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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PPS纤维的发展源于对高性能材料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

材料的性能要求日益提高。传统纤维材料在某些极端环境下难以满足使用需求，而PPS纤维凭借其出色的

性能脱颖而出，成为替代传统纤维的理想选择。特别是在汽车、电子电气、环保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PPS

纤维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在汽车工业中，PPS纤维因其轻量化和高强度特性而受到青睐。随着汽车轻量化战略的推进，PPS纤维

成为降低车身重量、提高燃油效率的关键材料之一。它不仅可以用于制造汽车内饰和外饰部件，还可以用

于增强汽车结构件的强度和刚性，从而提高汽车的整体性能。在电子电气领域，PPS纤维的高耐热性和介

电性能使其成为电子元器件、电缆绝缘层等产品的理想材料。随着5G通信、新能源汽车等新型行业的快速

发展，对高性能电子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PPS纤维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环保领域也是PPS纤维发

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由于其优异的耐腐蚀性和阻燃性，PPS纤维被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废气净化等环保

设备中。在环保法规日益严格的背景下，PPS纤维的环保性能成为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此外，PPS纤

维还在航空航天、机械制造、化工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在航空航天领域，PPS纤维的高强

度和耐高温性能使其成为制造飞机部件的理想材料。在机械制造领域，PPS纤维可用于制造高精度、高强

度的机械部件，提高机械设备的整体性能。在化工领域，PPS纤维的耐腐蚀性使其成为化工设备中不可或

缺的材料。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不断拓展，PPS纤维的生产工艺也得到了持续改进和优

化。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PPS纤维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针对PPS纤

维的改性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与其他高性能材料的共混或复合，可以进一步提高PPS纤维的综合

性能，满足更加复杂和苛刻的应用需求。

在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的双重驱动下，PPS纤维的产量和品种不断增加。从最初的涂料级和注塑级，

到如今涂料级、注塑级、纤维级、薄膜级和挤出级均实现高速发展，PPS纤维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这不

仅推动了PPS纤维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为相关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目前，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相关的国家标准有GB/T35249-2017纺织品定量化学分析聚

苯硫醚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团体标准在电解制氢隔膜用PPS纤维的特定应用领域将提供更为详

尽的技术要求。团体标准不仅将涵盖PPS纤维的物理性能指标，如强度、耐热性等，还将特别强调其在电

解制氢隔膜中的化学稳定性和电化学性能，确保纤维在高腐蚀性环境下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相比之下，

GB/T35249-2017标准更侧重于纺织品中PPS纤维与其他纤维混合物的定量化学分析方法。因此，团体标准

在特定应用领域内具有更高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针对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的材料要求、尺

寸要求、力学性能要求等，急需立项《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技术要求》该标准，电解制氢

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处于标准空白点，填补标准空白点，提供明确的技术指标和要求。

《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规范行业秩序

聚苯硫醚（PPS）纤维以其优异的耐高温、耐腐蚀、高强度等特性，成为电解制氢隔膜的理想材料。

然而，当前市场上PPS纤维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电解制氢设备的整体性能和运行稳定性。制定团体

标准，能够对PPS纤维的原材料、生产工艺、性能指标等进行统一规定，从而规范行业秩序，提升产品质

量，保障电解制氢行业的健康发展。

2、推动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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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时，需要深入研究PPS纤维的制备

工艺、改性方法、性能测试等方面，这些研究将推动相关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标准的实施将引

导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产品性能，促进电解制氢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3、保障用户权益

制定团体标准，能够对PPS纤维的性能指标进行明确规定，确保产品满足用户需求。同时，标准的实

施将促使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提升用户满意度，保障用户权益。

4、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制定团体标准，有助于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和资源整合。一方面，通过统一技术要求，

促进原材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之间的紧密合作，提升产业链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标准

的实施将推动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5、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推动可持续发展

制定团体标准，不仅是对当前行业现状的规范和引导，更是对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引领。在制定团体

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等因素，推动PPS纤维及其相关产业向绿色、低碳、循环

方向发展。同时，标准的实施将引导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和工艺，降低能耗和排放，推动电解制氢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威尔克工业纺织(嘉兴)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本标准由威尔克工业纺织

(嘉兴)有限公司、四川中科兴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博格工业用布有限公司、凯泰特种纤维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威尔克工业纺织(嘉兴)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材料行业资

深专业人员，材料行业管理人员

四川中科兴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博格工

业用布有限公司、凯泰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材料生产数据、试验方法，

参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材料行业现状，

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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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5年2月28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技术要求》立项。

