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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双氟磺酰亚胺锂编制说

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印发《关于印发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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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双氟

磺酰亚胺锂》被列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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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山东华

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星干干燥设备

有限公司共同组织起草。 

2 标准制定背景、目的及意义 

2.1 产品及行业概况 

双氟磺酰亚胺锂（简写为LiFSI）是一种由锂离子和双氟磺酰亚胺阴离子组

成的离子化合物，是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常用电解质锂盐。 

锂离子电池由正极、负极、电解液和隔膜组成。其中，电解液是锂离子迁移

和电荷传递的介质，直接决定了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充放电倍率、循环寿命、

安全性等性能，是锂离子电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解液由溶剂、溶质锂盐、

添加剂在一定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其中，溶质锂盐决定了电解液

的基本理化性能，是电解液成分中对锂离子电池特性影响最重要的成分。 

目前，六氟磷酸锂（简写为LiPF6）是商业化应用最为广泛的锂电池溶质锂

盐，然而在使用过程中，LiPF6也存在热稳定性较差、易水解等问题，造成电池

容量快速衰减并带来安全隐患。新型电解液溶质锂盐LiFSI具有远好于LiPF6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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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能：1）更高的热稳定性：LiFSI熔点为145℃，分解温度高于200℃；2）更

好的电导率；3）更优的热力学稳定性：LiFSI电解液与固体电解质界面膜的两种

主要成分有很好的相容性，只会在160℃时与其部分成分发生置换反应。因此，

LiFSI可成为改善LiPF6缺陷的最佳替代品，符合未来电解液的发展趋势。除了作

为纯LiFSI锂盐电解液，LiFSI还可作为锂盐添加剂应用于锂电池电解液，将LiFSI

加入LiPF6电解液中能够提高电解液的电导率和锂离子迁移数，增强电解液导离

子能力，此外，LiFSI还有助于降低电极表面膜阻抗，形成稳定的、导离子性较

好的钝化膜，相对于纯LiPF6电解液，LiFSI的加入明显降低了电解液/电极界面

的阻抗。 

受新能源动力车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影响，我国电解液出货量从2014年的 

4.25万吨，迅速增长至2023年的113.8万吨，其中，双氟磺酰亚胺锂（LiFSI）出

货量达到1.48万吨，企业主要有天赐材料、时代思康、如鲲新材、康鹏科技、新

宙邦、永太科技和多氟多等企业。随着国内各大企业积极加码布局，国内双氟磺

酰亚胺锂在锂盐领域的市场渗透率正在持续提升。 

随着全球锂离子电池需求量的迅速扩张，电解液产销量加速增长将带动 

LIFSI的使用量逐年上升。未来，无论是作为通用锂盐添加剂，还是直接作为核

心溶质，LiFSI的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2.2 标准编制的意义及必要性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

系的意见》（国办发[2016]86号），就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的“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等体系”作出部署。到2020年，

已初步建立系统科学、开放融合、指标先进、权威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

标识体系。2021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对“碳达峰、碳中和”提出更为具体和详细的战略部署。《2022年全国标准化工

作要点》在第6条中指出要出台一批绿色低碳标准。因此，本标准的制定符合国

家政策方向，是绿色制造标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绿色设计是指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着重考虑产品环境属性（可拆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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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在满足环境目标

要求的同时，保证产品应有的功能、使用寿命、质量等要求。通过开展生态型产

品评价及其标准化工作，制定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的双氟磺酰亚胺锂评价技术

标准，并通过评价标准的示范应用，不断提升双氟磺酰亚胺锂的绿色设计水平，

为生态型社会建设提供评价技术、评价标准等基础支撑。 

本标准旨在规范双氟磺酰亚胺锂生产过程的资源属性、环境属性、能源属性

与产品属性，为双氟磺酰亚胺锂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提供相应的依据。 

3 研究方法 

本标准研究采用文献收集、行业调研和专家咨询等方法对我国双氟磺酰亚胺

锂行业的经营现状、污染物排放现状和主要环境问题进行调研。在上述基础上，

为研究及评价指标构建做准备。 

（1） 国内外双氟磺酰亚胺锂行业有关产品性能、节能、环保指标、政策

法规的分析。 

（2） 行业调研：对双氟磺酰亚胺锂相关生产企业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原材料使用、产品质量、三废处理等。 

