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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电子设备不断集成更强大的功能到更小组件中，温度升高会导致设备运行速度减慢、器件故障、影响

电池寿命等诸多问题。因此，温度控制成为设计中的关键挑战，散热膜需要在厚度更薄的情况下，具备更

好的导热散热性能。部分高端散热膜已从传统毫米级转变为微米级薄膜。

截至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专门用于检测散热膜导热散热性能的标准，这导致散热膜市场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一致性，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检测标准和方法。因此，检测技术的发展也

是石墨烯导热膜产业化的必然要求。石墨烯拥有优异热学性能，单层石墨烯导热系数高达 5300W/(m·K)。

以石墨烯导热膜为代表的石墨烯散热材料是热管理领域具有前景的新型散热材料，与传统人工石墨导热膜

相比，具有理论导热率高、膜厚可调、柔性耐弯折等优势，且材料资源自主可控。其已在中高端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散热领域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还逐步向折叠屏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设备、半

导体封装、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拓展。

2018 年石墨烯导热膜在智能手机领域实现商业化应用，标志着其商业化应用案例首次落地，随后多家

手机终端厂商相继推出采用该散热方案的旗舰机型。目前，石墨烯导热膜行业已初步形成完整产业链，但

仍处在产业化初期阶段，国内具备量产能力的企业较少。在此背景下，制定性能检测方法团体标准，有助

于规范市场、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与竞争，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相关的国家标准有 GB/T 13465.12-2023 不透性石墨材料试验方法第 12

部分：导热系数。此标准主要针对不透性石墨材料，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导热系数测试方法，适用于传统

石墨材料的性能评估。而《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技术要求》团体标准则将专门针对石墨烯导热膜这一新

兴材料，考虑了石墨烯材料的特殊性，如其高导热性和薄膜形态，因此在测试方法上进行了优化和创新，

以更准确地反映石墨烯导热膜的性能特点。该团体标准的优势在于其能够提供更为精确和针对性的测试结

果，满足石墨烯导热膜在高性能热管理应用中的检测需求，推动了石墨烯材料在电子、新能源等领域的应

用发展。针对石墨烯导热膜的导热系数、热阻等，急需立项《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技术要求》该标准，

填补标准空白点，充分考虑石墨烯导热膜的各种性能参数和检测方法，提高石墨烯导热膜的整体技术水平。

制定《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技术要求》团体标准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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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导热膜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其性能直接影响到下游产品的质量和应用效果。制定《石墨烯导热膜性

能检测技术要求》团体标准，可以为石墨烯导热膜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推动整个行

业的规范化发展。这有助于减少市场上的混乱现象，提高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

二、提升产品质量与性能

通过明确的性能检测标准，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生产过程，确保石墨烯导热膜的性能达到或超过标准

要求。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与性能，还能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从而促进产品的市场接受

度和应用范围的扩大。

三、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

有助于推动企业之间的技术共享和创新。同时，为了满足或超越标准要求，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石

墨烯导热膜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四、保护消费者权益

团体标准的制定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明确的产品性能参考，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明智的购买决策。同时，标

准的实施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五、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石墨烯导热膜的广泛应用涉及多个行业和领域，如电子、汽车、航空航天等。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助于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确保各个环节的产品质量与性能匹配，从而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健康、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常州富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本标准由常州富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开封平煤超导热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永安市永清

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一瑞达复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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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人 工作职责

常州富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墨烯研究

院、开封平煤超导热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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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中包括了新材料行业

资深专业人员，新材料行业管理人员

宁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永安市永清石墨

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一瑞达复合材料技术

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生产数据、试验方法，参

与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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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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目前的新材料行业

现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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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2月24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技术要求》立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技术要求》编制需要，常州富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开封平煤超导热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永安市

永清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一瑞达复合材料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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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技术要求》各部分内容，并于2025年1月15日汇总形成标准草

案。

4.2.3 2025年3月10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石墨烯导热膜性能检测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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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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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生产企业常州富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开封平煤超导热新材料有限公司、宁

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永安市永清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一瑞达复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石墨烯导热膜的性能检测技术要求，包括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石墨烯导热膜的性能检测。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石墨烯导热膜 graphene heat conduction film

以石墨烯为主体制备的具有高导热性、柔性及耐弯折特性的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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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耐弯折性 resistance to bending

材料在一定条件下反复弯曲后保持结构和性能完整性的能力。

3 技术要求

3.1 外观

a) 外观表面无破损、皱折、波纹、划伤、气泡、凹陷或凸起等变形缺陷；

b) 自然光下，无明显色差；

c) 边缘齐整，无毛刺或撕裂现象；

d) 膜片厚度均匀；

e) 密封性良好，无漏气、渗水等现象；

f) 印刷标识清晰、准确、美观，边缘锐利且不易脱落。

3.2 规格

石墨烯导热膜的规格及偏差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规格

序号 项目 单位 规格

1 宽幅 mm 偏差±1

2 厚度 um 偏差±10%

3 密度 g/cm³ 1.45～2.25

3.3 性能

石墨烯导热膜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要求

1 比热容（25±3） ℃ J/（g.K） 0.85

2 热扩散系数 mm²/s 600～1100

3 导热系数（平面） W/（m·K） 800～2000

4 拉伸强度 MPa ≥20

5 耐弯折次数（R2,180°次） 次 ＞2×104

6 电导率 s/m 5×105～10×105

7 耐温性 - 400 ℃

4 试验方法

4.1 外观

在室内正常光照下目视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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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宽幅测定

