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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站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氢能汽车加氢站在设计和安装过程中应遵守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各种供氢方法的氢能汽车加氢站，也适用于加氢加油、加氢加气、加氢充电合建

站等两站合建或多站合建的加氢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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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 12358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GB 168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有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 50516 加氢站技术规范 

GB XXXXX 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机 

GB/T 18442.1 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第1部分：总则 

GB/T 18442.2 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第2部分：材料 

GB/T 18442.3 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第3部分：设计 

GB/T 18442.4 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第4部分：制造 

GB/T 18442.5 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第5部分：检验与试验 

GB/T 18442.6 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第6部分：安全防护 

GB/T 19773 变压吸附提纯氢系统技术要求 

GB/T 19774 水电解制氢系统技术要求 

GB/T 24499 氢气、氢能与氢能系统术语 

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DB11/Z 728 电动汽车电能供给与保障技术规范 充电站 

SZDB/Z 29.2 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充电站及充电桩 

TSG R0004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与定义 

GB/T 24499 和 GB 50516 中界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 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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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氢站   hydrogen refueling station 

    为氢能汽车或氢气内燃机汽车或氢气混合燃料汽车等的储氢瓶充装氢燃料的专门场所。 

3.2 加氢合建站 combined hydrogen refueling station 

    加氢站与汽车加油站、加气站和电动汽车充电站等设施两站合建或多站合建的场所的统称。 

4 基本要求 

4.1 加氢站可采用氢气长管拖车运输、液氢运输、管道运输或自备制氢系统等方式供氢。加氢站可与

汽车加油、加气和电动汽车充电站等设施联合建站。 

4.2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的火灾危险类别应为甲类。加氢站及各类加氢合建站内有爆炸危险房间或区

域的爆炸危险等级应为 1区或 2区。 

4.3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内的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4.4 加氢站、加氢加气合建站、加氢加油合建站的等级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516的有关规

定。 

4.5 加氢站与充电站合建时，此类加氢合建站的等级划分参照表 1 执行。 

表1 与充电站合建的加氢合建站的等级划分 

 

加氢站等级 

充电站等级 

一级 

电池存储能量＞

6800kWh 

二级 

3400kWh＜电池存

储能量＜6800kWh 

三级 

1700kWh＜电池存储

能量＜3400kWh 

四级 

电池存储能量 

＜1700kWh  

一级 X X X X 

二级 X 一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X 二级 二级 三级 

注：“  X”  表示不得合建。 

5 站址选择 

5.1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不应设置在城市干道的交叉路口和交通繁忙路段附近，也不应设在多尘或有

腐蚀性气体及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5.2 与充电站合建的加氢合建站与站外市政道路之间应设置缓冲距离或缓冲地带，便于电动汽车的进

出和充电等候。 

5.3 加氢站、加氢加气合建站与加氢加油合建站的工艺设施与站外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距离，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516 的有关规定。 

5.4 与充电站合建的加氢合建站的氢气工艺设施与站外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GB 5051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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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与充电站合建的加氢合建站的充电工艺设施与站外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GB 50016 中丙类厂房的规定。 

6 平面布置 

6.1 加氢站、加氢加气合建站与加氢加油合建站站内设施之间的防火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516和 GB 50156的有关规定。 

6.2 与充电站合建的加氢合建站的充电工艺设施安装位置应距爆炸危险区域边界线 3m以外，爆炸危险

区域的划分按现行国家标准 GB 50516的有关规定。 

6.3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站内的加氢、加气、加油、充电等工艺设施，不宜交叉布置。 

7 氢气输送 

7.1 氢气管道 

7.1.1 氢气管道宜采用架空敷设或明沟敷设，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4962和 GB 50516的有

关规定。直接埋地敷设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77的有关规定。 

7.1.2 应该用编码或标识清晰永久地标出氢气管道。 

7.1.3 加氢站内的所有氢气管道、阀门、管件的设计压力应为最大工作压力的 1.10倍，并不得低

于安全阀的泄放压力。 

7.1.4 氢气管道上应设置放空管、分析取样口和吹扫置换口，其位置及技术性能应能满足管道内

气体排放、取样、吹扫和置换要求。 

7.2 氢气长管拖车 

7.2.1 氢气长管拖车的储气瓶卸气端应设钢筋混凝土实墙，其高度不得低于长管拖车的高度，长

度不应小于长管拖车车宽的 2倍。 

7.2.2 氢气长管拖车区域应设置防静电接地等安全设施，氢气长管拖车卸气时，在软管连接之前，

应确认氢气长管拖车已经接地。 

7.2.3 氢气长管拖车区域应保持自然通风，应设有氢气长管拖车的停车档块。 

8 液氢    

8.1 液氢储罐 

8.1.1 固定式液氢储存容器的选材、设计、制造、检验与试验、安全防护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