（3） 专家咨询：为了使其不偏离相对应的标准，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向

相关行业的环保专家进行咨询。 

（4） 广泛征求意见：初稿完成后，为保证标准的合理性、可操作性，选

择对双氟磺酰亚胺锂企业征求意见，通过对意见的汇总、分析，进行相应的修正。 

4 标准制定过程 

为了切实做好《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双氟磺酰亚胺锂》标准的编制工

作，我们在接到任务时，成立了标准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 2022年4月28日，石化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征集2022年第一批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浙江大学等企业对双氟磺酰亚胺锂的国内外相关标准及生产现状等方面进行调

研，确定了《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双氟磺酰亚胺锂》团体标准的基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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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制定计划，并提交了《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双氟磺酰亚胺锂》团体

标准的项目建议书。 

（2） 2022年7月12日，石化联合会召开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起草单位重

点就标准编制的背景意义、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汇报。 

（3） 2022年7月27日，石化联合会发布《关于印发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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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双

氟磺酰亚胺锂》团体标准顺利通过立项评审答辩，被批准立项。 

（4） 2022年7月~2024年5月，标准工作组在前期工作讨论会基础上，与参

编企业就各个指标多次讨论，汇总参编企业和非参编企业反馈的数据，对草案和

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完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提交了联

合会。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立依据 

1 标准的编写原则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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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相关指标的设定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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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资源共享、快速反应的工作原则。 

2 标准主要内容 

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双氟磺酰亚胺锂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原则、评价方法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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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求、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具体评价流程参考下图：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氯化亚砜、氨基磺酸和氯磺酸路线生产的双氟磺酰亚胺锂

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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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406 农业用硫酸钾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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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9439 硫酸钾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YS/T 1302-2019 动力电池电解质双氟磺酰亚胺锂盐 

Q/320582HSC05-2020 双氟代磺酰亚胺锂 

2.3 评价流程说明 

本标准采用指标体系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风电叶片用真空导入环氧树脂产品可称为绿色设计产

品： 

（1） 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 

（2） 提供经过评审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3 标准确立依据 

3.1 指标体系说明 

3.1.1 基本要求 

（1） 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

门发布的淘汰的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材料，积极推行清洁生产。 

（2） 生产企业应执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持续关注国家、行业明

令禁用的有害物质，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不应使用国家、行业明令淘汰或禁

止的材料，不应超越范围选用限制使用的材料。 

（3）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危险废弃物的处置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的要求；厂界环境噪声应符合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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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8的要求，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 

（4）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应符合GB/T 33000的要求。 

（5） 生产企业近三年应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突发环境污染

事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名单。 

（6） 产品质量应符合GB/T 20406的要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符合GB 

29439的先进指标。 

（7）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应符合GB/T 33000的基本要求。 

（8） 生产企业应按照GB 17167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应按GB/T 24789配备

用水计量器具。 

（9） 生产企业应按照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GB/T 23331

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能源管

理体系。 

（10） 生产企业应按《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规定公开其环

境信息。 

3.1.2 评价指标 

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

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产品属性指标。编制组对国内代表性生产企业进行调研，

调研评价指标见表1，根据调研设置的评价指标见表2。 

表 1 双氟磺酰亚胺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指标调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企业A 企业B 企业C 
所属生命 
周期阶段 

资源属性 

单位产品无水氟化氢 
消耗量 

t/t 0.301 0.312 0.331 

产品生产 

单位产品氯磺酸消耗量 t/t 0.769 0.821 0.788 

单位产品氟化锂消耗量 t/t 0.186 0.163 0.151 

单位产品氯磺酰异氰酸酯 
消耗量 

t/t 0.052 0.069 0.078 

单位产品氨基磺酸消耗量 t/t 0.632 0.628 0.655 

单位产品二氯亚砜消耗量 t/t 2.458 2.365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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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双氟磺酰亚胺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指标调研（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企业A 企业B 企业C 
所属生命 
周期阶段 

