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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規定氫氣產生器的建置、安全和性能要求，本標準之氫氣產生器為組合式或廠

製成品，應用電化學反應電解水以產生氫氣和氧氣。  

本標準適用於使用以下型式之離子傳遞媒介的氫氣產生器：  

—水基官能基  

—具有酸性官能基之固態聚合材料，例如酸性質子交換膜 (PEM) 

本部標準適用於氫氣產生器規劃於室內和戶外的商業和工業用途 (非家用使用 )，同時

具有發電功能的氫氣產生器，例如可逆式燃料電池不適用於本標準。  

本標準設定為驗證之用途。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 (包括補充

增修 )。  

 

ISO 834-1,  Fi r e-r esistance tests -  Elemen ts of bui lding construct ion  -  Par t  1:  General  

r equiremen ts 

ISO 1182,  React ion  to fi r e tests for  bui lding products -  Non-combust ibi l i ty test  

ISO 3864 (a l l  par ts) ,  Graph ical  symbols -  Safety colour s and safety signs 

ISO 4126-1,  Safety devices for  protect ion  against  excessive pressure -  Par t  1:  Safety 

valves 

ISO 4126-2,  Safety devices for  protect ion  against  excessive pressure -  Par t  2:  Burst ing 

disc safety devices 

ISO 4706,  Refi l lable welded steel  gas cyl inder s  

ISO 7866,  Gas cyl inder s -  Refi l lable seamless a luminum al loy gas cyl inder s -  Design ,  

const ruct ion  and 

test ing 

ISO 9300,  Measuremen t  of gas flow by means of cr i t ica l  flow Ven tur i  nozzles  

ISO 9809-1,  Gas cyl inder s -  Refi l lable seamless steel  gas cyl inder s -  Design，  

const ruct ion  and test ing – Par t1: :  Quenched and tempered steel  cyl inder s wi th  tensi le 

st r ength  less than  1100 MPa 

ISO 9809-2,  Gas cyl inder s -  Refi l labe seamless steel  gas cyl inder s -  Design ,  const ruct ion  

and test ing Par t2:  Quenched and tempered steel  cyl inder s wi th  tensi le st r ength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100 MPa 

ISO 9809-3,  Gas cyl inder s – Refi l labe seamless steel  gas cyl inder s -  Design ,  const ruct ion  

and test ing Par t3:  Normal ized steel  cyl inder s  

ISO 9951 ,  Measuremen t  of gas flow in  closed condui ts -  Turbine meter s 

ISO 10790,  Measuremen t  of fluid f10w in  closed condui ts -  Guidance to the select ion ,  

in sta l la t ion  and use of Cor iol is meter s (mass flow,  densi ty and volume flow 

measurem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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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1119-1,  Gas cyl inder s of composi te construct ion  -  Specificat ion  and test  methods -  

Par t  1:  Hoop wrapped composi te gas cyl inder s 

ISO 11119-2,  Gas cyl inder s of composi te construct ion  -  Specificat ion  and test  methods 

一 Par t  2:  Ful ly wrapped fiber  r ein forced composi te gas cyl inder s wi th  load-shar ing metal  

l iner s 

ISO 11119-3,  Gas cyl inder s of composi te construct ion  -  Specificat ion  and test  methods -  

Par t  3:  Ful ly wrapped fibre r ein forced composi te gas cyl inder s wi th  non -load-shar ing 

metal l ic or  non -metal l ic l iner s 

ISO 12100-2,  Safety of mach inery -  Basic concepts,  general  pr inciples for  design  -  Par t  2:  

Techn ical  pr inciples 

ISO 12499,  Industr ia l  fans -  Mechan ical  safety of fans -  Guarding 

ISO 13709,  Cen tr i fugal  pumps for  pet roleum,  petrochemical  and natural  gas industr ies 

ISO 13850,  Safety of mach inery -  Emergency stop -  Pr inciples for  design  

ISO 13852,  Safety of mach inery -  Safety distances to preven t  danger  zones being r eached 

by the upper  l imbs 

ISO 13853,  Safety of mach inery -  Safety distances to preven t  danger  zones being r eached 

by the lower  l imbs 

ISO 13854,  Safety of mach inery -  Min imum gaps to avoid crush ing of par ts of the human  

body 

ISO 14121-1,  Safety of mach inery-Risk assessmen t  -  Par t  1:  Pr inciples 

ISO 14511,  Measuremen t  of f1uid flow in  closed condui ts -  Thermal  mass flowmeter s 

ISO 14687,  Hydrogen  fuel -  Product  specificat ion  

ISO 14847,  Rotary posi t ive displacemen t  pumps -  Techn ical  r equiremen t  

ISO 15534-1,  Ergonomic design  for  the safety of mach inery -  Par t1:  Pr inciples for  

determin ing the dimensions r equired for  open ings for  whole-body access in to mach inery 

ISO 15534-2,  Ergonomic design  for  the safety of mach inery -  Par t  2:  Pr inciples for  

determin ing the dimensions r equired for  access open ings 

ISO 15649,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industr ies -  Piping 

ISO/TR 15916,  Basic considerat ions for  the safety of hydrogen  systems 

ISO 16528-1,  Boi ler s and pressure vessels -  Par t  1:  Per formance r equiremen ts  

ISO 17398,  Safety colour s and safety signs -  Classi ficat ion ,  per formance and durabi l i ty 

of safety signs 

IEC 60034-1 ,  Rotat ing elect r ical  mach ines -  Par t  1:  Rat ing and per formance 

IEC 60068-2-18:2000,  Environmental  test ing- Par t  2-18:  Test一 Test  R and guidance:  

Water  

IEC 60079-0,  Explosive a tmospheres -  Par t  0:  Equipmen t-  General  r equiremen ts 

IEC 60079-2:2007:  Explosive a tmospheres -  Par t2:  Equipmen t  protect ion  by pressur ized 

enclosures ”p”  

IEC 60079-10,  Elect r ical  apparatus for  explosive gas a tmospheres -  Par t  10:  

Classi ficat ion  of hazardous areas  

IEC 60079-14,  Explosive a tmospheres -  Par t  14: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design ,  sele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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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rect ion  

IEC 60079-29-1 ,  Explosive a tmospheres -  Par t  29-1:  Gas detector s -  Per formance 

r equiremen ts of detector s for  flammable gases 

IEC 60079-29-2,  Explosive a tmospheres -  Par t  29-2:  Gas detector s -  Select ion ,  

in sta l la t ion ,  use and main tenance of detector s for  flammable gases and oxygen  

IEC 60079-30-1,  Explosive a tmospheres -  Par t  30-1:  Elect r ical  r esistance t r ace heat ing -  

General  and test ing r equiremen ts  

IEC 60146 (a l l  par ts) ,  Semiconductor  conver tor s 

IEC 60204-1 :2005,  Safety of mach inery -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of mach ines -  Par t  1:  

General  r equiremen ts 

IEC 60335-2-30,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 r ical  appl iances -  Safety -  Par t  2-30: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  for  room heater s 

IEC 60335-2-41,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 r ical  appl iances -  Safety -  Par t  2-41: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s for  pumps 

IEC 60335-2-51 ,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 r ical  appl iances -  Safety -  Par t  2-51: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  for  sta t ionary ci r cula t ion  pumps for  heat ing and service water  

in sta l la t ions 

IEC 60335-2-73,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 r ical  appl iances -  Safety -  Par t  2-73: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  for  fixed immersion  heater s  

IEC 60335-2-74,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 r ical  appl iances -  Safety -  Par t  2-74: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  for  por table immersion  heater s  

IEC 60335-2-80,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 r ical  appl iances -  Safety -  Par t  2-80: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  for  fans 

IEC 60364-4-43,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4-43:  Protect ion  for  safety-  

Protect ion  against  overcur ren t  

IEC 60364-6:2006,  Low-vol tage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  Par l  6 :  Ver i ficat ion  

IEC 60439-1 ,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  gear  assemblies -  Par t  1:  Type-tested 

and par t ia l ly type tested assemblies 

IEC 60439-2,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  gear  assemblies -  Par t  2: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  for  busbar  t runking systems (busways)  

