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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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广东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8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凯豪达氢能源有限公司、广东省安全生产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氢能

与燃料电池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凯家、丁浩、黄新文、欧阳剑、李云飞、张祎莹、李加斌、范银华、黄安清、

陈江华、王永亚、刘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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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氢加氢一体站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制氢加氢一体站的总体要求、站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工艺系统、安全设施、消防设

施、防雷和防静电、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安全技术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电解制氢工艺的制氢加氢一体站。 

本文件不适用于天然气、甲醇、焦炉煤气、水煤气等制氢工艺的制氢加氢一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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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634.2  氢气  第2部分：纯氢、高纯氢和超纯氢 

GB 12014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 

GB 168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T 19774  水电解制氢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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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T 37243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T 37562  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技术条件 

GB/T 37563  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安全要求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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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 50516  加氢站技术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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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499、GB 505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水电解制氢  hydrogen production by water electrolysis 

以直流电接入电解池电解水，获得氢和氧的工艺过程。 

[来源：GB/T 24499-2009，3.2] 

水电解制氢装置  installation of hydrogen production by water electrolysis 

以水为原料，电解制取气态氢、氧的装置，是水电解槽及其辅助设备组合的统称。 

[来源：GB/T 24499-2009，3.10] 

水电解制氢系统  the system of hydrogen gas produced by electrolysising water 

以水电解工艺制取氢气，由水电解制氢装置及氢气加压、储存、纯化、灌充等操作单元组成的工艺

系统的统称。 

[来源：GB 50177-2005，2.0.8] 

加氢站  hydrogen fueling station 

为氢燃料电池汽车或氢气内燃机汽车或氢气天然气混合燃料汽车等的储氢瓶充装氢燃料的专门场

所。 

[来源：GB 50516-2010（2021年版），2.0.1] 

制氢加氢一体站  hydrogen producing and refueling integrated station 

在加氢站内设置制氢系统，将制氢系统和加氢系统合建，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储氢瓶充装氢燃料的

专门场所。 

[来源：GB 50516-2010（2021年版），2.0.1、2.0.2，有修改] 

储氢容器  hydrogen storage vessels 

为储存氢燃料的压力容器，包括必要的安全附件及压力检测、显示仪表等。 

[来源：GB 50516-2010（2021年版），2.0.1，有修改] 

4 总体要求 

制氢加氢一体站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等级划分 

单位为千克 

等级 
储氢罐容量 

总容量G 单罐容量 

一级 5000≤G≤8000 ≤2000 

二级 3000＜G＜5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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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等级划分（续） 

等级 
储氢罐容量 

总容量G 单罐容量 

三级 G≤3000 ≤800 

计算储氢罐容量，可以不将应急储氢设施容量计入在内，但应确保应急储氢设施日常不被使用。 

计算储氢罐容量，储氢总量还应包括作为站内储氢设施使用的缓冲罐、瓶式压力容器组、长管拖车或管束式集装

箱的储氢量。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火灾危险类别为甲类。站内有爆炸危险设备间、操作间或区域的爆炸危险等级

应划分为 1区或 2区，并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按总容量划分为一级站的制氢加氢一体站，应按 GB 18218、GB 36894等有关规定进行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估和管理。 

5 站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 

制氢加氢一体站应符合当地城镇规划和产业布局的要求，宜布置在交通便利且远离人员密集的位

置。 

城市中心区不应建设一级制氢加氢一体站。 

站址不应设置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受洪水、潮水和内涝威胁的区域。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氢气工艺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2的规定。 

表2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氢气工艺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防火间距 

单位为米 

项目名称 
储氢容器 氢气压缩机

（间）、加氢机 
放空管口 

制氢设备

（间） 一级 二级 三级 

重要公共建筑 50 50 50 35 50 50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40 35 30 20 30 30 

民用建筑物 

保护类别 

一类保护物 35 30 25 20 25 

25 二类保护物 30 25 20 14 20 

三类保护物 30 25 20 12 20 

生产厂房、

库房耐火等

级 

一、二级 25 20 15 12 

25 

12 

三级 30 25 20 14 14 

四级 35 30 25 16 16 

甲类物品仓库，甲、乙、

丙类液体储罐，可燃材料堆场
35 30 25 18 25 25 

室外变配电站 35 30 25 18 30 25 

铁路 25 25 25 22 30 30 

城市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 15 15 15 6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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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氢气工艺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防火间距（续） 