资源属性 

单位产品单水氢氧化锂消

耗量 
t/t 0.269 0.338 0.343 

产品生产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t/t 23.7 23.8 22.5 

水循环利用率 % 79.11 77.38 78.54 

能源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0.489 0.437 0.424 

环境属性 

废水 

废水中CODCr  kg/t 5.7537 5.3957 5.6792 

过程控制 

pH - 7-8 7-8 7-8 

氟化物（以F-计） mg/L 0.386 0.397 0.378 

总磷酸盐（以P计） mg/L 1.158 1.124 1.155 

废气 

废气中颗粒物含量 mg/m3 759.225 737.294 760.995 

废气中氯化氢 
排放量 

mg/m3 120.698 128.377 123.542 

废气中氟化氢 
排放量 

mg/m3 71.38 71.29 71.58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m3/t 1.685 1.593 1.685 

固废处理率 % 100 100 100 

产品生产 
产品属性 

主成分（以F2NO4S2.Li计） % 99.5 99.9 99.5 

水分 % 0.01 0.01 0.02 

游离酸（以HF计） % 0.005 0.01 0.01 

氟化物（以F-计） % 0.01 0.01 0.01 

氯化物（以Cl-计） % 0.005 0.005 0.005 

硫酸盐（以SO4
-计） % 0.005 0.005 0.005 

碳酸二甲酯（DMC） 
不溶物 

% 0.0005 0.001 0.001 

钠（Na） % 0.005 0.002 0.005 

钾（K） % 0.002 0.001 0.002 

铁（Fe） % 0.002 0.001 0.001 

钙（Ca） % 0.002 0.001 0.001 

铜（Cu） % 0.002 0.001 0.001 

镁（Mg） % 0.002 0.001 0.001 

镍（Ni） % 0.002 0.001 0.001 

铬（Cr） % 0.002 0.001 0.001 

锌（Zn） % 0.002 0.001 0.001 

砷（As） % 0.002 0.001 0.001 

镉（Cd） % 0.002 0.001 0.001 

铅（Pb） % 0.002 0.001 0.001 

表2 双氟磺酰亚胺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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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 
方向 

基准值 判定依据 
所属生命 
周期阶段 

资源属

性 

单位产品无水氟化氢 
消耗量 

t/t ≤ 0.334 依据A.1计算 

产品生产 

单位产品氯磺酸消耗量 t/t ≤ 0.823 依据A.1计算 

单位产品氟化锂消耗量 t/t ≤ 0.187 依据A.1计算 

单位产品氯磺酰异氰酸酯

消耗量 
t/t ≤ 0.081 依据A.1计算 

单位产品氨基磺酸消耗量 t/t ≤ 0.657 依据A.1计算 

单位产品二氯亚砜消耗量 t/t ≤ 2.461 依据A.1计算 

单位产品单水氢氧化锂 
消耗量 

t/t ≤ 0.346 依据A.1计算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t/t ≤ 24.1 依据A.2计算 

水循环利用率 % ≥ 77.21 依据A.3计算 

能源属

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 0.498 GB/T 2589 

环境属

性 

废水 

废水中CODCr  kg/t ≤ 5.7782 依据A.4计算 

过程控制 

pH - - 7-8 依据A.4计算 

氟化物（以F-计） mg/L ≤ 0.411 依据A.4计算 

总磷酸盐（以P计） mg/L ≤ 1.167 依据A.4计算 

废气 

废气中颗粒物含量 mg/m3 ≤ 761.739 依据A.4计算 

废气中氯化氢 
排放量 

mg/m3 ≤ 132.378 依据A.4计算 

废气中氟化氢 
排放量 

mg/m3 ≤ 71.64 依据A.4计算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m3/t ≤ 1.695 依据A.5计算 