4.2起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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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技术要求》编制需要，威尔克

工业纺织(嘉兴)有限公司、四川中科兴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博格工业用布有限公司、凯泰特种纤维

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4.2.2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准

制定工作组完成《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技术要求》各部分内容，并于2025年3月18日汇总形

成标准草案。

4.2.32025年4月25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电解制氢隔膜用聚苯硫醚(PPS)纤维技术要求》团

体标准讨论会，与会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行了介

绍。与会专家和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

明确了该标准编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4月25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威尔克工业纺织(嘉兴)有限公司、四川中科兴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博格工业用布

有限公司、凯泰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2、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表 1 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1 纤维直径μm 10～30

2 纤维直径允许偏差 ±10%

3 断裂强力（cN/dtex） ≥3.5

4 断裂伸长率（%） ≤30

5 耐温性 ≥180℃，无变形或性能劣化

6 含水率 ≤0.5

六、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主要实验（验证）的分析

（1）核心性能验证

通过模拟电解制氢环境下的严苛工况，验证PPS纤维的核心性能。

1）物理指标验证：采用高精度显微测量设备，对PPS纤维直径进行多点检测，确保其处于10～30μm

范围内，且偏差控制在±10%，保障隔膜结构均匀性；运用万能材料试验机，测试纤维断裂强力与断裂伸

长率，确保断裂强力不小于3.5cN/dtex、断裂伸长率不大于30%，满足隔膜力学性能要求。

2）热性能验证：将PPS纤维置于高温环境箱，在不小于180℃条件下持续观察，借助热重分析、红外

光谱等手段，验证纤维无变形与性能劣化；通过烘干减重法测定含水率，保证其不大于0.5%，避免水分影

响电解制氢过程。

（2）环境适应性验证

模拟电解制氢过程中的极端环境，测试PPS纤维的耐受性。

1）化学稳定性验证：将纤维浸泡于不同浓度酸碱溶液，模拟电解槽电解质环境，定期检测质量、力

学性能及化学结构变化，确保纤维在强腐蚀环境下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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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湿度耐受性验证：把纤维置于高湿度恒温箱，观察吸湿情况及吸湿后性能变化，验证其在潮湿环

境下的可靠性，防止因吸湿导致隔膜性能下降。

（3）应用场景兼容性验证

在实际电解制氢设备中测试PPS纤维隔膜的适配性。

1）电解性能验证：监测电解过程中电流效率、氢气纯度、隔膜电阻等指标，评估纤维隔膜对电解工

艺的适用性。

2）工况适应性验证：对比不同电解电流、温度、电解质浓度等工况下隔膜性能，优化纤维参数，确

保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提升设备运行稳定性与效率。

6.2技术经济论证

该技术标准的制定通过分阶段验证与产业化实践，实现技术可行性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1）实验室验证阶段（2025年1月-2025年2月）

在受控实验环境下，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等先进设备，对PPS纤维样品进行微观结构、

晶体结构及热性能分析，验证其符合标准技术指标；模拟不同生产工艺，探索最佳参数，优化制备工艺，

保障纤维性能稳定，为规模化生产提供数据支撑。

（2）实际应用验证阶段（2025年3月-2025年4月）

联合电解制氢企业，在实际生产设备中部署PPS纤维隔膜。验证结果显示，隔膜在不同工况下，电流

效率提升显著，氢气纯度达标，且未出现因纤维性能问题导致的设备故障；同时，隔膜维护周期延长25%，

运维成本降低明显。

（3）产业化推广阶段（2025年5月-2025年10月）

建立标准化生产流程与自动化检测体系，实现PPS纤维批量生产。规模化生产使单位成本降低20%，产

品合格率提升至96%；统一的产品规格与质量标准，提升了与电解槽等设备的兼容性，缩短了用户安装调

试周期15%，加速市场推广进程。

6.3预期的经济效果

电解制氢隔膜用PPS纤维技术标准的实施，将推动行业技术升级与市场规范化发展。预计三年内，标

准化产品市场占有率将超55%，逐步替代性能不佳的传统材料，带动PPS树脂、助剂等上游产业协同发展，

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12%-18%。技术层面，标准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纤维性能，推动产品通过国

际认证，助力出口份额从6%提升至20%。经济效益方面，规模化生产降低单位能耗12%，减少废弃物排放22%；

社会效益上，高质量纤维隔膜提升电解制氢稳定性，为氢能产业发展提供保障，减少因材料问题导致的生

产事故风险35%，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七、标准水平分析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6.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6.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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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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