IEC 60439-3,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assemblies -  Par t  3: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  for  low 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assemblies in tended to be 

insta l led in  places where unski l led per sons have access for  thei r  use 一  Dist r ibut ion  

boards 

IEC 60439-5,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assemblies -  Par t  5: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s for  assemblies for  power  dist r ibut ion  in  publ ic networks 

IEC 60445,  Basic and safety pr inciple for  man-mach ine in ter face,  marking and 

iden t i ficat ion  – Iden t i fícat ion  of equipmen t  terminals and conductor  terminat ions  

IEC 60446,  Basic and safety pr inciples for  man -mach ine in ter face,  marking and 

iden t i ficat ion  – Iden t i fícat ion  of conductor s by colour s or  a lphanumer ics  

IEC 60529,  Degrees of protect ion  provided by enclosures (IP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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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534 (a l l  par ts) ,  Industr ia l -process con trol  valves 

IEC 60695-11-10,  Fir e hazard test ing- Par t  11-10:  Test  f1ames- 50 W hor izon tal  and 

ver t ical  f1ame test  methods 

IEC 60695-11-20,  Fir e hazard test ing -  Par t  11-20:  Test  f1ames -  500 W flame test  

methods 

IEC 60730-1 :2007,  Automat ic elect r ical  con trols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use -  Par t  1:  

General  r equiremen ts 

IEC 60747 (a l l  par ts) ,  Semiconductor  devices -  Discrete devices 

IEC/TR 60877,  Procedures for  ensur ing the clean l iness of industr ia l -process 

measuremen t  and con trol  equipmen t  in  oxygen  service 

IEC 60947-2,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2:  Circui t -breaker s 

IEC 60947-3,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3:  Switches,  disconnector s,  

swi tch  disconnector s and fuse-combinat ion  un i ts  

IEC 60947-4-1,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4-1:  Con tactor s and 

motor -star ter s – Elect romechan ical  con tactor s and motor -star ter s 

IEC 60947-4-2,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4-2:  Con tactor s and 

motor -star ter s – AC semiconductor  motor  con trol ler s and star ter s  

IEC 60947-4-3,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4-3:  Con tactor s and 

motor -star ter s – AC semiconductor  con trol ler s and con tactor s for  non-motor  loads 

I  EC 60947-5-1,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5-1:  Con trol  ci r cui t  

devices and switch ing elemen ts -  Elect romechan ical  con trol  ci r cui t  devices  

IEC 60947-5-2,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5-2:  Con trol  ci r cui t  devices 

and switch ing elemen ts -  Proximity switches 

IEC 60947-5-3,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5-3:  Con trol  ci r cui t  

devices and switch ing elemen ts -  Requiremen ts for  proximity devices wi th  defíned 

behaviour  under  faul t  condi t ions (PDF) 

IEC 60947-5-5,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5-5:  Con trol  ci r cui t  devices 

and switch ing elemen ts -  Elect r ical  emergency stop device wi th  mechan ical  la tch ing 

funct ion  

IEC 60947-6-1,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6-1:  Mult iple funct ion  

equipmen t  – Transfer  swi tch ing equipmen t  

IEC 60947-6-2,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6-2:  Mult iple funct ion  

equipmen t  – Con trol  and protect ive switch in  g devices (or  equipmen t)  (CPS)  

IEC 60947-7-1,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7-1:  Anci l lary equipmen t -  

Terminal  blocks for  copper  conductor s  

IEC 60947-7-2,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7-2:  Anci l lary 

equipmen t  – Protect ive conductor  terminal  blocks for  copper  conductor s  

IEC 60950-1:2005/Cor .  1:  2006,  In format ion  technology equipmen t  -  Safety -  Par t  1:  

General  r equiremen ts 

IEC 61010-1 :2001/Cor .  1 :2002/Cor .  2:2003,  Safety r equiremen t  for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for  measuremen t ,  con trol ,  and laboratory use -  Par t  1:  General  r equirem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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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069-7,  Industr ia l -process measuremen t  and con trol -  Evaluat ion  of system 

proper t ies for  the purpose of system assessmen t  -  Par t  7:  Assessmen t  of system safety 

IEC 61131-1,  Programmable con trol ler s-  Par t  1:  General  in format ion  

IEC 61131-2,  Programmable con trol ler s -  Par t  2:  Equipmen t  r equiremen ts and tests 

IEC 61204,  Low-vol tage power  supply devices,  d.c.  output -  Per formance character ist ics  

IEC 61204-6,  Low-vol tage power  suppl ies,  d.c.  output -  Par t  6:  Requiremen ts for  

low-vol tage power  suppl ies of assessed per formance 

IEC/TR 61459,  Coordinat ion  between  fuses an d con tactor s/motor -star ter s 一  

Appl icat ion  guide 

IEC 6ISO8-1,  Funct ional  safety of elect r ical /elect ron ic/programmable elect ron ic 

safety-rela ted systems Par t1:  General  r equiremen ts 

IEC 6ISO8-2,  Funct ional  safety of elect r ical /elect ron ic/programmable elect ron íc 

safety-rela ted systems Par t2:  Requiremen ts for  elect r ical /elect ron ic/programmable 

elect ron ic safety-rela ted systems 

IEC 6ISO8-3,  Funct ional  safety of elect r ical /elect ron ic/programmable elect ron ic 

safety-rela ted systems Par t3:  Software r equiremen ts 

IEC 61511-1,  Funct ional  safety -  Safety in st rumen ted sys的 ms for  the process industry 

sector  -  Par t  1:  Framework,  defin i t ions,  system,  hardware and software r equiremen ts 

IEC 61558 (a l l  par ts) ,  Safety of power  t r ansformers,  power  suppl ies,  r eactor s and similar  

products (a l l  appl icable par ts)  

IEC 61558-2-17,  Safety of power  t r ansformers,  power  supply un i ts and similar -  Par t  2-17:  

Par t icular  r equiremen ts for  t r ansformers for  swi tch  mode power  suppl ies  

 

3.用語及定義  

為達成本標準的目的，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  

 

3 .1 區域分類 (area  classi ficat ion )  

危險性區域依照存在爆炸性氣體 -空氣的機率分類，依照危險等級的區域選擇有關的電

力裝置。  

 

3 .2 分類區 (classi fied area)  

區域或空間中可燃性粉塵、可燃燒的纖維或可燃性、揮發性液體、氣體、蒸氣或混合

物出現或可能出現在空氣中的量足以產生爆炸或點燃混合物。  

 

3 .3 商用 (commercia l )  

符合氫氣產生器由非專業人員使用之非製造業企業設施如商店、旅館、辦公大樓、教

育機構、加油站、倉庫及其他非住宅區域。  

 

3 .4 包封系統 (con tainmen t  system) 

含有可燃性物質之裝置的一部分，其可以構成釋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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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設計壓力 (design  pressure)  

承壓組件設計之適用壓力值，其代表運轉期間與預期最嚴苛條件一致的內部或外部壓

力及溫度。  

備考：設計壓力表示於附錄 B。  

 

3 .6 設計溫度 (design  temperature)  

承壓組件設計壓力之適用溫度值，表示運轉期間與預期最嚴苛壓力條件對應的溫度。  

 

3 .7 稀釋 (di lut ion )  

在任何潛在點火源 (換言之，外部的稀釋區域 )，連續以固定的速率供應吹淨氣體，  使

其外殼內部的可燃性物質的濃度維持在低於爆炸 (易燃 )限制之外。  

 

3 .8 稀釋區域 (di lut ion  volume) 

鄰近釋放源的區域，該處可燃物質的濃度未稀釋至低於可燃下限 (LFL)的程度。  

備考 1：氧氣以惰性氣體稀釋可能導致可燃性氣體或蒸氣的濃度高於可燃上限 (UFL)。  

備考 2：附錄 C提供氫氣燃燒限值的資訊。  

 

3 .9 外殼 (enclosure)  

於特定的環境和氣候條件下保護氫氣產生器之圍堵和支撐結構，且保護人和家畜免於

意外接觸氫氣產生器內部的危險零件。  

 

3 .10 富氧氣體 (en r iched oxygen  a tmosphere)  

含氧氣的體積分率大於 23.5%的氣體，其餘成份為惰性氣體。  

 