固废处理率 % - 100 依据A.6计算 

产品生产 产品属

性 

主成分（以F2NO4S2.Li计） % ≥ 99.9 YS/T 1302-2019 

水分 % ≤ 0.02 YS/T 1302-2019 

游离酸（以HF计） % ≤ 0.01 YS/T 1302-2019 

氟化物（以F-计） % ≤ 0.01 YS/T 1302-2019 

氯化物（以Cl-计） % ≤ 0.005 YS/T 1302-2019 

硫酸盐（以SO4
-计） % ≤ 0.005 YS/T 1302-2019 

碳酸二甲酯（DMC） 
不溶物 

% ≤ 0.001 Q/320582HSC05-2020 

钠（Na） % ≤ 0.005 YS/T 1302-2019 

钾（K） % ≤ 0.002 YS/T 1302-2019 

铁（Fe） % ≤ 0.002 YS/T 1302-2019 

钙（Ca） % ≤ 0.002 YS/T 1302-2019 

铜（Cu） % ≤ 0.002 YS/T 1302-2019 

镁（Mg） % ≤ 0.002 YS/T 13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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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双氟磺酰亚胺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指标要求（续）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 
方向 

基准值 判定依据 
所属生命 
周期阶段 

产品属

性 

镍（Ni） % ≤ 0.002 YS/T 1302-2019 

产品生产 

铬（Cr） % ≤ 0.002 YS/T 1302-2019 

锌（Zn） % ≤ 0.002 YS/T 1302-2019 

砷（As） % ≤ 0.002 YS/T 1302-2019 

镉（Cd） % ≤ 0.002 YS/T 1302-2019 

铅（Pb） % ≤ 0.002 YS/T 1302-2019 

3.1.3 重点指标来源及依据 

标准编制组选取国内几家双氟磺酰亚胺锂主要生产企业调研，对单位产品无

水氟化氢消耗量、综合能耗等主要二级指标进行收集与比对。 

本标准在制定评价指标的过程中，本着高端引领的指导思想，对重点评价指

标的确定出于如下考虑： 

1、资源属性：单位产品无水氟化氢消耗量通过对多家生产企业进行调研，

调研数据分布在0.300t/t~0.340t/t，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汇总，大多数企业单位产品

无水氟化氢消耗量低于0.340t/t，出于对绿色产品的设计理念，要求企业尽可能降

低单位产品无水氟化氢消耗量，因此单位产品无水氟化氢消耗量定为≤0.334t/t，

虽然有部分企业目前未能达到，但是是企业能够通过努力达到的目标，提现了标

准制定的先进性，突出绿色产品设计理论。 

2、能源属性：首先明确了能源消耗的边界，即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

单位重量双氟磺酰亚胺锂所消耗的综合能源量，包括直接消耗的能源量，以及分

摊到该产品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和体系内的能源损失量，

生产工艺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准煤之和与考核年度的产品产量之比，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按标准GB/T 2589计算。在明确边界后对参编企业及其他非参编重点

生产企业进行调研，汇总调研数据，行业内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值为集中在

0.420kgce/t~0.520kgce/t这个范围内，我们选取行业内比较先进的指标，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值定为≤0.498kgce/t，体现绿色产品设计的理念。 

3、环保属性：重点考虑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这个指标，通过对企业进行调

研，结合企业执行的地方标准以及GB 39731《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

征求意见稿



 

11 

 

行参考，通过对参编企业和非参编重点企业进行调研，根据企业反馈的废水排放

数据，都远低于参考的标准指标，因此我们根据调研的企业反馈的数据进行设定，

调研的数据集中在1.65m3/t左右，因此指标设定为≤1.695m3/t，远低于国家排放标

准。 

4、产品属性：通过对不同企业测量的数据进行调研汇总，指标在大多企业

能达到的基础上进行提高。根据不同厂家产品的检测数据汇总，要求主成分（以

F2NO4S2.Li计）为≥99.9%，水分为≤0.02%，游离酸（以HF计）为≤0.01%，氟化

物（以F-计）为≤0.01%，氯化物（以Cl-计）为≤0.005%，碳酸二甲酯不溶物为≤0.001%，

钠为≤0.005%，钾、铁、钙、铜、镁、镍、铬、锌、砷、镉、铅均为≤0.002%。 

3.2 生命周期评价说明 

3.2.1 研究意义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作为一种在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产品环境影响评价方

