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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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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特种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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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站氢气取样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加氢站氢气取样的安全要求、样品容器、取样准备、取样步骤、样品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加氢站外供氢气进行检验前的间接取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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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间接取样 indirect sampling 

在取样介质与分析单元没有直接相连的情况下进行的取样。 

3.2  

取样口 sample point 

能够从其中采集到有代表性样品的接口。 

3.3  

样品容器 sample container 

当需要间接取样时，用来收集气体样品的容器。 

4 取样安全要求 

4.1 通则 

加氢站氢气取样应在安全的前提下，减少外界因素干扰、保证样品代表性。 

4.2 质量控制 

应建立详细的加氢站氢气取样操作规程，指导规范加氢站氢气取样操作。 

4.3 人员安全 

4.3.1 取样人员应严格遵守加氢站氢气取样操作规程，并经过技术和安全培训，掌握氢气主要性质及

危害因素、取样装置的性能以及使用方法，熟知取样操作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应急处置措施。 

4.3.2 取样人员进入加氢站，应严格遵守加氢站的安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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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取样操作应由 2名以上（含 2名）人员同时参加，并安排 1名安全监护人员（安全员）值守。 

4.4 个人安全防护 

取样人员应穿戴防静电阻燃服装，配备听力保护装置和安全防护眼镜。 

4.5 设备安全 

4.5.1 取样涉及的装置设备应处于合格使用状态，如压力表应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样品容器应检验

合格等。 

4.5.2 在每次取样操作前，应检查取样装置、样品容器功能是否正常。 

4.5.3 应检查取样装置中所有密封件的使用情况，有异常时及时更换。 

4.5.4 取样装置应设置防静电接地，其接地电阻小于 10 Ω，并在首次连接取样口时进行测试。 

4.5.5 宜配备安全防护装置，如安全阀等。 

4.5.6 应配备应急、消防器具。 

4.6 操作安全 

4.6.1 在取样前，操作人员应消除人体静电。 

4.6.2 不应将火种带入取样作业区域。 

4.6.3 取样操作前应对样品容器、取样装置进行处理，排除其中空气等杂质气体。 

4.6.4 取样操作应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进行，操作时站在取样装置的侧后方。 

4.6.5 操作氢气排放阀门时应缓慢开启。 

4.6.6 取样操作应使用不会产生火花的工具，如防爆扳手。 

4.6.7 通过加氢口采集经过预冷的氢气样品时应注意低温防护，选择满足低温性能要求的装置。 

4.6.8 样品容器不准许超压、超温操作，一旦发现压力、温度异常，应立即终止取样。 

4.6.9 雷暴等恶劣天气下不应进行取样工作。 

4.7 其他安全要求 

4.7.1 其他人员不应进入氢气取样、放散周边 8 m范围内。 

4.7.2 样品在运输与贮存过程中，应当根据氢气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并配备必要的防护

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  

5 样品容器 

5.1 承压样品容器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应符合 TSG 23中的有关规定。 

5.2 承压样品容器宜为有密封功能的金属容器，且在使用前应进行干燥、抽真空处理。 

5.3 样品容器内壁应进行相应处理，保证样品容器内壁对检测组分呈惰性，如进行硅烷处理以减少样

品容器内壁对硫化物的吸附。 

5.4 样品容器应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6 取样准备 

6.1 加氢站应分别在压缩机前端和后端设置取样口，压缩机前端取样口位置宜设置在卸气柱附近，压

缩机后端取样口宜设置在顺序控制盘和加氢枪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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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取样口应设置在可以维持恒定气流、温度和压力的管路，管路周围及上方不应有阻碍氢气扩散的

遮挡物。 

6.3 取样前应确认检测所需样品量，根据样品量计算出所需的取样压力、样品容器体积及数量。 

6.4 根据取样压力选取合适的取样装置元件，从压力大于样品容器工作压力的高压管道取样应配备相

应的减压阀或流量调节器。 

6.5 取样装置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组件：进气控制阀、压力表、放散支路及放散手阀、转接头等。 

6.6 取样装置的放散管路宜连接至加氢站放散管路以便集中放散。 

6.7 取样装置的所有管路材质，包括软管，宜选用 S31603或其他已试验证实具有良好氢相容性的材料。 

6.8 取样装置所有管路的连接宜避免死体积的产生。 

6.9 取样装置阀门内表面及管路内壁应进行惰性处理，减少取样装置对氢气样品中检测组分的吸附。

对于实在难以克服的微小吸附，应用待检气体对取样装置进行长时间连续吹扫。 

6.10 准备样品标签，样品标签信息表参见附录Ａ。 

7 取样步骤 

7.1 抽取受检样品和备检样品应满足检验和备检需要。 

注1：受检样品指用于检验的氢气样品。 

注2：备检样品与受检样品同时抽取，指用于复检的留存样品。 

7.2 取样操作应符合 GB 4962的有关规定。 

7.3 操作人员可根据加氢站现场实际情况采取充气排气法取样、控制流量法取样。一般来说对于吹扫

盲区较大的取样装置宜采取充气排气法取样，吹扫盲区较小的取样装置宜采取控制流量法取样。 

7.4 操作人员开始取样操作前，安全监护人员（安全员）应设置隔离带或警示标志。 

7.5 充气排气法取样步骤。 

a) 确认样品容器、取样装置所有的控制阀处于关闭状态。 

b) 连接取样口、取样装置及样品容器，确保放散管符合 GB 4962的相关要求。 

c) 打开取样口阀门，使用表面活性剂检漏液（如中性十二烷基磺酸钠溶液）或氢气检测仪确认

各连接及阀门处无泄漏。 

d) 打开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待压力平衡后关闭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

