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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标准信息 Standard Informations

燃气行业相关在编国家标准动态

一、修订推荐性国标项目：《城市公共设施管理 

通用要求》

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委

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项目周期：2024年立项，项目周期16个月

《城市公共设施管理 通用要求》是修订的推荐

性国家标准。

城市基础设施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

物质基础，也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改善民生

的重要抓手、防范安全风险的重要保障；新基建是面

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新

基建是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手段，将在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标准委于2024年立项修订该标

准，该标准将给出城市基础设施的定义、分类和管理

的通用要求；适用于传统城市基础设施和新型城市基

础设施的管理。

本次计划修订的主要内容：

1.增加了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以5G、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

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

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

基础设施等；

2.增加了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

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

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3.增加了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

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

新基础设施等。 

4.增加了管理原则和管理要求，包括数字化、智

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等。

二、制定强制性国标项目：《地下储气库安全

规范》

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材料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

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国家管网集团储能技术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

司、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

任公司、新疆油田储气库有限公司、辽河油田（盘

锦）储气库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储气库分公司

项目周期：2024年立项，项目周期18个月

《地下储气库安全规范》是新制定的强制性国

家标准。

制定国家标准《地下储气库安全规范》为地下储

气库的设计、建设和运营提供标准化的指导，确保各

环节符合安全规范，降低潜在的风险。应急管理部于

2024年立项制定该标准，该标准将规定地下储气库建

库设计、建设施工、生产运行、维护和检修、检测评

价、应急管理和关停弃置等相关安全技术要求和应遵

循的安全规范。

三、制定推荐性国标项目：《天然气管道掺氢输

送技术要求》

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委



57城市燃气  2025 / 01  总第 599 期

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

司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分公司、浙江大学、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等

项目周期：2024年立项，项目周期18个月

《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技术要求》是新制定的推

荐性国家标准。

将氢气掺入天然气管道进行输送，是大规模输送

氢气到终端用户的最有效途径，是氢气制备、储运、

利用的核心环节。然而，氢气的主要物性参数包括分

子直径、密度、粘度、高热值等均远低于甲烷（天然

气的主要成分），天然气中掺入氢气后，将显著改变

管道内输送天然气的热力学物性和传输特性，对管道

的输运能力、设备性能、安全维护等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掺氢天然气管道与天然气长输管道在输送气

质、管材、设备、工艺、完整性管理和管道安全维护

等方面的要求均存在明显差异。为保证运行安全，需

要对天然气长输管道的掺氢输送适应性进行评价。国

内氢气规模化利用相对较小，整体技术水平也有待进

一步提高。虽然建成了部分氢气管道，但目前还没有

一套完整的氢气管道标准体系，现有的氢气管道相关

标准规范要求不全面，且没有关于掺氢天然气管道输

送的具体标准，难以满足氢气长输管道发展的需要。

由于当前掺氢长输管道标准规范缺失的现状，使得实

际工程建设无标准可遵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氢能

输送领域的发展。国家标准委于2024年立项制定该标

准，该标准将规定天然气管道进行掺氢输送适应性评

价的基本原则、评价依据、评价要素、评价方法和评

价流程、应用场景的相关要求。

四、制定推荐性国标项目：《温室气体 产品碳

足迹量化方法和要求 天然气》

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委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

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保与技术监督研究院、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

项目周期：2024年立项，项目周期18个月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和要求 天然

气》是新制定的推荐性国家标准。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挑战，政府

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改

善。先后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

见》等，明确我国将积极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

标准、加强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建设、建立产品碳标

识认证制度。国际碳足迹量化两大标准PAS 2050和

ISO 14067，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性和比较性不足，

具体应用时不能充分考虑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情

况，量化结果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天然气是我国

重要战略能源，建立天然气产品的碳足迹量化方法和

要求，既能填补我国在天然气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的

空白，对于量化温室气体排放、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我国在国际环保领域的影

响力和话语权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标准委于

2024年立项制定该标准，该标准将规定天然气产品碳

足迹的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影响评价、结果解释、研

究报告等方面的要求；适用于从地下岩石储集层中开

采天然气（含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产品

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量化与评价。

五、制定推荐性国标项目：《氢气储存输送系统 

第5部分：氢气输送系统技术要求》

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委

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项目周期：2024年立项，项目周期18个月

《氢气储存输送系统 第5部分：氢气输送系统技

术要求》是新制定的推荐性国家标准。

随着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三北、西南部和东南

海域等地区利用丰富可再生能源制取绿氢的量将大幅

增加，“西氢东送”“海氢陆送”等对长距离、规模

化、安全高效的氢能输送提出了国家重大需求，大量

氢气需要跨地区规模化高效输送。由于氢气具有易漏

易燃易爆的特性，且易引起材料发生氢环境氢脆。为

保障安全运行，需针对氢气输送系统提出对应的特定

技术条件，从氢气输送系统中氢气品质、输送设备、

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基本规定，并在材料选用、设计

制造（施工）、安全防护和应急管理等方面给出具体

要求。国外发达国家目前正在陆续推动制定氢能输送

燃气行业相关在编国家标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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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我国已有较丰富的氢气管道建设经验，氢