项目名称 
储氢容器 氢气压缩机

（间）、加氢机 
放空管口 

制氢设备

（间） 一级 二级 三级 

城市道路 次干路、支路 10 10 10 5 10 15 

架空通信线 不应跨越，且不得小于杆高的1倍 

架空电力线路 不应跨越，且不得小于杆高的1.5倍 

氢气工艺设施与郊区公路的防火间距应按城市道路确定；高速公路、I级和II级公路应按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确

定；III级和IV级公路应按城市次干路、支路确定。 

氢气长管拖车、管束式集装箱固定车位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表储氢容器的防火间距确定。 

注： 铁路以中心线计，城市道路以相邻路侧计。 

按总容量划分为一级站的制氢加氢一体站，宜按 GB/T 37243 的规定，采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确定

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工艺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小于或等于本文件表 2 的防火间

距的 1.5倍，且小于或等于 25 m 时，相邻一侧应设置不燃烧体的实体围墙，其高度不应小于 2.5 m。 

制氢加氢一体站内工艺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不燃烧体的实体围墙设置应符合 GB 50177、GB 50516

的有关规定。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车辆出入口应分开设置。 

6 工艺系统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工艺系统 

制氢加氢一体站主要工艺系统包括：水电解制氢系统、纯化系统、压缩机、储存系统及设备、加氢

机、管道及附件等，工艺流程见附录B。 

水电解制氢系统 

6.2.1 水电解制氢系统的技术、安全要求等应符合 GB/T 19774、GB/T 37562、GB/T 37563 的有关规

定。 

6.2.2 电解槽出口应设置压力调节装置，以维持水电解槽出口氢气与氧气之间一定的压力差值，宜小

于 0.5 kPa。 

6.2.3 每套水电解制氢装置的氢出气管与氢气总管之间、氧出气管与氧气总管之间，应设置放空管、

切断阀和取样分析阀。 

6.2.4 宜设置原料水制备装置，包括纯水机、原料水箱、原料水泵等。原料水泵出口压力应与制氢系

统工作压力相适应。 

6.2.5 宜设置溶液配制与回收装置，水电解槽入口应设置过滤器。 

6.2.6 当使用碱性水电解技术时，应设置冷凝水回收装置。 

6.2.7 水电解制氢产生的氧气可直接排入大气或输送至站外安全距离使用，并应符合 GB 50177 的有

关规定。 

纯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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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宜利用催化剂装置去除氢气中的微量氧，提高氢气纯度，达到纯氢等级。 