3 .11 危險環境 (hazardous condi t ion )  

可能不利於氫氣產生器運轉安全的環境。  

備考：危險條件的範例包含富氧氣體、氫氣濃度超過可燃下限、分類區域的點火源、

超過設計壓力、溫度等。  

 

3 .12 工業用 ( industr ia l )  

符合氫氣產生器由合格且有經驗之人使用於受控制的製造或處理環境。   

 

3 .13 離子傳遞媒介 ( ion  t r anspor t  medium) 

提供離子在電池中傳遞的媒介。  

 

3 .14 最大正常操作壓力 (maximum normal  operat ing pressure)  

氫氣產生器在其設計和控制參數範圍內，由承壓組件能夠感受到最大壓力。  

備考：最大正常操作壓力參見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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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 薄膜 (membrane)  

提供分隔產生之氧氣和氫氣的材料，而容許電池之內離子的傳遞。  

 

3 .16 正常條件 (normal  condi t ion )  

參照的氣體的體積或其他性質之條件，並以溫度 273.15K(0 ) ℃ 和大氣壓力 101.325kPa

表示之。  

 

3 .17 正常操作壓力 (normal  operat ing pressure)  

氫氣產生器在其設計和控制參數範圍內，由承壓組件能夠感受到壓力。  

 

3 .18 承壓組件 (pressure bear ing componen t)  

在正常操作條件下，接受最小 50kPa內部正壓的零件。  

 

3 .19 吹淨氣體 (purge gas)  

氣體用於維持加壓或稀釋可燃性氣體或蒸氣之濃度低於可燃下限 (LFL)。  

 

3 .20 吹淨 (purging) 

在裝置施加電壓之前，通入足夠體積的吹淨氣體經過加壓的外殼及其導管，使任何可

點燃 (易燃的 )氣體之濃度減少至低於可燃下限。  

 

3 .21 貯存容器 (罐 )(storage cycl inder )  

壓力容器用於貯存產生的氣體。  

 

4 操作條件和規範  

4 .1 能量消耗  

4 .1.1電力  

製造商應指明氫氣產生器電力輸入定額如 IEC 60204-1所列出之電壓、電流或功率

(VA、 W)及頻率。  

 

4 .1.2其他事業單位  

製造商應指明其他事業單位之需求。  

 

4 .2 供水規範  

製造商應指明用於氫氣產生器的供水規範。  

 

4 .3 周圍環境  

製造商應應指明所設計之氫氣產生器適用的自然環境條件，如適用時，應包括室內或

室外操作、環境溫度範圍、大氣壓、溼度規格和耐震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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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吹淨氣體  

要求使用的吹淨氣體，製造商應指明吹淨氣體的類型和規格。  

 

4 .5 氧氣貯存和排放  

若由氫氣產生器產出的氧氣被貯存、排放於氫氣產生器的外殼內、排放於室內或室外，

製造商應做明確標明。若有提供氧氣孔，應如 11.6的要求富氧危險的警示標籤靠近排

放孔。  

 

4 .6 氫氣的輸送  

製造商應指明氫氣生產速率、氫氣輸出壓力範圍、氫氣溫度範圍及如 ISO14687的氫氣

品質。  

 

4 .6 氧氣的輸送  

若氧氣為規定的產物，製造商應指明氧氣生產速率、氧氣輸出壓力範圍、氧氣溫度範

圍及生產品質。  

 

5 .機械設備  

5 .1 一般要求  

製造商應建立措施並提供需要的訊息以使危害人員安全或健康之風險降為最低，本環

境依照 ISO 14121-1執行風險分析來測定。  

 

所有的氫氣產生器零件和全部用於氫氣產生器的物質必須：  

— 在預期的使用期間，氫氣產生器操作於適宜的溫度和壓力範圍 
— 在預期的使用期間，氫氣產生器暴露時耐反應、處置和其他條件 
— 適宜的使用設定 
— 應按照製造商的說明書並於定額範圍內使用 
氫氣產生器的設計應承受預期的衝擊和振動，以及運輸至安裝地點和使用期間之規定

的環境溫度範圍。氫氣產生器於抬起、移動和定位操作時，應提供方法以便於安全的

處理。於安裝或使用期間，當氫氣產生器受到操作者或環境施加的正常操作力量時，

應具保持穩定性的設計。  

 

氫氣產生器的設計應考量  ISO 12100-2 之要求。  

 

應保護氫氣產生器所有的零件，其在製造階段做設定或調整且不得被使用者或安裝人

員操作。  

 

應清楚地標示和設計手動控制，以防止疏忽的調整或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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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氣候和環境造成的預期操作條件，如地震等級、雪及風的負荷，所有的零件應受保

護。  

 

所有的零件應牢固的建造，以防止位移、扭曲、變形或其他損害而影響其功能性。  

 

於正常使用、調整或維護時可能接觸的全部零件，應無銳角或邊緣。  

 

所有需要定期或日常維護或保養的零件，如檢查、潤滑、清潔、更換或類似作業，應

為可觸及。  

 

可活動零件和含有液體的零件之設計及安裝在所有運轉模式下，應預防彈出零件及溢

出液體。  

 

氫氣產生器管線中含有爆炸性、可燃性或毒性流體時，應採取預防措施的設計並標示

取樣和移除點。  

 

應設計和建造預期人員會活動或站立之氫氣產生器或零件，以防止人員滑倒、絆倒或

這些零件的掉落。  

 

5 .2 一般材料要求  

使用於氫氣產生器的材料應適合其目的。  

 

氫氣產生器所有的內部和外部零件會直接暴露於潮濕、離子傳遞媒介、氫氣或氧氣的

製程氣流以及所有用於密封和互連的零件，在製造商的額定壽命之內，應有以下的材

料屬性：  

(a) 當暴露於第4節規定的全範圍操作條件下，保持機械強度的穩定性(疲勞特性、極限

強度、潛變強度)。 
(b) 能承受其容納流體的化學和物理作用並耐環境劣化。 
(c) 用於接續之任何材料的相容性，使得沒有協同作用和不預期的影響。 

 
在選擇材料和製造方法時，應有的考量如下：  

— 氫脆和氫致腐蝕如附錄A和ISO/TR 15916的說明。 
— 氧氣相容性 
— 耐腐蝕和磨損 
— 導電性 
— 衝擊強度 
— 抗老化 
— 溫度效應 
— 電位腐蝕 
— 浸蝕、磨損、腐蝕或其他化學侵蝕 
— 耐紫外線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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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條件下，接觸氧氣的任何材料之自燃溫度，至少應高於材料可能暴露之最高運

轉溫度 50℃。  

 

應依照 IEC/TR 608775 之規定清潔氧氣之製程管線和容器。  

 

5 .3 外殼  

5 .3.1最小強度  

支撐構造和氫氣產生器外殼應具強度、堅硬、延展性、耐腐蝕性和其他物理性質，以

支撐和保護所有的組件和管線，並承受氫氣產生器在預期的運輸、安裝及操作期間之

機械應力和衝擊。電力外殼應符合 IEC 60204-1的要求。  

 

5 .3.2環境耐受  

應設計氫氣產生器的外殼並依照 IEC 60529分類的安裝環境進行測試。氫氣產生器的外

殼應符合 IEC 60529(cns xxxxx)之 IP 22等級的最低要求。  

 

外殼用於工業環境或戶外，應滿足較高的 IP等級。  

 

5 .3.3耐火  

外殼應有的可燃性分類如下：  

(a) 除了塑膠材料的外殼，電力和燃料氣源移除後，外殼具有的可燃性分類不會支持加

速燃燒，此外殼應符合ISO 1182。 
(b) 塑膠外殼遮蓋燃燒源或圍住帶電部位，依照IEC 60695-11-20(cns xxxx)試驗時，應

符5V等級材料的要求。其他塑膠外殼依照IEC 60695-11-10(cns xxxx)試驗時，應符

合HB和V等級材料的要求。 
(c) 複合材料應滿足(a)或(b)任一項的要求。 
 

5 .3.4隔離材料  

氫氣產生器外殼之隔離材料，應機械或黏著在定位，應能防止在預期的負荷或維護操

作下之位移或損害。  

隔離材料及其內部固定或黏著的方法，應能承受在正常操作下之所有空氣流速和溫度。 

 