能长输管道也开始示范运行；在工业领域，我国亦

已研制出氢气长管拖车和管束式集装箱等产品，但

仍缺乏通用的相关标准。国家标准委于2024年立项制

定该标准，该标准将规定氢气输送系统氢气品质、

输送设备、环境管理的基本规定，以及材料选用、

设计制造（施工）、安全防护和应急管理等基本要

求。a）满足以下要求的氢气管道输送系统：1）设计

压力不大于21MPa（表压）、氢气体积浓度超过10%、

水含量不超过20ppm的氢气长输管道；2）压力不大于

4.0MPa（表压）的城镇氢气室外输配管道；3）设计温度

范围-40℃～65℃、设计压力不大于42MPa的氢气工

业管道；4）设计温度范围-40℃～65℃、设计压力大

于42MPa小于等于140MPa、公称直径不大于50mm的

超高压氢气管道；b）环境温度范围-40℃～65℃、公

称工作压力不大于52MPa（表压）的氢气公路输送系

统；c）氢气水路输送系统；d）液氢罐式集装箱多式

联运系统。

六、制定推荐性国标项目：《氢气管道焊接接头

氢相容性试验方法》

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委

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项目周期：2024年立项，项目周期18个月

《氢气管道焊接接头氢相容性试验方法》是新制

定的推荐性国家标准。

随着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三北、西南部等地区

利用丰富可再生能源制取绿氢的量将大幅增加，大量

氢气需要跨地区规模化高效输送。管道输氢可较经济

地实现氢能大规模长距离输送，包括纯氢长输管道输

送和掺氢长输管道输送两类。在高压临氢环境中工

作，氢气管道面临高压氢脆的严峻挑战，氢原子进入

材料内部后，会导致材料韧性下降、疲劳裂纹扩展速

率加快等现象，引起管道在预期服役周期内突然失

效。焊缝是管道的薄弱环节，通常焊缝部位存在应力

集中、焊接缺陷等，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更能够加

速氢在局部的聚集现象，促使氢脆更加严重，因此对

于输氢或掺氢管道而言，焊缝是需要重点应该关注的

区域。不同的焊接工艺所制造的焊缝在临氢环境中的

性能可能纯在较大差异，在确定合理的焊接工艺时，

应当针对焊缝开展系统的氢相容性评价，包括对取样

方法、测试装置、试验流程、合格指标等进行规范。

然而，我国目前尚未颁布相应的标准。国家标准委于

2024年立项制定该标准，该标准适用于开展纯氢和掺

氢输送的长输管道（压力4MPa～20MPa，管径100mm～ 

1 400mm）、公用管道（压力0.1MPa～4MPa，管径10mm～ 

1 000mm）和工业管道（压力0.1MPa～100MPa，管径

5mm～300mm）的焊接接头评价，包括焊接接头材料

取样试验、焊接接头疲劳试验、整管疲劳试验、整管

氢气循环试验和整管氢气爆破试验。

七、制定推荐性国标项目：《氢系统泄漏率测

试方法》

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委

主要起草单位：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

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项目周期：2024年立项，项目周期18个月

《氢系统泄漏率测试方法》是新制定的推荐性国

家标准。

为了进行安全高效的氢能产业建设，我国《氢能

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将氢能确定

为国家能源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氢能产业也被确定

为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由于氢气

易燃易爆易泄漏的特性，无论是制氢、储氢还是运氢

环节，氢气管道、容器以及阀门等部件连接处易发生

氢泄漏的危险，同时这些部件面临氢环境氢脆的严峻

挑战，氢原子进入材料内部后，会导致材料韧性下降、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加快等现象，引起管道或容器在预

期服役周期内突然失效，因此对氢气泄漏检测格外重

要。国家标准委于2024年立项制定该标准，该标准将

规定用于车载高压储氢系统、移动式金属氢化物可逆

储放氢系统、车载液氢系统及瓶式集装箱储氢系统、

加氢站用压力容器/集装瓶组/管路泄漏率测试方法。

八、制定推荐性国标项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演练基本规范》

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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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单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中

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北京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周期：2024年立项，项目周期18个月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是新制定的

推荐性国家标准。

应急演练作为检验应急预案、磨合应急机制、锻

炼应急队伍、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的重要手段，在加强

应急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全生产

法》中明确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24〕5号）等法规制度，明确规定各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等要针对不同时

期形势任务特点，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加强应急演

练评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

急管理部2号令）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

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对演练频次提出了要求；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AQ/T 9007-

2019）发布实施以来，在指导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单位在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有的已

经广泛开展了桌面应急演练活动，也开展了各种各样

的实战性演练活动，总结出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对于提高演练的水平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重要的借

鉴意义。应急管理部于2024年立项制定该标准，该

标准将包括总则、计划、准备、实施、评估总结和

持续改进；适用于针对生产安全事故所开展的应急

演练活动。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起草单位 制、修订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GB/T 2624.5-2024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的差

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流量 第5
部分：锥形装置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制定 2024/11/28 2025/6/1

2 GB/T 22723-2024 天然气 能量的测定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

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院
修订 2024/9/29 2025/4/1

3 GB/T 44636-2024 能源互联网系统 架构和要求
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制定 2024/9/29 2025/1/1

4 GB/T 44851.3-2024
道路车辆 液化天然气（LNG）燃

气系统部件 第3部分：止回阀

北京兰天达汽车清洁燃料技术

有限公司
制定 2024/10/26 2025/5/1

5 GB/T 44988-2024
过程工业安全仪表系统在线监

视要求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

济研究所
制定 2024/11/28 2025/6/1

2024年—2025年实施的部分燃气行业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2024年—2025年实施的部分燃气行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