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使用表面活性剂检漏液（如中性十二烷基磺酸钠溶液）或氢气检测

仪确认各连接及阀门处无泄漏。 

e) 确认取样装置无泄漏后，缓慢打开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对样品容

器进行充气到所需压力。 

f) 关闭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打开取样装置放散手阀，将系统压力泄放，泄放后样品容器内压

强大于或等于 0.2 MPa（表压），关闭取样装置放散手阀。 

g) 重复 e）、f）步骤，对样品容器进行待检气体置换直至待检气体体积分数达到 99.999 %。置

换后待检气体体积分数近似计算方法： 

1) 第一次置换后样品容器内待检气体体积分数按式（1）计算： 

 𝑥1 = (1 −
𝑃0

𝑃
充

) × 100% ································································· (1) 

2) 设每次置换充放气终止压力相同，置换 n次后样品容器内待检气体体积分数按式（2）计

算： 

 𝑥𝑛 = (1 −
𝑃0

𝑃
充

(
𝑃
放

𝑃
充

)

𝑛−1

) × 10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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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1 ——样品容器置换1次后待检气体体积分数； 

xn——样品容器置换n次后待检气体体积分数； 

P0——容器内初始气体压强（绝对压强），MPa； 

P充——置换充气终止时，容器内气体压强（绝对压强），MPa； 

P放——置换放气终止时，容器内气体压强（绝对压强），MPa。 

h) 打开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将样品容器充装至需要压力。 

i) 依次关闭取样口阀门、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打开取样装置放散手阀，将管路内气体放空

后确认取样装置所有阀门关闭，拆下样品容器，完成取样。监护人员确认各阀门状态，确认

没有问题后撤离隔离带或警示标志。 

j) 确认样品容器密封完好无泄漏。如有泄漏，应更换样品容器，重新进行取样，并对存在泄漏

的样品容器进行放散、标记、检查。 

k) 将完成取样操作的样品容器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场所。 

l) 填写样品标签，在样品容器上粘贴标签。 

7.6 控制流量法取样步骤。 

a) 确认样品容器、取样装置所有的控制阀处于关闭状态。 

b) 连接取样口、取样装置及样品容器，确保放散管符合 GB 4962相关要求。 

c) 打开取样口阀门，使用表面活性剂检漏液（如中性十二烷基磺酸钠溶液）或氢气检测仪确认

各连接及阀门处无泄漏。 

d) 打开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待压力平衡后关闭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

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使用表面活性剂检漏液（如中性十二烷基磺酸钠溶液）或氢气检测

仪确认各连接及阀门处无泄漏。 

e) 确认取样装置无泄漏后，缓慢打开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样品容器

出气控制阀门，对样品容器进行吹扫。 

f) 关闭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当样品容器内压强略大于或等于 0.2 MPa（表压）时，关闭样品容

器出气控制阀门。重复吹扫 3次。 

g) 缓慢打开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样品容器出气控制阀门。吹扫一段

时间，吹扫过程中注意样品容器内气流温度及压力，当样品容器中非待检气体体积分数小于

0.001 %时结束吹扫。吹扫时间可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𝑥𝑡 = 𝑥0𝑒
−
𝑄

𝑉
𝑡 ··········································································· (3) 

式中： 

xt——样品容器吹扫时间t后非待检气体的体积分数； 

x0——样品容器初始非待检气体的体积分数，一般为100 %； 

Q ——连续稳定的流量，mL/min； 

V ——样品容器空间体积，mL； 

t ——吹扫时间，min。 

h) 依次关闭样品容器出气控制阀门、样品容器进气控制阀门、取样装置进气控制阀、取样口阀

门。将管路内气体放空后拆下样品容器，完成取样。监护人员确认各阀门状态，确认没有问

题后撤离隔离带或警示标志。 

i) 确认样品容器密封完好无泄漏。如有泄漏，应更换样品容器，重新进行取样，并对存在泄漏

的样品容器进行放散、标记、检查。 

j) 将完成取样操作的样品容器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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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填写样品标签，在样品容器上粘贴标签。 

8 样品运输与贮存 

8.1 样品运输应满足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要求。 

8.2 样品容器在运输过程中应防火、防晒、防雨淋、防雷电、防受潮等，远离热源、氧化剂。 

8.3 样品容器在运输过程中应对气体进出口进行防护，如配备防护帽或阀门等。 

8.4 样品容器在运输过程中应妥当固定，并有防震措施。 

8.5 运输过程中人员与样品容器应进行隔离。 

8.6 运输车辆按规定配备符合要求的灭火器具。 

8.7 样品贮存的时间不宜超过 2个月。 

8.8 样品应贮存于无明火，远离热源、氧化剂，通风良好的地方，并设置通风装置，必要时设置氢气

报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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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样品标签信息表 

样品标签信息表见表A.1。 

表A.1 样品标签信息表 

样品标签信息表 

取样人员  

取样人员归属单位  

样品名称  

取样地点  取样时间  

取样压力  样品来源  

样品容器 

工作压力 
 样品容器水容积  

备注  

注： 上述表格仅作为样品标签信息的参照表，只要包含以上信息也可采取其他方式进行样品信息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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