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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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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国氢中联氢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师范大学、中国

计量大学、贝士德仪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麦克默瑞提克(上海)仪器

有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金铠仪器(大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
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安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粉体技术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闫晓英、刘聪敏、毛立娟、代伟、于明州、柳剑峰、黄卉、熊雯、王娟、谭立新、钟华、

王宁、王海、高原、李艳萍、付鑫、周素红、高洁、王孝平、郭延军、葛广路、李旭娟、刘玮、万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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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安全、高效储氢技术突破是氢能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储氢技术包括气态储氢、液态储

氢和固态储氢。在储氢技术中固态储氢的能量密度高、操作容易、运输方便、成本低、安全程度高,极具

发展潜力。气体吸附法固态储氢是指材料能可逆地吸收或吸附原子态的氢和分子态的氢气,用化学或

物理的方法压缩氢到高的储氢密度,被认为是目前最安全有效的储氢方式。
本文件关注的是固态储氢中的物理储氢方法,材料和氢气之间为物理吸附,两者之间的作用力为范

德华力。氢的临界温度是-240℃,即使是液氮温度下的吸附,氢气也处于超临界状态,不会发生凝结。
研究发现氢气在超临界状态下只能发生单分子层吸附,故吸附量与吸附剂的比表面积成正比,因此具有

高比表面积的纳米多孔材料成为很有竞争力的储氢材料。
随着纳米材料,特别是纳米多孔材料在储氢领域的研究发展,准确测量材料的储氢量非常重要。目

前储氢量测量没有统一的方法。本文件描述的气体吸附法测定储氢量的方法将为纳米多孔材料储氢量

的准确测量及相互比较提供方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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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

纳米多孔材料储氢量测定

气体吸附法

  警告: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
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宜配备防护手套、坚
固的眼罩和脸罩用来安全地处理突发的液氮等液体介质溅出情况。氢气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4962—

2008以及GB/T3634.1—2006第6章的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测定纳米多孔材料储氢量的静态容量气体吸附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物理吸附储氢的碳材料、沸石、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多孔有机聚合物等纳米多孔材

料储氢量的测定。其他多孔材料储氢量的测定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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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634.1—2006 氢气 第1部分 工业氢

GB4962—2008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T5314 粉末冶金用粉末 取样方法

GB/T19587 气体吸附BET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

GB/T21650.3 压汞法和气体吸附法测定固体材料孔径分布与孔隙度 第3部分:气体吸附法分

析微孔

GB/T24499 氢气、氢能与氢能系统术语

GB/T30544.4 纳米科技 术语 第4部分:纳米结构材料

ISO8213 工业用化学品 取样技术 从粉体到粗糙块体不同形状颗粒的固体化学品(Chemical
productsforindustrialuse—Samplingtechniques—Solidchemicalproductsintheformofparticlesva-
ryingfrompowderstocoarselumps)

3 术语和定义

GB/T19587、GB/T21650.3、GB/T24499、GB/T30544.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纳米多孔材料 nanoporousmaterial
存在纳米孔的固体材料。
[来源:GB/T30544.4—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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