥10%”。 

标准规定的液体硅橡胶为硫化橡胶，按现有通用方法GB/T 528《硫化橡胶或

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中2型的规定进行拉断伸长率测试。30批

次产品拉断伸长率实测数据如图9、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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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15批次导热硅橡胶产品拉断伸长率实测数据 

 

图10 15批次导热硅橡胶产品拉断伸长率实测数据 

7.4.8 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是指硅橡胶固化后在单位温度梯度下，单位时间内单位面积的热量

通过硅橡胶的能力。对于导热硅胶来说，导热系数越大其导热性能越好，能够更

快地将热量传导到需要散热的地方，导热系数是衡量材料导热性能的重要指标之

一。对于动力电池导热硅胶来说，导热系数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其导热性能的优劣，

较高的导热系数可以提高导热硅胶的传热效率，使得热量更快地散发到周围环境

中。而较低的导热系数则会导致热量在导热硅胶中的传导速度变慢，从而影响散

热效果。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主要生产

企业的企标，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橡胶导热系数为“≥0.3W/(m·K)”，

硅凝胶导热系数为“≥0.5W/(m·K)”。 

本标准规定的产品是具有导热性能的材料，按照ISO 22007-2 《Plastics-

Determination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thermal diffusivity-Part 2: Transient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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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 source (hot disc) method》的规定进行。30批次产品导热系数实测数据如图11、

图12所示。 

 

图11 15批次导热硅橡胶产品导热系数实测数据 

 

图12 15批次导热硅凝胶产品导热系数实测数据 

7.4.9 体积电阻率 

体积电阻率是每单位体积对电流的阻抗，一般认为，体积电阻率越高，绝缘

阻值相对也是越高的，其绝缘性能越好。良好的绝缘性能能有效避免电芯之间的

震动摩擦破损问题和电芯之间的短路隐患。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品性能，结

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企标，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橡胶固化后体积电阻

率为“≥1.0×1013Ω·cm”，硅凝胶固化后体积电阻率为“≥1.0×1012Ω·cm”。 

本标准规定的液体硅橡胶为硫化橡胶，现有通用方法GB/T 1692《硫化橡胶

绝缘电阻率的测定》中规定的方法测试体积电阻率，采用直径为100mm的圆盘形

板状试样，厚度为（1±0.1）mm，测试电压为1000V。30批次产品体积电阻率实

测数据如图13、图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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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15批次导热硅橡胶产品体积电阻率实测数据 

 

 

图14 15批次导热硅凝胶产品体积电阻率实测数据 

7.4.10 击穿电压强度 

硅胶击穿电压强度是指硅胶在电场作用下，发生击穿的电压强度。硅胶作为

一种绝缘材料，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耐高温、耐低温性能。由于硅胶的分子结

构中含有大量的硅-氧键，这种键的强度很高，使得硅胶具有较高的击穿电压强

度。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

的企标，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固化后击穿电压强度为“≥7 kV/mm”，

保证在高电压环境下仍然能够有效地保护电池。 

本标准规定的液体硅橡胶为硫化橡胶，按现有通用方法GB/T 1695《硫化橡

胶 工频击穿电压强度和耐电压的测定方法》中的规定测试击穿强度，采用直径

为100 mm的圆形板状试样，厚度为（1±0.1）mm。30批次产品击穿电压实测数

据如图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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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30批次导热硅胶产品击穿电压实测数据 

7.4.11 漏电流 

漏电流是电流经过绝缘阻抗后溢出的电流，数值越大，说明系统绝缘性能越

差。一般来说，电池的漏电流越小，电池的寿命就越长，因此漏电流是衡量动力

电池自放电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

结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企标，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固化后漏电流为

“≤1mA”。 

本标准漏电流按GB/T 1408.1-2016《绝缘材料 电气强度试验方法 第1部分：

工频下试验》中5.2.6.2.4要求制成1.0±0.1mm的试片，按JJG 795《耐电压测试仪

检定规程》的规定执行，施加2500V交流电压60s，记录通过的最大的电流。30批

次产品漏电流实测数据如图16所示。 

 

