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制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 技术条件》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行业背景

水电解制氢是一种绿色低碳的制氢方法，它利用电力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

气，过程中不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碳排放，

对抗全球气候变化具有积极作用。随着全球对于减少碳排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视，水电解制氢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技术，其环保价值日益凸显。近年

来，水电解制氢技术不断进步，设备成本逐渐降低，效率提高。全球市场规模

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全球电解水制氢设备市场规模将显著上涨。中国作为

电解水制氢设备的主要供给国，市场集中度较高，且国内市场需求量预计将持

续增长，年化增长率超过55%。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大为水电解制氢的商业化和规

模化提供了可能。

国家高度重视氢能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水电解制氢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出了氢能产业

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25年初步建立氢能供应体系，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10

万至20万吨/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100万至200万吨/年。此外，多个省市也出

台了相关政策，对未来电解水制氢的产量进行了规划，提供了政策保障和补贴

支持。全球和中国的电解水制氢设备市场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丰富

的地区，水电解制氢与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结合，为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提供

了新的思路。

（一）编制依据

根据《河北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团体标准《水制

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及复合电极 技术条件》由河北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在

2024年3月份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G20240301。

本标准由奥德源新材料（石家庄）有限公司提出，由河北省石油和化学工

业协会归口管理，初期名称为《碱性水制氢电解槽柔性连接膜极距结构弹性

体》，在编制过程中，名称调整为《水制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及复合电极 技术

条件》。奥德源新材料（石家庄）有限公司主导水制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及复



合电极的标准建立。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奥德源新材料（石家庄）有限公司、昌黎县兴国精密

机件有限公司、石家庄用涵科技有限公司、中电四化工石化设计院、河北科技

大学、天津大学、中船（邯郸）派瑞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阳光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三一氢能有限公司、潞安化机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中石油深圳新能源

研究院有限公司、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中车山东风电公司、京安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气新能源（河北）

有限公司、山东蓝拓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天际氢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无

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富隆捷（苏州）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

东盛氢制氢设备有限公司、宿迁绿能氢创科技有限公司、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毅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奥氢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正

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马赫内托特殊阳极（苏州）有限公司、宁波中科氢易膜

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绿氢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大陆制氢设备有限公司、北

矿新材科技有限公司、碳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德清恒川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杭州美奕达科技有限公司。

（二）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当前氢产业方兴未艾，这主要是氢产品作为化工原料有着广泛的用途，尤

其绿氢是使用可再生电力通过电解水生产出来，为减碳形势下替代化石原料制

氢开辟出令人振奋的途径，是解决这一领域困境的有效方法，可以保证诸多用

氢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氢产品的另一重大用途是作为新能源，应用于蓬勃发展

的新能源汽车领域，为其提供清洁动力燃料；加之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间歇

与不稳定性造成弃电浪费，水电解制氢可以解决这种弃电现象，可将弃电转化

为氢气，使得水电解制氢对这两种新能源产业形成了重要的补充和辅助，从而

确立了必要的产业位置。

水制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是电解水制氢的核心设备电解槽内的重要元件，

在改善电解性能方面作用显著，比传统的刚性支撑体有多种优势，代表着行业

的先进性，因此受到业内青睐，市场前景广阔。该产品目前尚未有产品标准，

因此决定制定本标准，方便有关单位参照使用。

（三）主要编制过程



1．预备阶段：河北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在收到奥德源新材料（石家庄）

有限公司的标准立项申请后，对产品标准建立进行了论证，对生产工艺流程和

性能指标进行了检测，对市场前景进行了调研分析，在充分论证和调研的基础

上对标准立项申请予以批准。

2．成立起草工作组：2024年3月，该标准立项完成后，由河北省石油和化

学工业协会绿氢产业专业委员会主导，奥德源新材料（石家庄）有限公司牵头

成立了《水制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及复合电极 技术条件》团体标准的起草工作

组（以下简称：起草工作组），启动标准的起草工作。

3.标准起草：2024年4月，起草工作组经研究讨论，制定了工作方案和工作

计划，确定了任务分工，同时确定了指导思想、编制原则和标准大纲，拟定出

标准的编写计划安排（有过修订）。根据编写计划，起草工作组首先进行了资

料搜集，在此基础上起草工作组开展标准编制工作，并于2024年9月编制完成了

标准草案。

4.形成该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起草工作组与团

标牵头单位联络了大量与团标有关联的企业，并邀请他们参与团标的编写工作，

到公开征求稿前，邀请了33家企业参与进来，形成了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进

入了公开征求意见的环节。

二、标准编制思路、主要内容及编制依据

（一）标准编制思路

《水制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及复合电极》所涉产品目前正处于大规模工业

化推广应用阶段，但产品标准尚未形成规范化，本标准对产品的性能指标进行

了规范和定义，对生产工艺、质量管控、出厂检验、包装运输等流程进行了说

明，后期仍可根据技术更新和客户需求对标准进行优化和完善。根据目前产品

技术实际情况，该团体标准以技术条件的形式进行描述。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原则，注重对产品的

内在理论分析与实际生产应用的总结提炼，按照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最新版本要求进行编写，与现行法律、

法规、标准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有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其中，正文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供货、订货要求

等。

1.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弹性支撑体及复合电极原材料生产工艺、加工方式、质量标

准、制氢电解槽的使用等规范性要求，供有关企业在产品生产、质量检查、包

装运输上进行参考。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仅列出一条定义：水制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以下简称弹性支撑

体）。

4.技术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弹性支撑体制造原材料、过程产品以及成品的各项技术参数

和检验检测要求，规范了产品行业标准。

5.检验方法和检验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对弹性支撑体原料和产品的外观检验、性能检测和出厂检验

方法和相关标准。

6.出厂标志、包装和供货

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均予以规定。

7、订货要求

鉴于目前电解水制氢的行业发展水平，弹性支撑体及复合电极技术仍在快

速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技术仍有优化空间，因此供需双方可以有针对性

的协商相关内容，并以附件的形式给予规范描述。

三、主要试验验证分析

遵循引用相关国家标准。

四、本标准参照采用的国际或国内法规及相关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235-2021 加工镍及镍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21653-2008 金属镍及镍合金线及拉制线坯

GB/T 228.1-2021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GB/T 16825.1-2022金属材料 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与校准 第一部分：

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 测力系统的检验与校准

GB/T 2054-2023 镍及镍合金板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组织措施:在河北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绿氢产业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下，

以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颁布实

施后尽快落实。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水制氢电解槽弹性支撑体 技术条件》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

二〇二五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