标准 TSG R0004、GB/T 18442.1-6等的有关规定。 

8.1.2 液氢储罐应安装泄压装置防止压力过高。泄压装置及其排气管的设计应不让水分在其上面

积聚及冷冻， 防止干扰泄压装置的正常工作。真空夹层的安全泄放装置及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GB/T 18442.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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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液氢排气通道应该只与液氢罐有关，不应该与其他排空管道连接，避免氢气回流到其他排

空通道中。 

8.1.4 液氢罐应设置防撞设施，其下方应铺放适量干净的碎石沙砾。 

8.2 液氢汽化器 

8.2.1 汽化器及其管路应该采用泄压装置保护。 

8.2.2 应该安装保护装置来确保从汽化器出来的低温气体不会对下游的管路及设备造成损坏并影

响加注过程。 

8.2.3 汽化器使用的热量应该来自间接的介质如空气，蒸汽，水等。 

8.2.4 汽化器应该固定，其连接管路应该有充分的弹性，尽量避免由于温度的变化所引起的膨胀

或收缩对其的影响。 

8.2.5 在汽化器排气处应该采取措施避免液氢流入其他设备中。汽化器应有装置防止氢气回流。 

9 加氢站内制氢 

9.1 电解水制氢 

9.1.1 水电解制氢装置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19774和 GB 50177的有

关规定。 

9.1.2 水电解制氢装置制取的副产氧气，需要回收利用时，应设置氧气中氢含量自动分析仪，同

时设有人工分析，以定期校核分析的准确性；并应设有氧气中氢含量超浓度报警装置。 

9.1.3 水电制氢装置的直流供电线路，应采用铜导体，并宜敷设在较低处或地沟内；当必须采用

裸母线时，应设有防止产生火花的措施。 

9.1.4 水电解制氢装置开车前，应检查所有防护、安全设施，均应处于完好状态，如压力调节装

置、放空吹扫及分析设施、安全阀以及各种指示、调节用仪表等。 

9.2 天然气、甲醇重整制氢 

9.2.1 天然气、甲醇重整制氢装置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19773、GB50177

等的相关规定。 

9.2.2 天然气、甲醇重整制氢装置，应设有原料气、产品氢气、解吸气和制氢过程分级的气体组

分分析或纯度分析，应设有必要的压力、程序控制系统显示仪表。 

9.2.3 天然气、甲醇重整制氢提纯氢装置应露天布置。 

9.2.4 天然气、甲醇重整制氢提纯氢系统应设置吹扫置换接口，系统开车前，应检查吹扫置换至

系统内氮气中氧含量小于 0.5%。 

10 氢气储存系统 

10.1 氢气储存系统及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51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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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氢气储存装置分组放置并相互连通时，应设置保护措施确保低压储氢装置不会发生超压事故。 

10.3 氢气储存系统中每个独立储存容器应有各自独立的安全泄放装置。 

10.4 氢气储存可采用高、中、低压固定式氢气罐、储氢气瓶组等，其储存氢气的压力和容量应满足加

氢系统的加注要求。 

11 加氢机 

11.1 加氢机不应设在室内。 加氢机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XXXX和 GB 50516 的有关规定。 

11.2 加氢机的基础须足够坚固，加氢机周围应设置防撞设施，免受车辆撞击。 

11.3 加氢机或加氢岛应设置紧急切断按钮，当紧急切断按钮被触发时应实现下列连锁控制： 

a) 自动关闭加氢机进气管道的自动切断阀； 

b) 上游的压缩系统应该被关闭。 

11.4 加氢机内应设置氢气泄漏检测装置，当发生氢气泄漏在空气中含量达 0.4%时（10%LEL）应向加

氢站内控制系统发出报警信号，当发生氢气泄漏在空气中含量达 1.6%（40%LEL）时应向加氢站内控制

系统发出停机信号，并自动关闭阀门停止加气。 

12 氢气压缩机 

12.1 氢气压缩机的安全保护装置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516中相关规定。    

12.2 氢气压缩机配置的电气装置（包括电动机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58的有关规定。若

电气设施采用氮气或空气充气保护时，应设有低压报警装置。 

12.3 氢气压缩机和电动机之间的联轴器或皮带传动部位，应采用安全防护措施。当设置皮带传动时，

应采取导除静电的措施。 

12.4 氢气压缩机试车时，应首先采用氮气进行吹扫置换后再进行试车，不应使用氢气直接试车。试车

后投入正式运行前，应用氢气进行吹扫置换。 

13 安全与消防 

13.1 可燃气体报警 

13.1.1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应配有不间

断电源。可燃气体检测器应安装在最有可能聚集氢气的地点或位置，可燃气体报警器宜集中设置在

控制室或值班室内。     

13.1.2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内的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检测到空气中的氢气含量达到 0.4% 时