图16 30批次导热硅胶产品漏电流实测数据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击
穿
电
压
，

k
V

/m
m

击穿电压强度下限 硅橡胶击穿电压强度 硅凝胶击穿电压强度

-1

-0.5

0

0.5

1

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漏
电
流
，

m
A

漏电流上限 硅橡胶漏电流 硅凝胶漏电流



 

18 

 

7.4.12 阻燃等级 

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除了将电芯产生的热量传导至电池外壳，防止热量集聚

引起电芯爆炸外，也须具有阻燃作用，防止单个电芯由于碰撞、短路等起火引起

其他电芯燃烧。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阻燃等级能否达标也是安全性考量之一。根

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企标，

本标准规定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固化后阻燃等级为“V-1及以上”。 

本标准阻燃等级按 GB/T 10707 中方法 B 的规定进行测试。30 批次实测数据

阻燃等级均在 V-1 及以上。 

7.4.13 耐高低温冲击、高低温循环后硬度变化率和导热系数的保持率 

汽车的长期可靠运行的基本要求传递到动力电池，就要求电池组用导热硅胶

具有较强的耐老化特性。动力电池工作的耐老化特性可以通过冷热循环来考察。

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品性能、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企

标，本标准规定固化后的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经耐高低温冲击试验“胶体无龟

裂粉化现象”，耐高低温冲击“≤20%”，高低温循环后导热系数保持率“≥90%”。 

本标准耐高低温冲击测试是将试样置于试验箱中，在-40℃的低温环境中放

置30min，5min内升温至120℃，在120℃的高温环境中放置30min，5min内降温至

-40℃。以上操作作为一个循环，重复此循环步骤1000次后将试样恢复至室温。观

察试样是否出现裂痕和粉化现象，若无裂痕和粉化现象为符合。按GB/T 531.1《硫

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1部分 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ASTM D2240《Standard Test Method forRubber Property-Durometer Hardness》和

ISO 22007-2 《Plastics-Determination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thermal diffusivity-

Part 2: Transient plane heat source (hot disc) method》中的规定测试高低温循环前

后试样硬度和导热系数，分别计算高低温循环后硬度变化率和导热性的保持率。

不同批次产品耐高低温冲击试验后胶体均无无龟裂粉化现象，30批次产品硬度变

化率、导热系数保持率（高低温循环）实测数据如图17、图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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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30批次导热硅胶产品硬度变化率（高低温循环）实测数据 

 

图18 30批次导热硅胶产品导热系数保持率（高低温循环）实测数据 

7.4.14 热失重 

热失重是指在一定温度下，材料中挥发分的质量减少所导致的总质量的减少。

可以反映电池用导热硅胶固化后的热稳定性。根据国内重点生产企业产品性能、

实物质量等资料，结合国内主要生产企业的企标，本标准规定固化后的动力电池

用导热硅胶热失重“≤1%”。 

热失重按照GB/T 27761规定进行。惰性气体采用纯度为99.9%的氮气，以10℃

/min的升温速率将完全固化后的试样从25℃加热至120℃，并在120℃下加热24h。

24h的热失重值表征为产品的热失重。30批次产品热失重实测数据如图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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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30批次导热硅胶产品热失重实测数据 

7.5 检验规则 

本部分规定了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产品检验型式、组批、样品的取样、合格

品的判定要求。 

7.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对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产品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均应符合相关规

定。 

8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本次制定主要按拟定的标准方法，对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的外观、粘度、操

作时间、漏电流、热失重、导热系数、阻燃等级、硬度、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

击穿电压强度、密度、体积电阻率、硬度变化率（高低温循环）、导热系数保持

率（高低温循环）、耐高低温冲击、进行试验。本标准的验证工作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编制企业根据草案中的方法检测动力电池导热封胶/导热凝胶产品共

计15个批次检测数据，确保数据准确可靠，二是由参编企业提供产品验证报告（参

见附录二），以验证本标准数据的合理性。 

9 专利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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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动力电池用导热硅胶标准的研制，是在充分论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生