6.3.2 宜选用分子筛纯化系统。 

6.3.3 干燥后氢气品质应符合 GB/T 3634.2规定的氢气标准。 

压缩机 

6.4.1 压缩机的选型、数量、布置、安全保护装置设置、安装和验收等，应符合 GB/T 29729、GB 50516

的有关规定。 

6.4.2 压缩机前应设置氢气缓冲罐。数台压缩机可并联从同一管道吸气，但应采取措施确保吸气侧氢

气为正压。 

6.4.3 压缩机后应设置氢气罐，并应在压缩机的进气管与排气管之间设置旁通管。 

6.4.4 压缩机进、出口与第一个切断阀之间，应设安全阀；压缩机进、出口管路应设置置换吹扫口。 

6.4.5 压缩机各级冷却器、气水分离器和氢气管道等排出的冷凝水，均应经各自的专用疏水装置汇集

到冷凝水排放装置，然后排至室外。 

储存系统及设备 

6.5.1 储存系统及设备的储存压力、储氢量宜根据用户使用要求设计，并应符合 GB 50156、GB 50516

的有关规定。 

6.5.2 氢气储存设施宜选用储氢容器，且应安装在固定位置。 

6.5.3 移动式水电解制氢系统的氢气缓冲罐，若设置在防护罩或外壳内，其氢气容量不得超过 20 Nm
3
。 

6.5.4 储氢容器应设置氢气放空管，放空管宜设置在顶部。 

6.5.5 储氢容器底部宜设置排污口，排污口应设置双阀。 

6.5.6 瓶式氢气储氢容器组应固定在独立支架上，宜卧式存放。同组容器之间净距不宜小于 0.03 m，

瓶式氢气储氢容器组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1.5 m。 

6.5.7 氢气储存设施应设置安全阀，整定压力不得超过容器的设计压力。 

6.5.8 氢气储存设施应设置压力测量仪表，并应分别在控制室和现场指示压力。应在控制室设置超压

报警和低压报警装置。 

6.5.9 氢气储存设施应设置氮气吹扫置换接口。 

加氢机 

6.6.1 加氢机及其辅助设施的设计、性能等，应符合 GB/T 31138、GB/T 34584、GB 50156、GB 50516

的有关规定。 

6.6.2 加氢机不应设置在室内。 

6.6.3 加氢机基座靠近车辆侧应设置警示线。 

6.6.4 加氢机应安放在高度超过 120 mm的基座上，基座每个边缘离加氢机至少 200 mm。 

6.6.5 加氢机面向车辆一侧应设置防撞柱（栏），其高度不宜低于 0.5 m。 

6.6.6 加氢软管上应设置拉断阀。 

6.6.7 加氢机进气管道上应设置自动切断阀，当达充装压力高限值时，自动切断阀联锁关闭。 

管道及附件、临氢材料 

6.7.1 氢气管道、阀门、管件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最大工作压力的 1.1 倍，且不应低于安全阀的泄放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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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氢气管道上应设置放空管、分析取样口和吹扫置换口。放空管应引至集中排放装置，排放口应

高出站内设施最高点的 2 m以上，且应高出所在地面 5 m以上。 

6.7.3 管道的选材、连接、敷设、安装等，应符合 GB/T 29729、GB 50156、GB 50516的有关规定。 

6.7.4 临氢材料应选用符合 GB 50516 的有关规定，且有成熟使用经验或经试验验证具有良好氢相容

性的金属材料。 

7 安全设施 

紧急切断和泄放装置 

7.1.1 制氢加氢一体站宜设置整站自动控制系统及带记录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 

7.1.2 制氢加氢一体站应设置安全运行联锁紧急切断系统，该系统应在事故状态下迅速切断水电解制

氢系统、纯化系统、压缩机、储氢系统及加氢机的电源，并关闭站内氢气传输管道的阀门。紧急切断系

统应具有失效保护功能。 

7.1.3 制氢加氢一体站电源的切断宜通过高压开关和断路保护器实现，高压开关安装在高压开关柜内，

断路保护器宜安装在配电柜内；管道的紧急切断宜通过紧急切断阀实现，紧急切断阀通过控制柜内的

PLC 控制系统实现。 

7.1.4 紧急切断系统应至少在下列位置设置启动开关： 

—— 现场工作人员容易接近、便于操作且较为安全的位置； 

—— 控制室、值班室内或站房收银台等有人员值守的位置。 

7.1.5 紧急切断系统应只能手动复位。 

7.1.6 制氢加氢一体站内氢气工艺设施应单独设置放空管，不同压力等级的放空管不应直接连通，应

分别引至放空总管。 

报警装置 

7.2.1 下列系统及设备应设置报警装置和停机装置： 

——水电解制氢系统应设置高压、高温、液位、气体浓度及电压、电流报警和超限停机装置； 

——压缩机应设置高压、低压、油压过高、油压过低报警和超限停机装置； 

——储氢系统应设置低压、超压报警和超限停机装置； 

——加氢机应设置流量过高、流量过低、拉脱阀拉断及加注超压报警和超限停机装置； 

——冷却水系统应设置温度和压力或流量的报警和停机装置。 

7.2.2 氢气压缩机间、压力调节器间、制氢间等易积聚泄漏氢气的场所内均应设置符合 GB 12358、GB 

16808 规定的氢气泄漏检测报警装置。当空气中氢气含量(体积比)达到 0.4％时应报警，达到 1％时自

动控制系统应能联锁启动相应的事故排风风机，达到 1.6％时应启动紧急切断系统。可燃气体检测器的

设置、选用和安装，应符合 GB/T 50493的有关规定。 

7.2.3 储氢容器邻近处和加氢机顶部等站内涉氢场所应按照 GB 50116的要求设置火焰报警探测器。 

7.2.4 运行期间应定期对氢气系统进行泄漏检测，间隔不得超过 3 个月。应至少每月进行一次报警装

置测试，每年进行一次报警装置检定。 

7.2.5 氢气泄漏检测报警信号和火焰报警信号应送至有人值守的控制室或值班室进行显示报警。 

供配电设施 

7.3.1 制氢加氢一体站应按 GB 50052 的有关规定负荷分级，除中断供氢造成较大损失者外，宜为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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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信息系统应设置不间断供电电源。 

7.3.2 水电解制氢系统的外供电系统的电压等级宜为 10 kV、380 V。每台水电解槽应独立配置直流电

源，直流电源应具备调压和自动稳流功能，并应设置过流保护装置，超过预定值时自动停机。 

7.3.3 制氢加氢一体站的罩棚、营业室、压缩机间等处均应设置应急照明，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90 

min。制氢加氢一体站的电缆宜采用直埋或电缆穿管敷设，穿越行车道部分应穿钢管保护。 

7.3.4 当采用电缆沟敷设电缆时，作业区内的电缆沟必须充沙填实。电缆不得与氢气管道敷设在同一

沟内。 

7.3.5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器设备选型、安装、电力线路敷设应符合 GB 50058的有关规定。 

