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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气瓶（氢气）充装站安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车用气瓶（氢气）充装站在基本条件、人员、充装场所、充装设备、

控制系统与检测仪表和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的安全技术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站内采用压缩或液态方式存储氢的车用气瓶（氢气）充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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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24499 氢气、氢能和氢能系统术语

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GB/T 31138 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机

GB/T 34584 加氢站安全技术规范

GB/T 3724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 氢气

GB/Z 34541 氢能车辆加氢设施安全运行管理规程

GB/T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T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T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T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施工规范

GB/T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257 电气装置安全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275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516 加氢站技术规范

HG/T 20675 化工企业静电接地设计规程

T/CATSI 05003 加氢站储氢压力容器专项技术要求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TSG 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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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49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车用气瓶（氢气）充装站 hydrogen refueling station, hydrogen filling station, hydrogen fueling station

用于充装使用压缩氢气作为燃料的车辆的车用气瓶，通常称为车用气瓶（氢气）充装站（以下简称充

装站）,其包括氢气供应以及氢气压缩、储存和充装系统。

3.2

加氢设施 hydrogen filling facilities

加氢站和加氢母站工艺设施的统称，包括高压储氢加氢设施、液氢储氢加氢设施、氢燃料储运设施等。

3.3

加氢机 hydrogen dispenser

给交通运输工具的储氢瓶充装氢气，并具有控制、计量、计价等功能的专用设备。

4 基本条件

4.1 充装站应当具有法定资质。

4.2充装站应取得 TSG 07要求的相关部门(规划、消防部门)的批准，在取得充装许可前，充装站不得对外营

业。

4.3 对于建设单位另行选择经营者进行经营的，应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加氢站经营批复”。

4.4新建、改建、扩建的充装站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年

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

改的方案。

4.5充装站的场地、厂房、设备和工艺设施应当是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

4.6建立和使用气瓶充装质量追溯系统，具有自动采集、保存充装记录的信息化平台，采用信息化技术对气

瓶充装过程进行管理，并且能够将有关信息数据及时接入政府监管平台。

4.7具备氢气的储存能力。

4.8用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氢气，其质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质子交换膜燃料汽车用燃料 氢气》GB/T 37244

的要求。

4.9除制氢加氢一体站外，应采购符合国家标准的氢气气源，与氢气气源单位签订供用气合同或供用气意向

书，每批次氢气采购应附带质量检验报告。

5 人员

5.1 充装站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化验人员应符合 TSG 07 的相关要求，并熟悉氢气的

物理、化学特性和相关安全要求。还应具备燃气、石油化工、化工机械、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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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气瓶充装单位应当依法配备在本单位管理层中负责气瓶充装安全的气瓶安全总监和位具体负责气瓶充装

安全的气瓶安全员。

5.3每个充装地址配备的充装人员和检查人员应符合 TSG 07要求，并掌握氢气的物理、化学特性和相关安

全要求。且每个班次作业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检查人员和充装人员。

5.4 每个充装地址需配备维修人员不少于 1人，应急抢修人员不少于 6人。

6 充装场所

6.1厂房建筑应符合相关厂房建筑的法律、法规及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并满足以下条件：

a） 站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 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以及站内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均应符

合 GB/T 50177、GB/T 50516、GB/T 50156、 GB/T 34584 及 GB/T 50016 的规定；

b） 充装站应设置符合 GB/T 50177、GB/T 50516、GB/T 50057 及 HG/T 20675 要求的通风、防雷与接

地、防静电设施；

c） 充装站的消防设施应符合 GB/T 50016 的规定；有爆炸危险区域的电力装置设计、施工与验收应符

合 GB/T 50028、GB/T 50058 和 GB/T 50257 的要求。

6.2 充装站的作业区域与辅助服务区之间应当设有明显界限，还应当设有人员进入的安全警示标识及安全须

知。卸车区域、储存区域、增压区域应设置防止人员进入的隔离设施，并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6.3充装站车辆入口和出口应分开设置，设置车辆充装区和待充装车辆等待区，并有明确标识和相关的安全

警示标识。

6.4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应布置在辅助服务区之内。

6.6 充装站应设置电视监视系统，监视范围应覆盖作业区。

7 充装工艺与设施

7.1基本要求

7.1.1充装站的充装工艺及设施应满足 GB/T 50516、GB/T 50177、GB/T 50156等标准的要求。

7.1.2充装站内的特种设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以及 TSG 21、

TSG 23、TSG R0005等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7.1.3充装站应设置工艺控制系统，能够对站内工艺设备进行监测、控制和管理。当站内系统参数超出安全

范围或处于其它非正常工况时，能自动报警并具有自动紧急切断、紧急停车等应急功能。

7.2卸车设施

7.2.1压缩氢气卸气柱应设置泄放阀、紧急切断阀、就地和远传压力测量仪表，且具备远程切断功能。

7.2.2液氢卸车应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进行卸车作业。

7.3储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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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压缩氢气的储氢容器其设计温度应不低于-40℃且不高于 85℃，当设计压力大于 41Mpa时、还应符合