4.2.1 试样制备

a) 卷状：沿膜材长度方向选取 4 个位置，覆盖左/右边缘（距边 10 mm）、1/4 处及中心位置，在每

个位置的宽度方向均匀裁取至少 5 条试样，试样尺寸为 40 mm×实际全宽；

b) 片状：采用 200 mm×200 mm 网格化定位，在四角距边缘 10 mm 处设置四个基准取样点（左下、

右下、右上、左上）；沿膜材宽度方向，在纵向中心轴线上等间距选取左 1/4 宽度、中心点及右

3/4 宽度三个横向取样点；在膜材长度方向，沿横向中心轴线设置两个纵向极值取样点（距上下

边缘 10 mm），共 9个点实施九点取样。

4.2.2 测量步骤

试验步骤按下列执行：

a) 将试样平铺于无尘工作台，避免拉伸或挤压；

b) 使用激光测宽仪（精度±0.1 mm）测量每份试样的宽度，计算平均值；

c) 实测平均值与标称值的差值应≤±1 mm。

4.3 厚度测试

厚度的测试应按照GB/T 6672的规定进行，使用精度为±1 μm的接触式测厚仪，沿膜材对角线方向裁

取10个测试点，每个点重复测量3次，取平均值。

4.4 密度的测试

密度的测试应按GB/T 1033.1规定进行，裁取10 mm×10 mm试样，质量≥0.5 g。称量试样空气中质量

m1，浸入已知密度ρ液的无水乙醇，称量浸渍后质量m2，然后按公式（1）计算密度。

� = �1

�1−�2
·�液

······················································(1)

式中：

m1--------------试样在空气中的质量；

m2--------------试样浸渍后的质量；

ρ液-------------无水乙醇的密度。

4.5 比热容测试

4.5.1 试样准备

从石墨烯导热膜上切取尺寸为10 mm×140 mm试样且试样平整、无缺陷。

4.5.2 仪器设置

打开差示扫描量热仪，并进行预热和校准。

测试在标准试验室温度（25±3） ℃下进行，并测试试样在50 ℃环境下的比热容。

4.5.3 测试步骤

试验步骤按下列执行：

a) 将试样静置于差示扫描量热仪的夹持器中；

b) 启动测试程序，监测试样在升温过程中的热量变化，并记录数据；

c) 整理、处理测试数据，计算比热容。

4.6 热扩散系数测试

按GB/T 22588的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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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导热系数测试

导热系数（λ）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确定：

a) 直接测试法：使用导热系数测试仪直接测量；

b) 间接计算法：基于热扩散系数、密度和比热容，按公式（3）计算：

� = � ∗ � ∗ �·······················································(3)
式中：

λ------------导热系数；

α-----------热扩散系数；

ρ-----------密度；

c-----------比热容。

4.8 拉伸强度测试

拉伸强度测试应按GB/T 1040.1的规定进行测试。

4.9 耐弯折次数测试

4.9.1 仪器

MIT式耐折测试仪。

4.9.2 试验条件

荷重方式：砝悬吊式4.9 N；弯曲频率：250次/分;弯曲角度：90～180°；弯曲夹具R角：5 mm。

4.9.3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按下列执行：

a) 切取试样尺寸为 10 mm×140 mm；

b) 把试样两端分别夹在上下两个夹具上，保持平整；

c) 以 250 次/分的频率对试样进行折弯，观察弯曲 30000 次后是否有明显裂纹，如无明显裂纹为合

格；

d) 根据测试结果完成测试报告，结果应符合表 1的规定。

4.10 电导率测试

4.10.1 仪器

a) 四探针测试主要包括主机、测试架和四探针头；

b) 量具采用游标卡尺、千分尺。

4.10.2 试验条件

试验室温度为（25±3） ℃。

4.10.3 测试步骤

试验步骤按下列执行：

a) 测量石墨烯导热膜的厚度，试样尺寸取 100 mm×100 mm；

b) 按照四探针测试方法测试石墨烯导热膜的方块电阻；

c) 根据方阻与电导率的关系计算出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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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测试结果完成测试报告，其结果应符合。

4.11 耐温性测试

4.11.1 仪器与设备

试验设备有：

a) 恒温烘箱：控温精度±1 ℃，温度均匀性≤±2 ℃，温度范围 0～300 ℃；

b) 表面皿或耐高温托盘；

c) 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

4.11.2 试样准备

4.11.2.1 从待测石墨烯导热膜上切取尺寸为 100 mm×100 mm 的试样 3 片，要求边缘平整、无初始缺陷。

4.11.2.2 试样在测试前需在标准实验室环境（（25±3） ℃，湿度 50%RH）中静置 24h。

4.11.3 测试步骤

试验步骤按下列执行：

a) 将恒温烘箱预热至设定温度（100 ℃），待温度稳定后放入试样；

b) 开始计时，连续保持 100 ℃环境 240 h；

c) 测试期间每 24 h 记录一次烘箱温度，并检查试样状态；

d) 测试结束后，关闭烘箱，待温度降至室温后取出试样，试样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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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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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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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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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