7.3.6 制氢加氢一体站内爆炸危险区域以外的照明灯具可选用非防爆型。罩棚下处于非爆炸危险区域

的灯具应选用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44级。 

建筑设施 

7.4.1 制氢加氢一体站建筑设施应符合 GB 50177、GB 50516 的有关规定。 

7.4.2 加氢站内的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7.4.3 加氢岛、加氢机安装场所的上部罩棚应符合下列规定： 

——罩棚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当罩棚的承重构建为钢结构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5 h； 

——罩棚内表面应平整，坡向外侧不得积聚氢气； 

——当罩棚顶部设有封闭空间时，封闭空间内应采取通风措施，并应设置氢气浓度报警装置。 

7.4.4 有爆炸危险房间应符合 GB 50016的有关规定，设置泄压设施，其泄压面积不得小于屋顶面积或

最长一面墙面积的 1.2倍。 

7.4.5 有爆炸危险房间的上部空间，应通风良好。顶棚内表面应平整，且避免死角，不得积聚氢气。 

7.4.6 有爆炸危险房间或区域内的地坪，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地面。 

7.4.7 制氢加氢一体站内不得设有经营性的住宿、餐饮和娱乐等设施。 

通风设施 

7.5.1 制氢加氢一体站通风设施应符合 GB 50177、GB 50516 的有关规定。 

7.5.2 制氢加氢一体站内有爆炸危险的房间的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得少于 5 次/h；事故排风换气次数

不得少于 15 次/h，并应与空气中氢气浓度报警装置连锁。 

7.5.3 有爆炸危险的房间，事故排风风机的选型，应符合 GB 50058的有关规定。 

8 消防设施 

制氢加氢一体站应设置消火栓消防给水系统。消火栓消防给水系统应符合GB 50016、GB 50974的有

关规定。 

制氢加氢一体站灭火器材的配置，应符合GB 50140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每 2台加氢机应配置不少于 2具 4 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加氢机不足 2台应按 2台计算； 

—— 氢气压缩机间应按建筑面积每 50 m
2
配置不少于 2具 8 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 其余建筑的灭火器配置应符合 GB 50140的有关规定。 

9 防雷、防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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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氢加氢一体站防雷分类不应低于第二类防雷建筑，通风管、氢气放空管等凸出屋面的物体防雷

设施设置均应符合 GB 50057的有关规定。 

应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防雷检测。 

制氢加氢一体站站内设备、管道、构架、电缆金属外皮、钢屋架、铁窗和突出屋面的放空管、风

管等，应接到防雷电感应的接地装置上。 

制氢加氢一体站中可能产生和积聚静电而造成静电危险的设备、管道、作业工具，均应采取防静

电措施。 

水电解制氢系统的金属外壳/金属管道/金属底座或框架均应接地。接地应符合 GB/T 37563 的有

关规定。 

储氢容器应进行防雷接地，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 

防雷、防静电、电气设备、信息系统和保护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 Ω。 

氢气管道上的法兰、阀门、胶管两端等连接处，应采用金属跨接。跨接电阻应小于 0.03 Ω。 

加氢机及邻近处应设置防静电接地装置。 

氢气压缩机当采用皮带传动时，应采用防静电措施。 

10 安全管理 

向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注氢气时，车载储氢瓶内氢气温度不应超过 85 ℃，充装率不应超过 100%，

且不宜小于 95%。加注作业的其它管理应符合应符合 GB 50156、GB 50516的有关规定。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等应按 TSG 07 的要求，参加培训考核后，持有效资格证

上岗。 

操作和维修人员进入工作场所，应先消除自身静电，不得穿戴化纤工作服、工作帽和带钉鞋，不

应带入火种。个体防护用的配发、佩戴和管理应符合 GB 12014、GB 39800.1等的有关规定。 

无关人员不应进入工作场所，操作和维修等人员进入工作场所，不应携带非防爆电子产品。 

爆炸危险区域作业时应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氢气设备、管道和容器，在投入运行前、检修动火作业前或长期停用前后，应采用氮气进行吹扫

置换，并在检测分析含氢量不超过 0.2%（体积分数）和含氧量不超过 0.5%（体积分数）后进行作业，

相关作业应记录存档，记录保存时间不应少于 1年。 

制氢加氢一体站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及时根

据评估结果或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应符合 GB/T 37563的有关规定。 

现场作业人员应熟练掌握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紧急避险。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