应触发声光报警信号，当空气中的氢气含量达到 1% 时应启动相应事故排风风机，当空气中的氢气

含量达到 1.6% 时，应触发加氢站紧急切断系统。 

13.1.3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内可能发生可燃气体泄漏的房间均应设置排风系统，正常排风 7次/

小时，事故排风换气次数不少于 15次/小时，并应与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连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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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各报警装置及仪器应定期进行检测，并应由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

测和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13.1.5 报警仪应根据精度、可靠性、可维护性、检测范围、响应时间等因素选用，并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GB 12358和 GB 16808的有关规定。 

13.1.6 可燃气体报警声信号应能气动消除，当再次有可燃气体报警信号输入时，应能再次启动。 

13.2 消防设施 

13.2.1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应设消防给水系统。消防给水管道和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GB 50016的有关要求。 

13.2.2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消防灭火器材的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516的有关要求。 

13.2.3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内可能发生火灾的房间或区域内应设置火灾探测器，当探测到火灾信

号时应触发加氢站紧急切断系统。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16 的有关规定。 

13.2.4 与充电站合建的加氢合建站中充电设备区应按每100kW充电设备或50000Ah电池配置不少

于 1只 9L手提式可用于灭 E类火灾的水基型灭火器或 2只 6L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充电设备功

率不足上述数量时，按上述要求向上取整计算。 

13.2.5 与充电站合建的加氢合建站应配置灭火毯不少于 2块，灭火毯应存放在充电区方便取用的

位置。 

13.3 电气防爆 

13.3.1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的电力线路，宜采用电缆直埋敷设。电缆穿越行车道等场所，应穿钢

管保护。在有爆炸危险环境区域内敷设的电缆，应在电缆引向电气设备接头部件前、相邻的不同环

境之间位置做隔离密封。 

13.3.2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采用电力电缆沟敷设电缆时，沟内应充沙填实。电缆不应与油品管道、

氢气管道、天然气管道敷设在同一地沟内。 

13.3.3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在氢气环境内的电气设施选型，不应低于氢气爆炸混合物的级别、组

别。 

13.3.4 与充电站合建的加氢合建站中充电机的供电回路上应设置保护器，当充电机被撞或遇其他

危险工况时，保护器应能自行切断供电设备与充电设备的连接。 

13.4 防雷与防静电 

13.4.1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的防雷分类不应低于第二类防雷建筑，其防雷与接地设施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GB 50516和 GB 50177、GB 50156的相关规定。 

13.4.2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应对所有可能产生静电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采取防静电措施，以消除

或减少静电积累的可能性，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516的相关规定。 

13.4.3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的工艺设施及排空管等金属结构和设备组件应可靠接地，不得以氢气

管道作为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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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中工艺设备接地、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及信息系统接地，宜共用一

套接地装置，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应采用各种接地要求的最小值，并不大于 4Ω。 

13.5 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 

13.5.1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应设置中央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实时采集和记录各主要工艺设备的

运行状态及参数。 

13.5.2 在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进出口、氢气储存区、储气区、氢气加注区、加油加气区、充电区、

主控室及总电力配送室应设不间断视频监控，并把监控视频上传数据采集系统并做数据备份。 

13.5.3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周围应设立周界报警装置，报警信号应纳入监控系统。 

13.5.4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所有的报警信号及其处理结果都应记入系统数据库中。 

13.5.5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所有的核心单元应该由不间断备用电源供电，该

备用电源可以在断电后 60分钟内保持供电。 

13.6 紧急切断系统 

13.6.1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应设置紧急切断系统，该系统应能在事故状态下迅速切断站内各工艺

设施的动力电源和关闭重要的管道阀门。紧急切断系统应具有失效保护功能。 

13.6.2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内氢气压缩机、LPG泵、LNG泵、LPG压缩机、CNG压缩机、加油泵、

加氢机、加油机、加气机、充电机等设备的动力电源和站内管道上的紧急切断阀，应能由手动启动

的紧急切断按钮远程控制。 

13.6.3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内紧急切断系统应至少在下列位置设置紧急切断按钮： 

a) 距加氢站或加气站卸车点 5m 以内。 

b) 在加氢、加油、加气、充电现场工作人员容易接近的位置。 

c) 在控制室或值班室内。 

13.6.4 加氢站及各类合建站紧急切断系统亦可由可燃气监测报警或火灾探测器报警信号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