5 .3.5維修蓋板  

維修蓋板應依照 ISO 15534-1和 ISO 15534-2的要求設計。  

 

維修蓋板應設計對於正常維修和接觸需要移開的覆蓋或隔離，使得重複移開或更換不

會損害或削弱其隔離能力。  

 

蓋板、覆蓋和門應規定需使用工具、鑰匙或類似的方法打開。  

 

可移動的蓋板、覆蓋和門應設計防止其被掛在不適當位置或被替換，此可能干擾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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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器正常的運轉。  

 

5 .3.6通風孔  

應設計通風孔使其於正常操作期間，依照預期的應用，不會變成阻礙。  

 

人可以完全進入的氫氣產生器外殼，每立方公尺外殼體積之通風孔總面積應至少為

0.003平方公尺。  

 

5 .3.7危險性液體洩漏的包封  

氫氣產生器含有的危險性液體可能對人員或環境產生危害，應設計氫氣產生器的外殼

安全的保存預期的洩漏，如下：  

(a) 包封方法應具最大預期洩漏體積之110%之能力； 
(b) 洩漏偵測器應安裝在氫氣產生器外殼預期會累積區域之最低處，偵測器的信號應引

起氫氣產生器發出警報並儘可能在達到最大預期洩漏累積量25%之前變更運轉參

數，以防止更多的累積。 
 

 

5 .4 承壓組件  

5 .4.1一般要求  

提供以下承壓組件需特別考量的事項：  

(a) 使用支撐、限制、錨固、校準及預緊技術以緩和過度的應力和應變產生於凸緣、連

接、風箱或軟管； 
(b) 突然移動的影響，例如高壓噴出、水鎚、壓力釋放裝置致動； 
(c) 啟動及/或發生於氣流承壓組件內部的期間，排水和清除凝結的方法，其可能由水

鎚、真空崩潰、腐蝕及無法控置的化學反應而引起損害； 
(d) 含有爆炸性、可燃性或腐蝕性之流體，要有預警措施的設計和標示。 
 

5 .4.2氫氣和氧氣的嵌入型貯存  

5 .4.2.1氫氣貯存容器  

當使用嵌入型的加壓氣態氫氣之貯存容器，應符合下列其中之一的容器類型：  

(a) 滿足ISO 7866要求的鋁容器； 
(b) 滿足ISO 9809-1要求的鋼容器； 
(c) 滿足ISO 11119-1要求的緊箍包裹的複合材料容器； 
(d) 滿足ISO 11119-2要求，完全包裹具負荷分擔金屬內襯之玻璃纖維強化複合材料氣

體容器； 
(e) 滿足ISO 11119-3要求，完全包裹具非負荷分擔金屬內襯或非金屬內襯之玻璃纖維

強化複合材料氣體容器； 
(f) 滿足ISO 16528-1或相當標準要求的適宜容器 
 

5 .4.2.2氧氣儲存容器  

當使用內建的氣態氧氣貯存容器，應符合下列其中之一的容器類型：  

(a) 滿足任一要求的鋼製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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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4706 
— ISO 9809-1 
— ISO 9809-2 
— ISO 9809-3 
 

(b) 滿足ISO 16528-1或相當標準要求的適宜容器 
 

5 .4.2.3氫氣和氧氣貯存容器的分隔  

氧氣和氫氣貯存容器應依下列方式擇一分隔：  

(a) 最小距離為3公尺，或 
(b) 依ISO 834-1測定，具60分鐘耐火等級的不可燃隔離物 
 

5 .4.3電解槽組  

電解槽組的設計應能承受 10.1.5之壓力試驗，而不會爆裂和永久性變形。  

 

5 .4.4製程容器  

流體的製程容器在正常操作下會超過 50 kPa時，應符合 ISO 16528-1認可之相關標準，

除非尺寸 (直徑或體積 )小於適用的參考標準之最小適用範圍。  

 

5 .4.5管線、配件和接頭  

製程管線、配件和接頭應符合 ISO 16528-1認可之相關標準或適用的管線標準 ISO 

15649，除了以下：  

 

— 聚合體或彈性體管線、管道和接頭應容許用於可燃性流體。 
 

— 管線的內部表面應完全徹底的移除大於10 μm的鬆散顆粒且在管線末端應仔細地

做表面處理，以移除阻礙物和毛邊。 
 

— 管線的螺牙部分與結合組成的零件，其連接至氫氣產生器外部，螺紋應符合ISO 
15649。 

 

— 在使用時預期的暴露和維護期間，聚合體或彈性體管線、管道和接頭應適合於最

高操作溫度、壓力和化學物質與材料，其若用於可燃性流體時應不具滲透性，應

依照10.1.5的試驗測定機械強度。 
 

— 氫氣產生器之內的聚合體或彈性體管線、管道和接頭應做機械性損害的保護。使

用合適的遮蔽可以保護設在氫氣產生器外殼之內的組件，防止旋轉設備或其他機

械裝置事故。任何隔室封閉的塑膠或彈性體組件用於輸送可燃性流體，應作保護

以防止過熱的機率。塑膠或彈性體材料用於分類區，若輸送ISO 15649所述的乾燥

氫氣，應防止靜電積聚。 
 

5 .4.6壓縮機  

若使用壓縮機，在應用上必須適用於氫氣或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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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機必須具備以下：  

(a) 壓力釋放裝置，其限制每一階段壓縮桶和壓縮階段連接管線之最大的操作壓力； 
(b) 高排放壓力、高溫度和低吸入壓力之自動停機控制； 
(c) 無負載裝置其擷取和回收排放氣體的再利用，及/或安全排放，停機之後需要重新

啟動壓縮機； 
(d) 隔離從入口管線至壓縮機吸入管線的振動 
 

5 .4.7壓力釋放裝置  

所有的加壓系統和設備應藉助一種或更多的自毀型壓力釋放裝置，如安全圓盤和隔

膜，或可重新封閉型如彈簧負荷壓力釋放裝置 (PRV’s)的方法，以保護過壓。   

 

壓力釋放裝置應直接連接於設備，其潛在的過壓源無互接的隔離裝置。於安全圓盤破

裂的事件中，氫氣產生器應停機。  

 

氣體的釋出是排放於氫氣產生器的外殼之內，應排放至分類區域。安裝說明應提供釋

出的氣體是排放於室內或室外 (參見 12.5)。  

 

壓力釋放閥應滿足 ISO 4126-1要求或符合 ISO 16528-1標準；安全圓盤應滿足 ISO 

4126-2要求或符合 ISO 16528-1標準。  

 

5 .4.8壓力調節器  

壓力調節器應為非排放型或應提供安裝說明，以確保透過管線排放至安全位置 (參見

12.5) 。壓力調節器應適合氫氣或氧氣的使用，及所處的壓力和溫度。  

 

壓力調節器之致動器由氣動控制，不應有隔膜，其可能洩漏空氣至氫氣中。  

 

5 .4.9關閉閥門  

關閉閥門應提供予所有的設備和系統於停機、測試、維護或緊急條件期間製程流體需

要的包封或封阻。  

 

關閉閥門應具所處的壓力和溫度，且應適合流體介質。固定於關閉閥門的致動器應具

溫度等級以承受傳導自閥體的熱能。  

 

自動操作的關閉閥門應符合 IEC 60534要求。  

 

自動操作的關閉閥門應為失效時轉至安全模式的類型。  

 

5 .5 電熱器  

提供保護予在低溫環境設備的電熱器，應滿足 IEC 60204-1的要求並應符合任一以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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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標準： IEC 60335-2-73、 IEC 60335-2-74或 IEC 60335-2-30。 (CNS XXXX) 

 

當使用於分類區域時，加熱器應符合 CNS 3376-14。  

 

5 .6 幫浦  

幫浦應符合適用於 ISO 13709、 ISO 14847、 IEC 60335-2-51或 IEC 60335-2-41。  

 

馬達和幫浦之間的連接帶，應以防靜電材料製作。  

 

