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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来源

甲酸钠，化学式 HCOONa·2H2O，稍有甲酸气味。易溶于水和甘油，微溶

于乙醇。熔点 253℃（无水物），有毒。强热时分解为氢和草酸钠。在纺织、皮

革、染料等行业被广泛使用，可用于生产保险粉、草酸和甲酸。

在食品级、饲料级维生素生产制备过程中，维生素中间产物草酰物合成反应

残留的乙醇、甲酸混合液中加入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甲酸钠，并加入无水乙醇使

甲酸钠析出，析出的甲酸钠经无水乙醇洗涤后，再过滤、离心，得到甲酸钠副产

品，回收的甲酸钠含量≥85%，主要用于生产甲酸。

为解决生产和使用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无标准可依的问题，规范管理，国内

相关企业、环保公司等相关上下游单位，在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指导

下，于 2023年 12月启动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标准的

制定工作。制定副产品甲酸钠标准，既能有效控制副产品甲酸钠质量，又有助于

产品生命周期有标可依，也符合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的资源回收利用、发展循环

经济和创建“无废城市”的理念。

本文件归口单位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

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衡阳屹顺化工有限公司、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

会、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远航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国内现有甲酸钠质量标准主要有行业标准《工业甲酸钠》（HG/T 5390—2018），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化工分技

术委员会(SAC/TC63/SC2)归口。2018年 10月 2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首次批准发布，2019年 4月 1 日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工业用甲酸钠

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由

一氧化碳、氢氧化钠合成法(以下简称合成法)和三羟甲基丙烷、新戊二醇、季戊

四醇等副产法(以下简称副产法)生产的工业用甲酸钠。其中副产法只适用于三羟

甲基丙烷、新戊二醇行业和季戊四醇行业副产的甲酸钠，其他副产法不适用此标

准。

团体标准《化学试剂 甲酸钠》（T/CSTM 00178—2020）由南京化学试剂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万盛川东化工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起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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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村材料试验技术联盟归口，2020年 06月 23日实施。本标准适用于化学试剂

甲酸钠的检验，不适用于本项目副产品甲酸钠。

标准具体指标情况详见表 2-1。

表 2-1 HG/T 5390—2018与本文件分析对比

指标

标准名称 HG/T 5390—2018
本文件Ⅰ型

Ⅱ-1型 Ⅱ-2型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外观 白色粉末、结晶或颗粒
白色或微带色粉

末、结晶或颗粒

白色或微带色

粉末、结晶或

颗粒

甲酸钠/% ≥ 98.0 97.0 96.0 97.0 90.0 85.0
碳酸钠/% ≤ 0.20 0.50 1.0 / / /
氢氧化钠/% ≤ 0.10 0.50 1.0 / / /
氯化钠/% ≤ 0.10 0.15 0.20 0.2 0.2 0.2
硫化物(以 Na2S)/% ≤ 0.005 0.010 / / /
铁/% ≤ 0.003 0.010 0.005 0.005 0.005
有机物/% ≤ / / / 1.5 9.0 9.0
加热减量/% ≤ 0.5 1.0 1.5 1.5 2.0 12.5
砷/mg/L ≤ / / / / / 5
硒/mg/L ≤ / / / / / 1
铬/mg/L ≤ / / / / / 15
锌/mg/L ≤ / / / / / 100

表 2-2 《化学试剂 甲酸钠》（T/CSTM 00178—2020）相关指标

名称 分析纯 化学纯

含量(HCOONa)/% ≥ 99.0 98.5
澄清度试验/号 ≤ 4 6
水不溶物/% ≤ 0.005 0.01
pH值(50g/L，25°C) 7.0~8.6 7.0~8.6
氯化物（Cl）/% ≤ 0.002 0.003
硫酸盐(以 SO4)/% ≤ 0.005 0.005
磷酸盐(以 PO4)/% ≤ 0.001 0.001
铁/% ≤ 0.0005 0.001
钙/% ≤ 0.005 0.01
镁/% ≤ 0.001 0.002
重金属（以 Pb计）/% ≤ 0.0005 0.0005

3 工作过程

3.1 工作工程

在标准归口管理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的组织协调下，由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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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衡阳屹顺化工有限公

司、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发挥维生素副产品物甲酸钠生产企业、

科研单位、下游用户单位的优势，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合作开展标准起

草工作。

2023年 11月，浙江花园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花园营养科技有限公

司及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划、调研团体标准可行性工作，开展前

期政策调研。

2023年 12月，编制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确定了参与编制单位及

人员、技术路线、任务分工、时间进度等问题。

2024年 12月上旬，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组织召开立项研讨会，

审议通过开题报告和标准编制大纲，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2024年 12月中旬，工作组进一步邀请衡阳屹顺化工有限公司参与标准编制

