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 26990-XXXX《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车载氢系统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

所做的工作等 

1.1 任务来源 

氢能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被认为是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高效利用

的重要载体。氢能的飞速发展助力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的更新与突破，推动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快

速发展不仅有助于早日实现“双碳”目标，还有助于加快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保障能源安全，解决能

源短缺问题。 

车载氢系统是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关键部件，承担氢气的加注、储存、供给的重要任务，车载

高压储氢系统也是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重要安全部件。制定车载氢系统标准，对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的研发、生产和产业化，能起到推动和保障作用。GB/T 26990-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技

术要求》和 GB/T 29126-2012《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试验方法》的出台，为当时燃料电池

电动汽车车载氢系统的安全运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支撑作用。然而 GB/T 26990-2011 和 GB/T 

29126-2012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重复度，此次修订的目的为合并两个标准为一个标准。同时随着技术

的发展，目前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储氢压力逐步向 70MPa发展，原标准主要适用于 35MPa的系统，不

符合产业的发展需求和技术进步方向，因此需要进行修订；此外，该标准与 GB/T 24549 燃料电池电

动汽车安全要求存在重复交叉的内容，也需要进行修订。 

基于以上原因，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修订 GB/T 26990-2011 和 GB/T 29126-2012，以

适应新的产业发展现状。本标准修订计划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计划号 20205115-T-339。 

1.2 主要工作过程 

在接到这次修订任务后，工作组成员在任务期间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技术内容，起草标准文本。 

2021年期间，标准起草组主要开展相关技术的调研，梳理了标准工作的关键技术点，搜集了标准

研制所需的基本数据，汇总了相关资料和文本数据等。 

2022 年 2 月至 2022 年 3 月，在充分分析研究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

上，对 GB/T 26990-2011和 GB/T 29126-2012的内容进行了合并。为适应不同车型多样化的设计需求，

在保证车载氢系统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删除了标准中对车载氢系统的设计具有较大限制的规定，补充

完善了主关断阀试验、安装强度试验、气密性试验、环境适应性实验等内容，重新构建了标准框架，

形成初步草案。 



2 

2022年 4月召开工作组讨论会，会议对标准总体框架达成一致，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

论，除编辑性修改外，会议提出应对标准中的各类试验进一步调研，确定试验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时应保证与 GB/T 24549《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等国家标准以及 GTR 13 等国际标准的一致

性，并明确了下一步工作安排。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6 月，在已形成的讨论稿的基础上，征求多方意见并多次召开内部讨论，

进一步完善讨论稿内容，打磨细节。 

2022年 7月召开工作组讨论会，会议确定了将车载氢系统范围定义为氢气加注口至减压阀，同时

对附录 A车载氢系统示意图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且对标准中规定的各类试验的细节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汇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又几经讨论和修改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

对比 

2.1  标准编制原则 

（1）立足国内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和示范运行基础，同时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和国际标准或国际标

准的阶段性草案； 

（2）科研机构、大学、企业、检测机构等单位共同参与标准的起草和讨论； 

（3）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和现有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2.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编写符合 GB/T 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 

本标准将 GB/T 26990-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技术要求》和 GB/T 29126-2012《燃

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试验方法》进行了合并，并删除了对车载氢系统设计具有较大限制的条

款，主要内容如下所示。 

2.2.1 本标准主要包括：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测量参数、单位、准确度和分辨率 

(5) 要求 

(6)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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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方法 

(8) 附录 A 车载氢系统示意图 

2.2.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车载氢系统的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压缩气态氢作为燃料，在环境温度 15℃时，工作压力不超过 70MPa的燃料电池

电动汽车。 

与原标准相比，将“工作压力不超过 35MPa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修改为“工作压力不超过 70MPa

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随着氢能使用需求的增长和相关技术的发展，70MPa 车载氢系统应用越来越

广泛，原标准规定的范围不再适用，为适应发展趋势并为其提供稳定支撑和保障，将本标准的适用范

围提高至“不超过 70MPa”。 

2.2.3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2.2.4  术语和定义 

    收录了本文件中涉及的 5条术语及定义，包括车载氢系统、储氢气瓶、单向阀、减压阀、压力释

放阀。 

主要修改了车载氢系统的定义，原标准中定义“从氢气加注口至燃料电池进口”修改为“从氢气

加注口至减压阀”，同时将压力调节器定义更改为减压阀定义。原标准中“至燃料电池进口”的表述

并不明确，使得车载氢系统的范围界定变得模糊，故需要一个明确的元件以确定车载氢系统的范围。

经多次讨论，听取诸多建议，最终决定将 “从氢气加注口至减压阀，与氢气加注、储存、输送、供给

和控制有关的装置”作为车载氢系统的明确范围和定义。 

2.2.5  测量参数、单位、准确度和分辨率 

规定了测量参数、单位、准确度和分辨率等要求。 

参考 GB/T 29126《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试验方法》中相关要求，对气密性检测中测量