5 .7 風扇和換氣扇  

風扇和換氣扇應符合 IEC 60335-2-80或 ISO 12499關於依照 IEC 60204-1電力要求的評

估。風扇和換氣扇應為適合使用的類型。  

 

5 .8 熱傳導系統  

相容於受影響之流體或氣體化學之任何熱傳導方法都可以使用。  

 

5 .9 連接至飲用水  

若飲用水被作為供水，氫氣產生器應提供方法以防止任何逆送至飲用水供應源。  

 

另外，應提供方法以防止任何的冷卻劑自熱傳送系統逆送至飲用水供應源。  

 

6 .電力設備、配線和通風  

6 .1 火災和爆炸危害的防護要求  

6 .1.1一般要求  

氫氣產生器的製作，應使得正常操作期間防止無意的氫氣釋出，依照 10.2.5測定符合性。 

備考：在操作時，沒有內部儲存時，氣體洩漏的潛在體積受限於氣體生產速率。  

 

6 .1.2氫氣產生器的區域分類  

氫氣產生器的外殼應依照 CNS 3376-10分類，說明書應適當的提供分類的定義和依照

CNS 3376-10分類區域環境的範圍 (參見 12.5)。  

 

6 .1.3分類區內設備的防護要求  

分類區內的設備應符合 CNS 3376-0的要求和 IEC 60079適當部份的防護型式或 IEC 

60079-30-1。  

 

當設備規劃的操作條件未涵蓋於 CNS 3376或 IEC 60079-30-1適用範圍 (如在富氧氣環

境 )，應執行具體規劃使用條件的特定追加測試。  

備考：當防火外殼的防護類型「 d」 (IEC 60079-1)和本質安全「 i」 (IEC 60079-11) 時

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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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4防止易燃混合物聚積的保護方法  

除了稀釋區域，可以提供被動或主動保護方法，以確保氣體混合物在氫氣產生器外殼

內的氫氣體積分率低於 1%。計算流體動力分析，示蹤氣體或類似如 IEC 60079-10提供

的方法，可用於測定以空氣稀釋邊界之氫氣 1%的體積分率和排氣要求。  

 

被動方法包含但不限於下述：  

(a) 管線小孔和類似流動限制的方法，以限制的最大釋出速率為可預測值。 
(b) 使用永久性安全接頭並製造，使得其限制的最大釋出速率為預測值。 

 
主動方法包含但不限於下述：  

(a) 氫氣流動或壓力相關測量值與控制設定值比較，當偵測到超出規範條件時，誘發保

護性措施，如停止供電非分類電器設備並啟動通風。 
(b) 除了稀釋區域，由製造商依據氫氣產生器外殼內測定之最大預測氫氣洩漏率，固定

通風足以維持氫氣產生器外殼內之平均的氫氣濃度低於氫最大體積分率1%。  
(c) 氫氣偵測系統符合6.1.9節要求，其氫氣體積分率為0.4%時啟動通風。 
 

當通風以主動為保護方法時，由製造商依據氫氣產生器外殼內測定之最大預測氫氣洩

漏率，要求最低通風率應維持 1%氫氣體積分率。  

備考：當容器或管線系統設計時，已考慮保護防止突發和重大事故，則不需要考慮上

述情況下之洩漏情境分析。  

 

當使用此主動及 /或被動保護措施時，可依照 6.1.2區域分類測定和 6.1.3電力設備要求調

整。偵測氫氣 /空氣混合物超過 1%氫氣最大體積分率，應引起氫氣產生器停機和非分類

電力設備停止供電。通風事故應引起氫氣產生器停機。於故障事件中，設備應保持供

電，如氫氣偵測系統和通風設備應依照 6.1.3分類區使用。  

 
6.1.5氫氣產生器之氧氣排放於氫氣產生器外殼內部的增加保護措施當適當的氧氣欲排

放於氫氣產生器外殼內部時，應通入空氣進行足夠的稀釋，以預防氫氣產生器外殼之

內的富氧氣危險。分類的電氣設備可能接觸到富氧氣混合物，應依照 6.1.3的說明之可

能條件，做適宜性評估。  

 

通風的設計應稀釋氧氣濃度，使得任何存在於氫氣產生器的氣流之週遭環境，不會發

生危險狀況。機械排風用於稀釋氧氣的程度，應提供不足空氣通風的偵測和使氫氣產

生器停機的措施。  

 

6 .1.6通風  

依照 6.1.4和 6.1.5使用的通風，製造商應規範通風系統的通風率和操作壓力。  

 

通風故障應可導致氫氣產生器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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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啟動時的吹淨  

氫氣產生器外殼依靠通風作為防止可點燃的混合物之累積，依照 6.1.4不適用區域分類

之任何裝置通電之前，應進行至少 5次空氣置換之吹淨。  

 

所有於吹淨前或為了完成吹淨而供電之設備，應符合區域分類。若能由設計證明於氫

氣產生器外殼內和相關風管的氣體在和非分類電力設備供電前是無危險性時，則不需

要執行吹淨。  

 

 

6 .1.8鄰近隔間的通風  

鄰近氣體產生隔間的電力和機械隔間之通風，相對於氣體產生隔間應處於正壓，除非

隔間內的設備適合區域分類。  

 

6 .1.9氫氣偵測系統  

作為安全目的之氫氣偵測器應符合 7.7和 IEC 60079-29-1。製造商應確保氫氣偵測器的

選擇、安裝、使用和維護係依照 IEC 60079-29-2。偵測器應安裝於最佳位置，以提供早

期的氫氣偵測，確保其保護功能。  

 

作為安全目之氫氣偵測器系統可靠度，應符合 6.2.4要求。  

 

應提供用於安全目的氫氣偵測器系統之自我驗證方法。  

 

用於安全的氫氣偵測器系統應符合第 7章的要求，且特別是 7.1和 7.2.4。  

備考：此要求不適用於氫氣偵測器或偵測系統用於其他非安全的目的，如診斷。  

 

6 .1.10安裝於分類區域的氫氣產生器  

氫氣產生器安裝於由 IEC 60079-10定義的分類區，具有的電力設備之保護型式應符合

IEC 60079-0和 IEC 60079其他適用之規定，在本案例中，  6 .1.4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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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電力組件的要求  

電力設備的類型  

主要項目  具體的設備  
國際標準  

電路斷路器  IEC 60947-2 

開關、隔離開關、開關斷開和熔斷器組合電器  IEC 60947-3 

電力技術接觸器和馬達啟動器  IEC 60947-4-1 

AC半導體馬達控制器和啟動器  IEC 60947-4-2 
接 觸 器 和 馬

達啟動器  
AC半導體馬達控制器和非馬達負載接觸器  IEC 60947-4-3 

電力技術控制電路裝置  IEC 60947-5-1 

接近開關  IEC 60947-5-2 

具錯誤條件下定義特性之接近裝置  IEC 60947-5-3 

控 制 電 路 裝

置 和 開 關 元

件  
具機械鎖緊功能之電力緊急停止裝置  IEC 60947-5-5 

自動轉換開關設備  IEC 60947-6-1 
多功能設備  

對於設備的控制和保護開關設備 (CPS) IEC 60947-6-2 

銅導體的接線端子  IEC 60947-7-1 
輔助設備  

銅導體的保護導體接線端子  IEC 60947-7-2 

型式試驗和部分型式試驗的組合  IEC 60349-1 

母線槽系統  IEC 60349-2 

低壓開關和控制總成規劃安裝到位，非技術人

員已接通使用—配電板  

IEC 60349-3 低 壓 開 關 和

控制總成  

總成規劃安裝於室外公共位置 —用於電網配電

的配電盤 (CDC’S) 

IEC 60349-5 

半導體換流器  IEC 60146(al l  

par ts)  

旋轉電力機械 (馬達 )  IEC 60034-1 

電源供應器  IEC 61204 和 IEC 

61204-6 

切換模式電源供應器  IEC 61558-2-17 

電力變壓器，包括分離變壓器、控制變壓器、隔離變壓器、恆

電壓變壓器即自動變壓器  

IEC 61558 (a l l  

appl icable par ts)  

半導體裝置  IEC 60747 (a l l  

appl icable par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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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電力設備  