工作，全面启动标准文本起草和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

2024年 12月下旬，完成编制文本和编制说明初稿，并进行了内部讨论和意

见征求。

2025年 4月，进一步修改完成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标准在

协会主页上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 30天。

3.2 主要工作

1、相关标准分析

标准编制工作组前期主要进行了甲酸钠相关标准分析，重点关注甲酸钠、氢

氧化钠、氯化钠、有机物、加热减量、重金属等常规污染物含量要求等，具体见

表 2-1。

对照现行行业标准 HG/T 5390—2018中，Ⅰ型合成法生产的甲酸钠质量控制

指标除甲酸钠含量外，还涉及碳酸钠、氢氧化钠、氯化钠、硫化物、铁、有机物

及加热减量；对比Ⅰ型甲酸钠，Ⅱ型副产法生产的甲酸钠减少了碳酸钠、氢氧化

钠、硫化物的控制指标。

2、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产品质量检测

2024年 2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委托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花

园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副产品甲酸钠样品进行了分析，分析内容为标准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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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测试数据表明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能够满足本文件确定的指标要求。

4 产品概况

4.1 性质

产品名称：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

主要成分：HCOONa、HCOONa·2H2O。

白色或微带色粉末、结晶或颗粒。

4.2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生产甲酸。

4.3 生产工艺

1、副产品甲酸钠工艺流程

维生素中间产物草酰物合成反应时，反应残留的乙醇、甲酸混合液中加入氢

氧化钠和无水乙醇，草酸杂质与氢氧化钠生成的草酸钠的溶解度较低，可通过过

滤去除部分草酸钠杂质。甲酸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甲酸钠，并通过精馏回收乙醇，

使甲酸钠析出，离心分离后，得到甲酸钠副产品。

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生产工艺流程简图如图 4.3-1所示。

图 4.3-1 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3、生产工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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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料来源简单，本质安全性好

副产品甲酸钠的生产原料来自食品级及饲料级维生素中间体的生产过程，原

料纯度、品质高，不涉及高毒化学品。反应过程中草酸分解生成甲酸，与氢氧化

钠反应生成甲酸钠，不涉及其他无机杂质。

从维生素的原辅料和产品的性质可知，副产品甲酸钠生产过程原料来源简单，

不涉及重金属、高毒和持久性污染物。

2）实现资源的回收利用，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

甲酸钠分为合成甲酸钠和副产甲酸钠，副产甲酸钠纯度低，一般都含有一定

量有机物，下游企业可以先有效去除副产甲酸钠中的有机物杂质进行提纯，提纯

后的甲酸钠再做为甲酸的生产原料，实现资源回收利用。

5 标准制定原则和内容说明

5.1 制定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制定标准应

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

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制定标准应当做到

与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

的精神制定本文件。

同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相关指标的设定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安全性原则，核心是副产品甲酸钠中有机杂质、重金属离子和其他高风

险的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环境安全原则，这是制定本文件的底线；

二是指标设定兼顾必要性原则，下游通用需求和行业生产实际相结合，避免

不必要的处理，即须实现安全环保与技术可行性、经济性相统一。

三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结合企业现阶段甲酸钠资源化利用的实际情况，

以解决实际问题，以规范产品的适用范围、理化指标和指标值、检测检验、包装

储运要求等，提供更为细化的产品要求为导向，开展标准研制。

5.2 内容及试验方法

5.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的产品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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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文件适用于以维生素行业含甲酸钠废液为原料，预

处理后经结晶、离心制得的回收甲酸钠，用于生产甲酸。

5.2.2 质量要求

1、质量指标的确定

本副产品甲酸钠中甲酸钠含量超过 85%，具有巨大的回收利用价值。目前甲

酸钠现行质量标准，只有行业标准《工业甲酸钠》（HG/T 5390—2018）。行业

标准 HG/T 5390—2018中，Ⅰ型合成法生产的甲酸钠质量控制指标除甲酸钠含量

外，还涉及碳酸钠、氢氧化钠、氯化钠、硫化物、铁、有机物及加热减量；对比

Ⅰ型甲酸钠，Ⅱ型副产法生产的甲酸钠减少了碳酸钠、氢氧化钠、硫化物的控制

指标。

则基于本次副产品甲酸钠生产及下游甲酸生产特点主要考虑了甲酸钠含量、

氯化钠、加热减量、有机物、砷、硒、铬、锌等指标。

对各项指标的筛选情况如下：

（1）甲酸钠含量

作为副产品甲酸钠，甲酸钠含量是下游用户必须考虑的主要经济性指标，因

下游企业主要利用甲酸钠用与硫酸反应生产甲酸及副产硫酸钠，关注的主要是甲

酸钠含量，因此本文件将甲酸钠含量做为本文件的主要技术指标。参照行业标准

《工业甲酸钠》（HG/T 5390—2018）和下游企业对甲酸产品质量标准中甲酸最

低含量 85%的要求，确定副产品甲酸钠的产品技术指标。本文件根据企业实验室

小样检测结果（甲酸钠含量：86.2%~89.5%），结合下游企业对甲酸钠含量的要

求，最终副产品甲酸钠含量在 85%以上，因此本文件规定甲酸钠含量指标为≥

85.0%。

（2）外观

HG/T 5390—2018中规定了Ⅱ型甲酸钠的外观为白色或微带色粉末、结品或

颗粒。本文件参照 HG/T 5390—2018，规定甲酸钠外观控制要求为白色或微带色

粉末、结品或颗粒。

（3）氯化钠

《工业甲酸钠》（HG/T 5390—2018）中，副产法生产的甲酸钠中氯化钠含

量不超过 0.20%。本项目中甲酸钠生产过程中不涉及氯元素，因此副产品中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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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氯化钠，本文件参照 HG/T 5390—2018，规定副产品甲酸钠中氯化钠含量控