产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制定。标准的制定从生产、流通、贮存、使用各个环节，

对产品进行规范，以充分保障产品的高质量要求，对于推动该类产品在国内外相

关行业领域的应用，引导行业有序竞争及良性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1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 

选取国外典型企业相关产品，质量参数与本标准技术指标比较如下表所示。 

表3 国外典型企业产品指标对比 

 项目 指标 企业A-1 企业A-2 企业B-1 企业C-1 企业C-2 企业C-3 

硫化前 

外观 

均匀粘稠液

体，无结皮及

可见杂质 

白色 白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黑色 

蓝色 灰白色 蓝色 

粘度，mPa·s 1000~1000000 
120000 4300 

— — 
70000 60000 

150000 3600 500000 62000 

密度，g/cm3 ≥1.4 — — 1.59 — 2.8 — 

可操作时间，min ≥10 90 40 — 30 30 10 

硫化后 

 

硬度 商定值±5 65Shore00 40Shore A 53Shore A — 65Shore A — 

拉伸强度，MPa ≥0.4 — 0.7 2.6 1.4 1.4 3.1 

拉断伸长率，% ≥50 — 30 120 — — — 

导热系数W/(m·K) ≥0.5 2.00 1.6 0.75 1.4 2.0 1.8 

体积电阻率Ω·cm ≥1.0×1012 ≥1.0×1013 4.0×1014 3.4×1012 1×1013 1×1013 1×1016 

击穿电压强度

kV/mm 
≥15 19.0 15.3 30 — 10.82 10 

漏电流，mA ≤0.3 — — — — — — 

阻燃等级 V-0及以上 UL 94 V-0 UL 94 V-0 UL 94 V-0 UL 94 V-0 UL 94 V-0 UL 94 V-0 

硬度变化率 

（高低温循环），% 
≤10 — — — — — — 

耐高低温冲击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 

导热系数保持率 

（高低温循环），% 
≥95.0 — — — — — — 

热失重，% ≤5.0 0.1 — — — — — 

12 与现有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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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要求。 

13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14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15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目前正在制定阶段，报批稿提交后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批准发布，新标

准发布后，使用单位须对标准进行宣贯，并按新标准的实施日期执行。 

16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7 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为适应目前国内实际生产及使用的要求，对产品进行标准的指标项目

设置、指标数值及试验方法方面均能满足使用的要求。试验方法可操作性强，结

果准确可靠。综合分析，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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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产品质量报告 

一、广州天赐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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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莞丰河有机硅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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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三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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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皓明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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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产品验证报告 

一、广州天赐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验证报告 

硅凝胶验证报告 

                      样品批次 

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外观 

A 组份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红色粘

稠液体 

B 组份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粘  度 

(mpa.s) 

A 组份 332000 332000 312000 362000 348000 366000 371000 358000 366000 376000 356000 375000 368000 356000 386000 

B 组份 302000 310000 328000 289000 362000 306000 324000 334000 338000 386000 316000 334000 334000 328000 366000 

操作时间，min 72 73 71 72 72 72 73 71 72 72 72 73 72 72 72 

漏电流，mA 0.05 0.07 0.05 0.07 0.05 0.06 0.07 0.06 0.05 0.06 0.07 0.06 0.06 0.05 0.06 

热失重，% 0.21 0.18 0.23 0.15 0.25 0.16 0.21 0.19 0.27 0.23 0.18 0.26 0.28 0.27 0.23 

导热系数，W/(m•K) 2.09 2.09 2.08 2.08 2.07 2.07 2.06 2.07 2.07 2.05 2.08 2.06 2.07 2.08 2.05 

阻燃等级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硬度，Shore AO 51 51 51 50 51 51 50 50 51 50 50 51 51 50 50 

拉伸强度，Mpa 0.49 0.53 0.53 0.52 0.51 0.53 0.54 0.55 0.52 0.48 0.46 0.46 0.51 0.48 0.53 

拉断伸长率，% 102.38 101.17 100.56 98.36 96.37 86.59 90.29 95.17 96.32 104.69 99.17 95.56 104.29 100.37 95.73 