6 .2.1一般要求  

於操作和日常維護期間，電力安全應確保防止電擊、火災和燒傷。  

 

電氣空間 (藉由空氣 )和沿面距離 (在表面 )，以及對於電路的固體隔離厚度，應依照 IEC 

60730-1： 1999/Amd.  1： 2003/  Amd.  2： 2007第 20節。 CNS XXX 

 

配線方法應依照 IEC 60204-1的規定。  

 

電力安裝和維修連接電纜或個別組件之端子，應確認號數、字母、符號或以上的組合，

除了組件為：  

(a) 具備併裝方法，於實務上可預防不正確的配線； 
(b) 僅具備兩種導線或端點，其互換性不能改變組件的操作。 

 
電力電路的配線應使用顏色代碼以鑑別。導體應依照 IEC 60446鑑別。  

 

設備端點應依照 IEC 60446鑑別。  

 

電力組件和裝置應：  

— 適合其規劃的用途且應符合有關的國家標準如表1的說明。 
— 安裝和使用於定額之內並依照製造商的說明書。 
 

6 .2.2接地和搭接  

除了以下之外，設備應依照 IEC 60204-1的要求接地及搭接。  

 

部件應自接地隔離，以確保安全並限制製程中雜散電流之可靠的運轉，例如電解電池

金屬殼和部件、其他電解液攜帶容器和電池輔助系統如供水和冷卻系統，應保護如 IEC 

60204-1的要求，以預防電擊。  

 

6 .2.3電路保護  

過負載和過電流保護應由電路斷路器、過載繼電器和熔絲，依照下列之參考標準，提

供予每一個電力元件、設備和裝置：  

(a) IEC 60364-4-43；CNS XXX 
(b) IEC/TR 61459  

 
6.2.4安全控制電路  

應依照 ISO 14121-1執行風險分析，以識別氫氣產生器之關鍵性功能零組件。  

備考： IEC 60300-3-9也提供風險分析指引  

 

依據風險分析的結果，已識別為關鍵性功能零組件之全部電力組件，應提供安全控制



 － 21－  

 

CNS 草 -制 1010246 

電路。安全控制電路的設計應依照 IEC 61069-7和 IEC 61511-1。  

 

安全控制電路的設計應使得關鍵性功能零組件的故障會導致氫氣產生器進入下列的安

全狀態：  

(a) 在控制之下，組件應安全地中斷預期的功能；或 
(b) 組件應容許完成一個運轉循環，但無法再啟動或鎖住後續的循環。 

 
安全控制電路應確保關鍵功能性組件失效時的導線或端子之電路安裝和維修時的互換

性，實質上未改變可互換性，不可觸動組件也不能產生組件的正常運轉。  

 

7 控制系統  

7 .1 概述  

氫氣產生器應配備經設計和製造的控制系統，使得氫氣產生器為安全且可靠，並防止

危險狀況的發生。  

 

製造商應執行安全分析，以確認故障會影響系統的性能及 /或安全。安全分析應提供關

於 6.2.4敘述之安全控制電路功能要求的基本保護參數設定，儀器用於偵測之反應時間

和準確度及控制的致動，應在安全分析中說明。  

 

應設計氫氣產生器，使得安全控制電路之單一故障，不應串接成危險狀況。如 IEC 

60204-1的說明，預防串接成故障的方法包含但不限於：  

— 機器的保護裝置(如互鎖防護、跳脫裝置) 
— 電力電路互鎖保護 
— 使用認可的技術和組件 
— 部分或完全多重性或多樣性的規定 
— 功能性試驗規定 
控制系統應結合安全裝置和適宜的監控裝置如指示器及 /或警報器，使能夠且提供採取

適合動作的資訊，無論手動或自動，以保持氫氣產生器操作於容許限制之內。  

 

若製造商的安全分析為測定氫氣在空氣中、氫氣於氧氣中或氧氣於氫氣中的可燃性氣

體混合物危險要求之緊急停機功能，當最大體積分率之氫氣在空氣中為 1%、氫氣於氧

氣中為 2%、氧氣於氫氣中為 1.6%超過時，接著的緊急停機應啟動。用於偵測和致動控

制之儀器的反應時間和準確度應在安全分析中說明。  

 

應顯示氫氣產生器的每一項操作模式。  

 

7 .2 操作員控制  

7 .2.1開機  

氫氣產生器應具有啟動控制，其只有在所有安全防護措施就緒且作用之下，才可啟動

氫氣產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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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2關機  

氫氣產生器應具有關機控制，其啟動氫氣產生器運作於安全控制下關機。  

 

7 .2.3重置  

氫氣產生器應具有重置控制，因故障偵測而自動提機之後，以重置控制和預防措施於

完全安全的啟動。  

 

7 .2.4緊急停機  

氫氣產生器應具有停機功能，其可自產生實際或衝擊危險而無法由控制做修正的系

統，立即卸載電力。  

 

7 .2.5暫停保障措施  

模式選擇裝置或方法，應提供對於需要暫停的保障措施 (如合格維修人員的為護 )，能

夠以特殊工具或預設模式的代碼安全的為之，以便於防止意外的操作。  

 

7 .3 故障事件的控制功能  

在控制電路的故障事故，控制電路會失效或危害：  

(a) 氫氣產生器不應無預期的啟動； 
(b) 若已下達停止指令，氫氣產生器不應阻止停機； 
(c) 應可能自動或手動停止移動的零件； 
(d) 保護安全的裝置應保持完全有作用。 
 

7 .4 可程式化電力設備  

可程式化電力設備不應用於緊急停止功能 (項目 0)。  

 

可程式化電力設備於監控、測試和非安全性的重要功能，應滿足 IEC 60204-1並符合 IEC 

61131-1和 IEC 61131-2。  

 

可程式化控制器用於安全控制電路，應符合 IEC 61508-1、IEC 61508-2及 IEC 61508-3。 

 

7 .5 可修正的條件  

氫氣產生器可於規範條件範圍外連續操作，其可藉降低功率水準或改變其他操作參數

做修正，防止危險情況發生。  

 

7 .6 互連安裝  

當氫氣產生器的設計為與其他設備一起運轉，氫氣產生器應提供有效的方法於溝通氫

氣產生器和其他設備之間安全相關的條件。  

 

7 .7 安全組件  



 － 23－  

 

CNS 草 -制 1010246 

特別考量安裝的操作條件和量測系統可能的故障，安全組件應結合製造商安全分析所

規定之適宜安全因子，以確保警報閾值於註明的限制之外。   

 

安全組件必須：  

— 設計和製造使得可靠並適合其規劃的使用； 
— 獨立於其他功能，除非其安全功能不會影響到其他功能； 
— 符合設計原則以獲得適宜且可靠的保護，特別是這些原則包括故障安全模式、冗

餘度、多樣性及自我診斷。 
 

7 .8 遙控系統  

遙控監測和控制系統應：  

(a) 僅容許氫氣產生器的遙控啟動不會導致不安全的狀況； 
(b) 不凌駕局部設定的手動控制； 
(c) 不凌駕保護安全的控制。 
氫氣產生器可以遙控操作，當地的作業員執行檢查獲維護時，現場應具阻止遙控操作

之標示開關或其他裝置。  

 

7 .9 警報  

當氫氣產生器發生影響安全操作的狀況時，警報信號必須發送給作業員或當地或遙控

控制中心。信號應描述狀況，使得作業員可以採取此不安全狀況的修正措施。  

 

8 離子傳遞媒介  

8 .1 電解質  

電解質不論是液體或固體，應：  

(a) 於整個操作條件和超過氫氣產生器或次組件定義的壽命範圍內，在環境降解方面之

化學地安定性； 
(b) 不導入任何不希望的性質用於連結之任何其他材料，以便於增加效用且材料無用於

隔離時會具有不想要的影響。 
(c) 任何一種形式的化學或電化學反應，無任何催化或充當促進形式之寄生性副反應， 

其會汙染生產的氫氣或氧氣； 
(d) 從水性或具有酸性官能基添加物之固體聚合材料中做選擇，以提供足夠的離子導電

性而防止氧氣/氫氣分離器(薄膜)得降解。 
製造商應提供有關電解質之安全遏制和環境處置機制，無論式規劃性釋出或非規劃性

事件導致電解質的釋出。  

 