T/CATSI 05003的要求；

7.3.2压缩氢气的储氢容器应设有有效的保护装置，能保证储存容器内氢气有足够的余压。

7.3.3液氢储存压力容器应采用高真空多层或其他高性能真空的绝热形式，且应满足GB/T 34180、GB/T 34181

等相应标准的要求。

7.3.4液氢气化器出口应设置温度和压力检测仪表，并应分别在现场及控制室指示温度和压力，同时装设温

度、压力控制报警系统和联锁停泵装置。

7.4加压设施

7.4.1 加气机除满足 GB/T 50516、GB/T 50156的要求外，还应满足 GB/T 31138的要求配备加氢机应配备压

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气体过滤器、流量调节阀、自动切断阀等设施；

7.4.2加氢机启动时，加氢机测量储氢气瓶初始压力，如果测量的储氢气瓶初始压力小于 2.0MP或大于公称

工作压力，应立即停止加氢。

7.4.3加氢机启动时，如果环境温度低于-40℃或大于 50℃，加氢机不应开始加氢；如果加氢，加氢机应在

5s内停止加氢。

7.4.4加氢机启动时，加氢机中氢气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氢气温度（冷却后）应不低于-40℃,否则，加氢机不

应开始加氢；如果加氢，加氢机应在 5s内停止加氢。

7.4.5具有通讯功能的加氢机在加注时，储氢气瓶的压力应小于等于 1.25倍公称工作压力，否则，加氢机 应

在 5s内停止加氢。

7.4.6加氢机的最大氢气流量应不大于 7.2kg/min，并应与所使用加氢枪规定最大流量匹配，当测得的氢气最

大流量超过规定值时，应在 5s内停止加氢。

7.4.7加注过程中，当加注程序判定车载储氢系统出现泄漏状况时，加氢机应自动报警，并在 3s内停机。

7.4.8向氢燃料汽车车载储氢瓶加注氢气时,应对输送至储氢瓶的氢气进行冷却，但加注温度不应低于-40℃。

冷却设备的冷媒管道应设置压力检测及安全泄放装置，并应能在管道发生泄漏事故，高压氢气进入冷媒管

道时，立即自动停止加氢作业和系统运行。

7.5 管道及其组成件

7.5.1 氢气管道设计应符合 GB 50177、GB 50316、GB/T 20801、GB 50516、GB 50156及国家有关规定的要

求。

7.5.2 新建加氢站投入运行前、长时间停用重新投用前以及氢气管道维修后，应按 GB 50177、GB 50316、

GB/T 20801等标准的要求重新进行压力试验和密封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7.5.3 在与加油站共同作业的加氢站内，氢气管道不应采用明沟铺设；

7.5.4 站内氢气管道需要管沟铺设时，不应敷设在未充沙的封闭管沟内；当采用明沟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a) 明沟顶部宜设置格栅板或通气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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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管道支架、格栅板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c) 当明沟设置盖板时，应保持沟内通风良好，并不得有积聚氢气的空间。

7.5.5氢气放空管的设置，除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定外是否应该指出具体规范标准号，还应

满足以下的要求：

a） 放空管应能可靠地防止放空时高压氢气窜入低压系统；

b） 来自液氢系统的放空管应单独设置。

8 控制系统与测量仪表

8.1充装站装设的压力计量、温度计量、质量计量、安全阀、气体危险浓度监测报警装置、火焰探测装置的

种类、数量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规定，应按相关规定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

8.2充装站的压力超限、温度超限、浓度超限、火焰报警、事故排风及其联锁装置和紧急切断系统应由站控

系统控制。

9 质量保证体系

9.1 一般要求

9.1.1充装站应建立并且有效实施包括充装要素控制程序、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充装工作记录和工作

见证资料等的满足 TSG 07、TSG 23等规范的要求充装质量保证体系。

9.1.2配备相应要素的充装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按照相应要求履行审查确认、作出记录的职责。

9.2充装站应编制并且实施包括以下要素的质量控制系统：

a）文件和记录控制；

b）设备控制；

c）充装介质检测控制；

d）人员管理；

e）充装工作质量控制

f）执行特种设备许可制度。少一个信息追踪和质量服务要素

9.3充装站应建立包括以下内容的各项管理制度和人员岗位责任制， 并且能够有效实施：

a） 安全管理机构(需要设置时)和各类人员岗位责任；

b） 安全管理(包括安全教育、安全生产、安全检查等内容)；

c） 用户信息反馈；

d） 充装站内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使用管理以及定期检验；

e） 计量器具与仪器仪表校验；

f） 资料保管，如充装记录(含电子文档)、设备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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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人员培训考核管理；

h） 用户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及服务；

i） 事故报告和处理；

j） 事故应急预案及定期演练；

k） 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

l）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

9.4充装站应结合充装工艺制定并且实施有关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规程内容至少包括适用范围，人员条

件（含劳动防护要求）、设备仪器条件、操作程序和方法、监控参数、巡回检查和异常情况的处理等。有关

安全操作规程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气瓶充装前、后检查操作规程；

b） 气瓶充装操作规程；

c） 充装设备操作规程；

d) 移动式压力容器卸载操作规程；

e）气体采样操作规程；

f） 设备和管路的隔离、置换操作规程；

g）事故应急处理操作规程。

9.5充装站应填写充装工作记录。充装工作记录要有操作人员、审核人员签字确认。有关充装工作记录和见

证资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充装前、后检查和充装记录；

b） 不合格车辆隔离处理记录；

c） 移动式压力容器卸载记录；

d） 介质化验报告；

e） 质量信息反馈记录；

f） 设备运行、检修和安全检查等记录；

g） 安全培训记录；

h） 事故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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