泄漏率的相关参数要求进行了补充规定。 

2.2.6  要求 

(1) 一般要求 

规定了车载氢系统应满足的一般技术要求。 

由 GB/T 26990-2011和 GB/T 29126-2012合并后组成，删除了重复冗杂以及对车载氢系统设计具

有较大限制的条款。主关断阀是车载氢系统的主要控制元件，故增加了主关断阀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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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强度要求 

规定了车载氢系统安装强度试验应满足的要求。 

原标准 GB/T 26990-2011和 GB/T 29126-2012中安装强度的相关规定较为模糊，试验方法不够明

确，如力作用点、作用时间等都未体现，故参考 GB 19239《燃气汽车燃气系统的安装要求》、UN R134、

ISO 15501 等国内和国际标准进行修订，结合国内企业试验积累，明确了安装强度试验要求以及试验

方法。 

(3) 气密性要求 

规定了车载氢系统气密性应满足的要求。 

原标准对氢泄漏检测相关要求更倾向于整车，而本标准对象为车载氢系统，故增加了车载氢系统

层面的气密性要求及试验，根据 GB/T 24549《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引入检漏液检测法和气

体检测仪检测法，其中气体检测仪检测法规定泄漏率应不大于 1×10
-4 
mbarL/s来自生产厂家实际检测

数据。 

(4) 环境适应性要求 

规定了车载氢系统环境适应性试验应满足的要求。 

为保证车载氢系统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针对可能遭遇的极端环境设置高低温试验

要求和振动试验要求、湿热环境及盐雾环境等。 

2.2.7  试验条件 

    对试验条件进行了规定，合并 GB/T 29126-2012引入。 

2.2.8  试验方法 

(1) 主关断阀试验方法 

主关断阀动作的测试方法，验证主关断阀在车载氢系统组装完成后是否正常工作，是否通电开启

断电关闭。根据厂家经验，验证方法包括判断声音、观察电压以及观测下游气流。经多番讨论，决定

以压力检测装置（压力表、压力传感器等）检测主关断阀通断电后下游是否有气流的方式进行试验，

给储氢气瓶充压，若通电后，下游压力示数上升，则有气体流出证明主关断阀正常开启；断电后，压

力示数一段时间后保持稳定，则无气体流出证明主关断阀自动关闭。 

(2) 安装强度试验方法 

安装强度试验结合原标准中规定，并参照上述安装强度要求中提到的国内外标准制定，分为动态

试验和静态试验。动态试验对安装好的车载氢系统，在不同方向上施加不同大小的冲击；静态试验对

安装好的车载氢系统，在不同方向上施加 8倍重力的静力。 

(3) 气密性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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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试验参考 GB/T 24549 以及多家生产厂家及检测机构的检测方法制定。规定将车载氢系统从

低压到高压逐级增压并保压一定时间，检测各阶段各检测点的泄漏率。 

(4) 环境适应性试验方法 

环境适应性实验包括高低温试验和振动试验。高低温试验分为低温循环和高温循环两个部分，保

证车载氢系统在实际可能经历的极端温度下能安全运行而不发生泄漏。振动试验参考 GB 38031《电动

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等标准中的振动试验方法。 

2.2.9  附录 A 车载氢系统示意图 

    根据术语与定义中对车载氢系统定义的修订，对原标准中车载氢系统示意图进行了修改。将车载

氢系统范围界定在氢气加注口到减压阀之间。 

2.2.10  总结 

关于该标准的修订内容及其依据总结如表 1所示。 

表 1 标准修订内容及其依据 

章节号 修改内容 内容来源/论据 

1范围 “工作压力不超过 35MPa”修改

为“工作压力不超过 70MPa”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产业逐步以 70MPa 加氢压力作为

主流，修改以符合产业的发展需求和技术进步方向。 

3术语与定义 3.1 车载氢系统：“从氢气加注

口至燃料电池进口”修改为“从

氢气加注口至减压阀” 