8 .2 薄膜  

氫氣產生器應提供薄膜，以分離氧氣和氫氣氣體，此薄膜應：  

(a) 於整個操作條件和超過氫氣產生器或次組件定義的壽命範圍內，在環境降解方面之

化學地安定性； 
(b) 自天然纖維、合成聚合物及/或陶瓷群中選擇，不應含有石棉； 
(c) 提供足夠的離子導電性予氫氣產生器的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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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供足夠的耐化學性予氫氣產生器的安全操作 
 

製造商應提供氫氣產生器拆卸和更換之薄膜的安全環境處置機制，若薄膜有可能於超

過氫氣產生器定義的操作壽命之後變成不穩定，製造商應：  

(a) 確保材料的不穩定不會影響到氫氣產生器的安全； 
(b) 結合監控裝置以監控薄膜材料不穩定的影響。 
 

9 維修人員的保護  

氫氣產生器外殼的外部和內部及內部的組件，應依照 ISO 13852、ISO 13853及 ISO 13854

的考量設計。  

 

所有活線零件及 /或移動零件如飛輪，應做保護以避免非權責人員觸及。氫氣產生器內

部入口處暴露的活線零件，應有警告標示以限制非權責人員觸及。  

 

應提供維修人員防護，警戒來自任意觸及暴露的活線零件以及旋轉裝置的衝擊。  

 

氫氣產生器隔艙內高壓電路中無絕緣的活線零件，應位於警告或封閉區域，以降低維

修人員執行機械維修職務時，可能必須執行設備加載，減少意外觸及的機率。  

 

電力控制組件可能需要檢查、調整、維修或維護，而加載應局部且逐步展開至其他各

別的組件和接地金屬零件，維修人員接近無絕緣的活線零件或接近動態零件之意外危

險，使能夠達到電力維修的作用不會受到類似電擊的危險。  

 

10 試驗方法  

10.1 型式 (考核 )試驗  

10.1.1一般要求  

任一新的氫氣產生器視為符合本標準之設計，必須接受 10.1型式 (品質 )試驗，已確認設

計規範的完整性。  

 

符合本標準的氫氣產生器設計，測試樣品應具代表性。  

 

10.1.2基本試驗排程  

整個氫氣產生器於執行試驗適，包含空氣過濾器、啟動裝置、排器或廢氣系統及所有

現場配置的設備，應依照照造商的說明安裝，以仿照其安裝和運轉方式。  

 

除有其他說明之外，整個氫氣產生器必須運轉於：  

(a) 最高正常運轉壓力 
(b) 額定電壓和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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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製造商說明的評價之內，氫氣產生器試驗應以完成組裝正常使用且在最不利的組合

和配置下進行。  
 

10.1.3參考試驗條件  

10.1.3.1環境條件  

除本標準有其他規定之外，試驗應在以下環境中進行：  

(a) 15 ℃至35 ℃的溫度； 
(b) 相對濕度於製造商(參見4.3)規定的限制之內，不超過75%； 
(c) 大氣壓力75 kPa至106 kPa； 
(d) 無結霜、結露、滲漏水、淋雨、太陽照射等。 
 

10.1.3.2設備狀態  

10.1.3.2.1概述  

除有其他規定之外，每一項試驗應以組裝的設備於正常使用且在 10.1.3.2至 10.1.3.2.13

最不利的組合條件下進行。  

 

若尺寸或質量使其不適於對完整的氫氣產生器進行特殊試驗時，次總成可以用來進行

測試，賦予氫氣產生器總成符合本標準的要求。  

 

設備欲固定於牆壁、壁櫥或櫥櫃等，應依照製造商規定的說明安裝。  

 

10.1.3.2.2氫氣產生器的位置  

氫氣產生器應位於正常使用且無任何阻擋排器的位置。  

 

10.1.3.2.3配件  

用於氫氣產生器，來自製造商或由製造商建議之配件和可由操作員更換之可用零件，

在測試時可以連接或不連接。  

 

10.1.3.2.4覆蓋和可移動的零件  

不使用工具可移開或移動位置之覆蓋和可被移動的零件  

 

10.1.3.2.5主要供應電壓  

主要供應電壓應介於製造商規定的額定供電壓 90%至 110%之間，若氫氣產生器變動比

率大於 90%至 110%之間的額定供電壓，則主要供應電壓可為製造商規定變動範圍內之

任一供應電壓。  

 

頻率應為任一額定定頻率。  

 

設計為交流電 (a .c. )和直流電 (d.c. )的氫氣產生器，應連接於交流 (a .c. )或直流 (d.c. )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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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為直流電 (d.c. )或單相供電的氫氣產生器，應連接於正常和反極性。  

 

除非氫氣產生器之使用規定僅於非接地供電，參考電極試驗供電應等於或接近接電電

壓。  

 

若容許逆接，使用電池運轉的氫氣產生器應連接於反極性和正常極性。  

 

10.1.3.2.6輸入和輸出電壓  

包含浮動電壓之輸入和輸出電壓， 但排除主要供電電壓，應設定任一電壓餘額定電壓

範圍內。  

 

10.1.3.2.7接地端  

保護導體端點若任意接地，功能性接地端點可接地或不接地。  

 

10.1.3.2.8控制  

控制可由操作員用手調整而設定於任一位置，除了：  

(a) 主選擇裝置應設定於實際使用之主供電值； 
(b) 若製造商在設備上標示禁止組合設定時，則不得做。 
 

10.1.3.2.9連接  

氫氣產生器可連接於規劃使用的設唄。  

 

10.1.3.2.10馬達的負載  

負載環境下之氫氣產生器的馬達驅動零件應依照規劃的目地使用。  

 

10.1.3.2.11輸出  

有關氫氣產生器配置的電力輸出，應做以下的考量：  

(a) 設備應如提供之額定輸出電功率於額定負載下運轉； 
(b) 任一輸出的額定負載阻抗可以連接或不連接。 
 

10.1.3.2.12占空比  

短期或間歇性操作的設備，應於最長的週期下操作且應具與製造商的說明一致的最短

回復週期。  

 

短期或間歇性操作的設備於啟動階段會產出大量的熱，且倚靠連續運轉以減少熱，也

應依照最短額定恢復期做為最短額定運轉期。  

 

10.1.3.2.13負載和充填  

設備中規劃做為負載的特定材料，若使用說明允許於正常使用，材料在正常使用時應

承載規定於使用說明之最低有利的數量，包括無負載 (空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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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疑問，試驗應執行型更多的負載條件。  

 

若規定的材料於試驗時會引起損壞，能夠證明試驗結果不受影響的其他材料，可以提

供使用。  

 

10.1.4電力試驗  

10.1.4.1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試驗  

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試驗規定於 6.2.2，應依照 IEC 60364-6:2006之 61.3.6.3迴路衝擊試

驗確認。  

 

替代試驗方法可以使用不超過 30公尺之具有保護連接迴路的氫氣產生器，在此情況

下，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可由以下連接阻抗試驗確認：  

— IEC 61010-1:2001/Cor. 1 :2002/Cor. 2:2003 之6.5.1.3插頭連接設備; 
— IEC 61010-1 :200 1 ICor. 1 :2002/Cor. 2:2003之6.5.1 .4 永久性連接設備； 

 
當有另外的替代試驗方法可以使用且僅於試驗設備具有的電流產生容量要求依 IEC 

61010-1試驗時完全地不適用時。在此情況下，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應以 IEC 

60204-1 :2005之 8.2試驗確認。  

備考  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應在供電於氫氣產生器之前確認，正如大部分的短路保護裝

置取決於正常運轉之連續性。同樣地，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應在 10.1 .4.2電壓試驗之前

確認。  

 

10.1.4.2 電壓試驗  

規定於 6.2.1之電力絕緣強度，應依照 IEC 61010-1:2001/Cor .  1:2002/Cor .  2:2003之 6.8 

確認及排除以下：  

—濕度的預處理應不需要求對太大的氫氣產生器做完全地可用試驗櫃，對於如此大的

氫氣產生器之電壓試驗要求，在任何情況下應不低於 IEC 60204-1:2005之 18.4。  

—可以使用 IEC 61010-1 :2001/Cor .  1 :2002/Cor .  2:2003之 6.8.4的任一試驗。  

備考  1  ：若氫氣產生器使用的組件如固態裝置，其在本試驗規定的試驗電壓下會受損

且組件符合規定於適用標準之 6.2.1，電路導體測試時可以卸下組件，以消除組件類似

的損害。  

 