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每三年进行一次应急预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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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制氢加氢一体站爆炸危险区域等级范围划分 

A.1 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定义应符合 GB 50058的有关规定。

A.2 厂房内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图 A.1规定：

—— 制氢间、氢气纯化间、氢气压缩机间等爆炸危险房间为 1区； 

—— 从上述各类房间的门窗边沿计算，半径 4.5 m的地面及周围空间、7.5 m的顶部空间区域为

2区。 

单位为毫米 

l1 l2 l3 R1 

1000 4500 7500 4500 

 标引序号说明： 

 1——水电解制氢设备及纯化间； 

 2——辅助设备间； 

 3——氢气放空管管口； 

 4——门； 

注： 此图所示为爆炸危险区域。 
a
方形纹区域为1区。 

b
斜条纹区域为2区。 

图A.1 厂房内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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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室外制氢设备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图 A.2规定：

—— 从室外制氢设备的边沿计算，距离为 4.5 m，顶部距离 7.5 m的空间区域为 2区； 

—— 从氢气放空管管口计算，半径为 4.5 m的区域和顶部以上 7.5 m的空间区域为 2 区。 

A.4 室外或罩棚内储氢容器（卧式、立式）或瓶式储氢容器组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应符合图 A.3 规

定： 

——设备本身为 1区； 

——以设备外轮廓线为界面，以 4.5 m为半径的地面区域、顶部空间区域为 2区； 

——从氢气放空管管口计算，半径为 4.5 m的空间和顶部以上 7.5 m的空间区域为 2 区。 

单位为毫米 

l1 l2 l3 

1000 4500 7500 

 标引序号说明： 

 1--氢气放空管管口。 

注： 此图所示为爆炸危险区域。 
a
方形纹区域为1区。 
b
斜条纹区域为2区。 

图A.2 室外制氢设备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单位为毫米 

a） 卧式储氢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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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立式储氢容器 c） 瓶式储氢容器组

l1 l2 l3 R1 

1000 4500 7500 4500 

 标引序号说明： 

 1--氢气放空管管口。 

注： 此图所示为爆炸危险区域。 
a
方形纹区域为1区。 

b
斜条纹区域为2区。 

图A.3 室外或罩棚内的储氢容器或瓶式储氢容器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A.5 氢气压缩机间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图 A.4规定：

——房间内的空间为 1 区； 

——以房间的门窗边沿计算，半径为 4.5 m的地面、空间区域为 2区； 

——从氢气放空管管口计算，半径为 4.5 m的区域和顶部以上 7.5 m的空间区域为 2区。 

A.6 撬装式氢气压缩机组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图 A.5规定：

——设备内为 1区； 

——以撬装式氢气压缩机组的外轮廓线为界面，以 4.5 m为半径的地面区域、顶部空间为 2区。 

A.7 加氢机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图 A.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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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机内部空间为 1区； 

——以加氢机外轮廓线为界面，以 4.5 m为半径的地面区域为底面和以加氢机顶部以上 4.5 m为

顶面的圆台形空间为 2区。 

A.8 氢气设备放空管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图 A.7规定：

——以放空管管口为中心、半径为 4.5 m并延至顶部以上 7.5 m空间为 2区。 

单位为毫米 

l1 R1 

4500 4500 

 标引序号说明： 

 1——氢气压缩机间； 

 2——控制室； 

 3——门厅； 

 4——实体墙； 

 5——门； 

 6——窗。 

注： 此图所示为爆炸危险区域。 
a
方形纹区域为1区。 
b
斜条纹区域为2区。 

图A.4 氢气压缩机间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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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l1 

4500 

注： 此图所示为爆炸危险区域。 
a
方形纹区域为1区。 

b
斜条纹区域为2区。 

图A.5 撬装式氢气压缩机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单位为毫米 

l1 

4500 

注： 此图所示为爆炸危险区域。 
a
方形纹区域为1区。 

b
斜条纹区域为2区。 

图A.6 加氢机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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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l1 l2 R1 

4500 7500 4500 

 标引序号说明： 

 1——氢气放空管管口； 

 2——连接氢气设备； 

 3——地坪。 

注： 此图所示为爆炸危险区域。 
a
方形纹区域为1区。 
b
斜条纹区域为2区。 

图A.7 氢气设备放空管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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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附 录 B

（资料性） 

制氢加氢一体站工艺流程示意图 

图B.1给出了制氢加氢一体站工艺流程示意图。 

图B.1 制氢加氢一体站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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