原标准中“从氢气加注口至燃料电池进口”的表述

不够明确，经多次讨论修改为“从氢气加注口至减

压阀”以明确车载氢系统范围。 

3.4 压力调节器修改为减压阀 目前车载氢系统中使用为减压阀。 

4 测量参数、

单位、准确度

和分辨率 

修改后合并内容 GB/T 29126《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试验

方法》 

5要求 增加了 5.1.6主关断阀试验要求 企业试验数据及经验 

修改了 5.2安装强度要求 GB 19239《燃气汽车燃气系统的安装要求》 

增加了 5.3气密性要求 GB/T 24549《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增加了 5.4环境适应性要求 实际测试需求 

6试验条件 合并内容 GB/T 29126《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试验

方法》 

7试验方法 增加了 7.1主关断阀试验方法 企业试验数据及经验 

增加了 7.2安装强度试验 GB 19239《燃气汽车燃气系统的安装要求》 

增加了 7.3气密性试验 GB/T 24549《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以及各

单位经验。 

增加了 7.4环境适应性试验 GB 38031《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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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修改了车载氢系统示意图 与 3.1修改保持一致 

2.3  解决的主要问题 

1) 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为 70MPa车载氢系统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提供了标准依据和指导。 

2) 明确了车载氢系统的界定范围。 

3) 规定了车载氢系统主关断阀动作试验方法。 

4) 明确了车载氢系统安装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5) 提供了车载氢系统层面的气密性要求及试验方法。 

6) 提供了车载氢系统环境适应性要求及试验方法。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为了验证本标准相关试验，开展了大量调研和试验研究工作。主关断阀试验和气密性试验基于多

家生产厂家提供的数据和经验进行修订，适用于实际的生产过程。关于安装强度试验和环境适应性试

验，均是参考国内外标准进行修订，本身具有可行性，并且通过仿真分析等研究了方法的可行性，满

足标准要求。以下列举了代表性试验： 

1) 安装强度动态试验 

安装强度试验分为动态试验和静态试验，对于动态试验需要采用试验台架，如图 1 所示，车

载氢系统安装在试验台架上，试验台架通过驱动装置形成动态冲击，从而模拟真实环境中的

动态冲击，加速曲线经处理后的数据如图 2所示。 

 

图 1 动态试验台架示意图 

 

图 2 动态试验曲线（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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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强度静态试验 

在 2011 版的 GB/T 26990 当中，也存在静态试验，在不同方向上施加 8 倍重力的静力，但是

作用点和时间以及测试结果的呈现存在模糊的地方，此次采用了新的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明

确了相关要求，如图 3所示。 

 
图 3 安装强度静态试验台 

3) 环境适应性 

车载氢系统在真实的使用环境中，面临着负责的环境，例如高低温、盐雾等，该项目在此次

标准修订中为新增内容，环境仓如图 4所示。 

       

图 4 环境适应性试验环境仓 

4) 气密性试验 

通过真空仓法对车载氢系统中易泄漏的阀件和管路的泄漏特性进行了研究，定量探究组合阀和管

路中氢气的泄漏量随时间的演化关系，从图 5 可以看出，在试验一段时间后，系统中的氢泄漏量达到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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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典型车载氢系统组合阀和管路中氢气的泄漏量随时间演化关系 

在气密性试验当中，当采用了氦氮混合气作为试验气体，根据真实气体状态方程，通过计算研究，

以下表格给出了试验中氦氮混合气的配气方案。  

表 2 不同压力下氦氮混合气的配气方案 

氦氮混合

气压力

（MPa） 

氦气的体积

分数 X（%） 
温度（℃） 

He
 （mol/L） 

2N （mol/L） 充氦压力（MPa） 

35 
10 

20 12.336 12.039 
2.99 

15 4.51 

43.75 
10 

20 14.916 13.886 
3.47 

15 5.24 

70 
10 

20 21.79 17.783 
4.51 

15 6.89 

87.5 
10 

20 25.787 19.588 
5.01 

15 7.71 

5)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主要模拟振动载荷情况下车载氢系统的可靠性，试验装置示意图见图 6，需要开展 X轴、

Y轴和 Z轴三个方向的测试。 

 
图 6 振动试验台架示意图 

 

(四) 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专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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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无。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对于促进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以及保证燃料电池汽车车载氢系统的基本安全，具有重

要的支撑作用。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

标准的协调性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没有冲突。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鉴于 FCV技术尚在发展之中，本标准暂时可以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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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日

期等）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生效。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