制限值不超过 0.20%。

（4）铁

《工业甲酸钠》（HG/T 5390—2018）中，副产法生产的甲酸钠中铁含量含

量不超过 0.005%。本项目中甲酸钠生产过程中不涉及铁元素，可能在酸和碱中

含有微量的铁杂质，企业严格选用符合 GB/T 534 中一级品要求的硫酸及符合

GB/T 209质量要求的氢氧化钠。本文件参照 HG/T 5390—2018，及下游厂家需求，

规定甲酸钠中铁含量≤0.005%。

（5）加热减量

根据企业实验室小样产生甲酸钠检测结果（加热减量 6.3%~12.4%），规定

副产品甲酸钠中加热减量含量控制限值不超过 12.5%。

（6）有机物

《工业甲酸钠》（HG/T 5390—2018）中，副产法生产的甲酸钠中有机物含

量不超过 9.0%。本文件参照 HG/T 5390—2018，及下游厂家需求，规定甲酸钠

中有机物含量≤9.0%。

2、砷、硒、铬、锌等有害物质指标

根据企业对样品委托监测结果，样品中有毒有害物质中主要检出指标为砷、

硒、铬、锌。参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中

规定限值对砷、硒、铬、锌进行控制。

2024年 2月，企业委托第三方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验证

性检测，检测结果列表 5.2-1。

表 5.2-1 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样品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检测方法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1 甲酸钠，% 86.2 87.6 89.5 HG/T5390

2 氢氧化钠，% ＜0.0008 ＜0.0008 ＜0.0008 HG/T5390

3
加热减量

（110℃), %
12.4 9.6 6.3 HG/T5390

4 氟含量，% ＜0.0005 ＜0.0005 ＜0.0005 GB/T 7484

5 砷（As），mg/L 0.0002 ＜0.0001 ＜0.0001 GB 5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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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汞（Hg），mg/L ＜0.0002 ＜0.0002 ＜0.0002 GB 5085.3

7 硒（Se），mg/L 0.038 0.0020 ＜0.0005 GB 5085.3

8 六价铬，mg/L ＜1.0 ＜1.0 ＜1.0 GB/T 15555.4

9 银（Ag），mg/L ＜0.01 ＜0.01 ＜0.01 GB 5085.3

10 钡（Ba），mg/L 0.016 ＜0.003 ＜0.003 GB 5085.3

11 铍（Be），mg/L ＜0.0003 ＜0.0003 ＜0.0003 GB 5085.3

12 镉（Cd），mg/L ＜0.003 ＜0.003 ＜0.003 GB 5085.3

13 总铬（Cr），mg/L ＜0.01 0.022 0.018 GB 5085.3

14 铜（Cu），mg/L ＜0.01 ＜0.01 ＜0.01 GB 5085.3

15 镍（Ni），mg/L ＜0.01 0.042 0.022 GB 5085.3

16 铅（Pb），mg/L ＜0.05 ＜0.05 ＜0.05 GB 5085.3

17 锌（Zn），mg/L 0.098 0.15 0.14 GB 5085.3

18 氰化物，% ＜0.01 ＜0.01 ＜0.01 HJ 484

19 烷基汞，mg/kg ＜0.0002 ＜0.0002 ＜0.0002 GB/T 14204

2、试验方法的确定

本维生素副产品甲酸钠中甲酸钠、氯化钠、铁、有机物、加热减量指标的检

测方法参照《工业甲酸钠》（HG/T 5390—2018）；砷、硒、铬、锌指标的检测

方法参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所有的检

测项目及试验方法列于表 5.2-2。

表 5.2-2 试验方法一览表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甲酸钠，% ≥85.0 HG/T 5390

氯化钠，% ≤0.2 HG/T 5390

加热减量（110℃), % ≤12.5 HG/T 5390

有机物，% ≤9.0 HG/T 5390

铁，% ≤0.005 HG/T 5390

砷，mg/L ≤5 GB 5085.3

硒，mg/L ≤1 GB 5085.3

铬，mg/L ≤15 GB 5085.3

锌，mg/L ≤100 GB 5085.3

5.2.3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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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对产品的检验分类、组批规则和采样方案以及判定规则做了相关的规

定。

5.2.4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副产品甲酸钠的特性，对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做了相关的规定。

5.2.5 安全

本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副产品甲酸钠的特性，对安全做了相关的规定。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说明

无。

7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无。

8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与我国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冲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尽快发布本文件并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实施。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

宣贯，使标准应用单位了解标准内容，促进标准实施应用。

10 废止现行团体标准的建议

无。

11 涉及的著作权、专利信息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12 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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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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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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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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