击穿电压强度，kV/mm 15.33 15.66 15.12 16.05 15.33 16.17 15.35 16.16 16.12 16.14 16.01 15.36 15.37 16.17 16.12 

密度，g/cm3 2.09 2.1 2.09 2.09 1.97 1.96 1.95 1.98 1.97 1.97 2.09 2.1 2.09 2.09 1.97 

体积电阻率（1012），Ω•cm 1.92 1.96 1.79 1.81 1.86 1.74 1.93 1.86 1.84 1.94 1.93 1.92 1.94 1.84 1.91 

硬度变化率（高低温循环），% 3.9 3.9 3.9 4 3.9 3.9 4 4 3.9 4 4 3.9 3.9 4 4 

导热系数保持率（高低温循环），% 99.2 99 98.2 98.2 98.2 98.2 98.8 98.2 98.2 98.1 98.2 98.1 98.2 98.2 98.2 

耐高低温冲击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线膨胀系数（10-4），℃-1 1.24 1.25 1.13 1.22 1.24 1.17 1.16 1.18 1.22 1.17 1.18 1.21 1.22 1.23 1.22 

 

 

 

硅橡胶验证报告 

                  样品批次 

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外观 

A 组份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灰色粘

稠液体 

B 组份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白色粘

稠液体 

粘  度 

(mpa.s) 

A 组份 2247 2260 2187 2187 2213 2213 2253 2227 2233 2247 2300 2360 2393 2240 2240 

B 组份 2367 2227 2327 2247 2247 2260 2213 2260 2247 2247 2313 2333 2367 2287 2307 

操作时间 ，min 72 60 85 45 50 59 50 48 58 45 43 58 95 60 70 

漏电流，mA 0.05 0.07 0.08 0.06 0.07 0.06 0.07 0.08 0.06 0.07 0.06 0.07 0.08 0.06 0.07 

热失重， % 0.21 0.41 0.38 0.43 0.45 0.35 0.46 0.41 0.39 0.47 0.4 0.38 0.46 0.48 0.37 

导热系数，W/(m•K 2.09 0.5582 0.5195 0.5674 0.5575 0.5523 0.5617 0.5762 0.5621 0.5574 0.5433 0.5524 0.5287 0.5192 0.5638 

阻燃等级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V0 

硬度，Shore AO 51 28.5 26 27 28 28 26 26 27 26 29 26 26 26 29 

拉伸强度 Mpa 0.49 0.79 0.63 0.73 0.72 0.68 0.73 0.74 0.65 0.72 0.78 0.66 0.76 0.71 0.68 

拉断伸长率，% 102.38 114.38 149.17 115.56 118.36 129.37 121.59 124.29 135.17 126.32 114.69 149.17 115.56 124.29 119.37 

击穿电压强度，kV/mm 15.33 17.36 16.66 16.12 17.05 16.33 16.17 16.35 16.16 16.12 17.14 16.01 16.56 17.37 16.17 

密度，g/cm3 2.09 1.427 1.420 1.419 1.419 1.428 1.414 1.402 1.419 1.440 1.440 1.433 1.452 1.437 1.454 

体积电阻率（1013），Ω•cm 1.92 1.82 1.56 1.79 1.81 1.66 1.74 1.63 1.56 1.64 1.74 1.73 1.82 1.84 1.74 

硬度变化率（高低温循环），% 3.9 7.2 7.7 7.4 7.1 6.5 7.7 7.7 7.4 7.7 6.9 7.7 7.7 7.7 6.9 

导热系数保持率（高低温循环），% 99.2 98.2 96.2 98.2 98.2 98.2 98.2 97.8 98.2 98.2 98.1 98.2 98.1 96.2 98.2 

耐高低温冲击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线膨胀系数（10-4），℃-1 1.24 1.02 1.05 1.03 1.02 1.04 1.07 1.06 1.08 1.02 1.07 1.08 1.01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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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三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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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郴州赛力珑新材料有限公司产品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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