法，通过对产品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从原材料获取、生产、运输、消费乃至最终

废弃物处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从而提供环境信息以辅助支持决策分

析和政策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通过生命周期的研究，可以得出双氟磺酰亚胺锂

的环境影响量化数据，更直观的评估双氟磺酰亚胺锂中成分的变化对环境影响带

来的变化，为推进双氟磺酰亚胺锂绿色设计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双氟磺酰亚胺锂》标准编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规范性文件的基本要求进行，在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风电行业政策要求

的前提下，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双氟磺酰亚胺锂绿色设计做出了详细的规

定。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考虑到双氟磺酰亚胺锂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原

辅料与能源获取、双氟磺酰亚胺锂生产、双氟磺酰亚胺锂包装等阶段，深入分析

各阶段的资源消耗、生态环境、人体健康影响因素，选取不同阶段的资源消耗、

生态环境、人体健康影响因素的典型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本标准在满足评价

指标体系要求的基础上，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建立双氟磺酰亚胺锂产品种类

规则，开展生命周期清单分析，进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将环境影响评价结果作

为产品绿色设计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以体现标准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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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流程说明 

3.2.2.1 功能单位说明 

功能单位必须是明确规定并且可测量的。本文件可以“1t双氟磺酰亚胺锂”

作为功能单位。 

3.2.2.1 系统边界说明 

本附录界定的双氟磺酰亚胺锂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分3个阶段：原辅料与

能源的获取、双氟磺酰亚胺锂的生产、双氟磺酰亚胺锂包装。 

3.2.2.1 数据取舍原则 

单元过程数据种类很多，应对数据进行适当的取舍，原则如下： 

a) 能源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b) 原料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c)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0.3%的项目输入可忽略； 

d) 大气、水体的各种排放均列出； 

e) 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忽略； 

f)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

和排放均忽略； 

g) 任何有毒有害材料和物质均应包含于清单中， 不可忽略。 

3.2.2.1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1） 总则 

（2） 数据收集 

（3） 概况 

（4） 现场数据采集 

（5） 背景数据采集 

（6） 原材料采购 

（7）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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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分配 

3.2.2.1 影响评价说明 

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核实后，利用生命周期评估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用

以建立生命周期评价科学完整的计算程序。背景数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

软件获取。通过建立各个过程单元模块，输入各过程单元的数据，可得到全部输

入与输出物质和排放清单，为分类评价做准备。 

3.2.2 试验方法 

参考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化工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中的试验方法，并在其基

础上进行完善，确定本次制定标准中各项目的测试方法。 

三、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双氟磺酰亚胺锂》是在系统调研和反复论证的

基础上完成的。结合了国内现状与发展的需求，汲取了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技

术要求设置合理、实践可行，内容侧重以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为指导，加强对

双氟磺酰亚胺锂产品供应链（上游）、双氟磺酰亚胺锂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使用

和废弃后的处置（下游）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过程链的管理控制，提升双氟磺酰

亚胺锂在其全生命周期中的综合环境绩效，构建包含双氟磺酰亚胺锂产品生命周

期相关阶段的绿色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双氟磺酰亚胺锂绿色设计产品的定量、

定性指标以及评价基准值，并制定相关评价技术标准。以提高双氟磺酰亚胺锂绿

色设计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双氟磺酰亚胺锂产品的安全性和

生态友好性，促进产品的规模化推广。 

本着引领绿色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原则，绿色设计产品使用安全环保

的原材料，严于现行环保要求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控制，为所有双氟磺酰亚

胺锂生产的管理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水平分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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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1. 本标准符合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标准与其他相关标准没有矛

盾之处。  

2. 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

和可操作性。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八、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进而促进企

业生产环保型产品，同时还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环保产品的宣传和监管。 

2. 本标准的制定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加强自我监管和质量管理的机会，可以帮

助企业提升产品的生产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九、实施团体标准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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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标准修订、颁布后，为更好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编制组建议相关部

门和协会要认真做好标准的宣传培训工作，使其能真正得到实际应用，以便更好

地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编制单位将对该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和收集标准执行中

发现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升标准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该标准的科学性、

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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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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