備考  2：電壓試驗應於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試驗之後執行，以確認減少無意地接近能

量劃導體表面之機率，以確認適當的操作試驗設備。  

 

備考  3  ：電力絕緣強度應於施加電力給氫氣產生器之前確認，以減少潛在的短路和危

險電壓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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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3 功能性試驗  

應測試電力設備的功能，特別是那些關於安全和防護，在最低限度之內， 6.2.4安全控

制電路和組件作用的鑑定和 7控制系統，應確認符合 5.3.7、6.2.4、7.1、7.2、7 . 3、7 . 6、

7.7 和 7.9之要求。  

 

6 .2.4的測試和分析應考量以下的故障和條件：  

— 電池組的電壓低於或超過製造商規定的最低或最高電壓; 
— 電池組的電壓不平衡如製造商規定; 
— 電池組溫度超過製造商規定的最高溫度; 
— 電池組電流超過製造商規定的最大電流; 
— 電力等級高於製造商規定的最高等級; 
— 電解質等級低於製造商規定的最低等級; 
— 氫氣於空氣中的體積分率超過7.1或6.1.4定義的極限; 
— 氫氣於氧氣中的體積分率超過7.1定義的極限; 
— 氧氣於氫氣中的體積分率超過7.1定義的極限; 
— 氫氣壓力高於製造商規定的最高壓力; 
— 氫氣產生器外殼的排氣損失; 
— 溫度低於製造商規定的最低溫度; 
— 溫度高於製造商規定的最高溫度; 
— 危險液體洩漏; 
— 安全圓盤故障; 
— 關閉閥故障. 
備考：功能性試驗和那些特別地安全電路，應接著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和絕緣強度試

驗確認之後立即執行且於氫氣生成在全容量運轉之前。  

 

10.1.4.4 主供電  

主供電標置應依照 IEC 61010-1:2001/Cor .  1:2002/Cor .  2:2003 之 5.1.3檢核。 .  

 

10.1.4.5接觸電流和保護導體電流   

應限制接觸電流和保護導體電流並依照 IEC 60950-1 :2005/Cor .  1 :2006之 5.1 測試。  

 

10.1.5 壓力試驗  

10.1.5.1概述  

除有其他說明之外，所有壓力引用於 10.1.5 為表壓。 .  

 

10.1.5.2壓力試驗 -  含液體零件  

5 .4所有承壓零件的強度和完整性，包括接頭和連接，其輸送的液體應以 IEC 

61010-1 :2001/Cor .  1 :2002/Cor .  2:2003之 11.7試驗。  

備考  1：電解槽模組僅需 10.1.5.4試驗。  

備考  2  ：氫氣產生器於正常操作期間，藉相互間的連接，使零件接受相同的內壓，可

視為個別試驗階段，且於實際需要時可以分別加壓，使用任何方便的方法隔離氫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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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其餘的零件。  

 

10.1.5.3壓力試驗 -  含氣體零件  

於 5.4包括接頭和連接器之所有承壓零件的強度和完整性，其輸送氣體應依 IEC 

61010-1 :2001/Cor .  1 :2002/Cor .  2:2003之 11.7的方法和以下的修正做試驗：  

(a) 試驗壓力應至少為其最高設計壓力的1.5倍； 
(b) 最小試驗壓力應為70 kPa; 
(c) 試驗持續時間應為2分鐘±10秒。 
b) the min imum test  pressure shal l  be 70 kPa;  

c)  the test  durat ion  shal l  be 2 min  : t  10 s.  

備考  1：電解槽模組僅需 10.1.5.4試驗。 .  

備考  2：除確認承壓零件的耐壓能力之外，本試驗要確認氫氣包容保存系統的完整性，

包括管線、附錄及 6.1維持火災和爆炸危險要求的容器，參見 IEC 60079-2:2007之 16.6 。 

 

氫氣產生器於正常運轉期間，藉由相互連接，零件接受相同的內部壓力，可以視為個

別的試驗項目，由實際需要時可以分別地加壓，藉任何方便的方法隔離氫氣產生器中

的其餘零件。  

 

若使用氣動試驗，應使用乾淨的乾燥空氣或其他非反應性氣體如氮氣或氦氣。  

 

10.1.5.4壓力試驗 -  電解槽模組  

10.1.  5.4.1 適用性  

電解槽模組應接受 10.1.5.4.2的一般壓力試驗，若於正常或異常運轉期間，會發生氧氣

和氫氣側之間的電解槽模組壓力差，應由製造商規範最高的壓力差且電解槽模組應增

加 10.1.5.4.3的差壓試驗。  

備考  1：提供所有的電解槽模組輕微地差異試驗，因為電解槽模組不似其他的承壓組

件為壓力源。若電解槽模組試驗失敗，壓力和氫氣兩來源要移除。  

備考  2  堅固的電解槽模組可以用 10.1.5.2和 10.1.5.3提及的設備試驗。  

 

10.1.5.4.2 一般壓力試驗  

電解槽模組的氧氣和氫氣側應連接製一般的壓力源並同步測試，壓力試驗應依照

10.1.5.3執行，除了電解槽模組具最高設計壓力低於或等於 50 kPa，應接受其最大設計

壓力的 1.3倍 30分鐘。  

 

10.1.5.4.3 差壓試驗  

電解槽模組應加溫或冷卻至最高或最低正常運轉溫度，取其最嚴苛條件，壓力試驗應

依照 10.1.5.3執行，除了壓力應施加於陽極或陰極系統而非兩者，且試驗壓力應為 1.3

倍最高設計差運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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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陽極和陰極側的洩漏率應於試驗過程中連續或加壓前後量測，陽極和陰極之間

的洩漏率不能因本試驗而導致增加且應於製造商規範的溫度範圍內試驗。加壓後的量

測不應有來自更精確性和再現性儀器及試驗設定之初始結果的偏差。  

 

10.1.5.5洩漏試驗  

洩漏試驗應執行 10.1.5的補充壓力試驗，特別地在一些情況下的氫氣產生器零件已分別

經過測試並接著連接在一起，任何的功能性零件應於開放的位置，使得需要的試驗壓

力施加於試驗項目的所有零件。  

 

自 10.1.5.2 至  10.1.5.4的試驗應重復於完全組裝之氫氣產生器且做下列的修正：  

— 試驗壓力應部低於最高正常操作壓力； 
— 當達到試驗壓力時，應停止試驗流體的流動且應監測氫氣產生器的壓力2分鐘，應

無測得壓降。 
備考：測定任何的壓力損失時，應解釋說明溫度補償。  

 

10.1.6 稀釋試驗  

如 6.1.4 和  6 .1.5的敘述，以排氣稀釋氫氣及 /或氧氣，應執行 10.1.6.1至 10.1.6.3的試驗。 

 

於試驗環境下之大氣壓力和氣流量測應注意到溫度和海拔高度的關係，氣流和壓力的

修正應滿足氫氣產生器之規定運轉範圍的設計標準。  

備考：關於有效的稀釋試驗，完整的控制系統應由 10.1.5.3和 10.1.5.4試驗確認。  

 

10.1.6.1 空氣動流試驗  

應測量空氣流動速率以確認流動速率滿足或超過規定於 6.1.6的排氣速率。排氣速率應

由測量流進或流出氫氣產生器外殼的空氣測定。  

 

10.1.6.2空氣壓力試驗  

應測量排氣區的壓力，以確認壓差滿足 6.1.6的規定。  

 

10.1.6.3 稀釋試驗  

規定於 6.1 .4,  6.1.5和 6.1.6之排氣稀釋效應，應使用 IEC 60079-2:2007之 16.4.4.2的方法

確認。  

 

10.1.7 防止火勢蔓延試驗  

防止火勢蔓延，應依照 IEC 61010-1:2001/Cor .  1:2002/Cor .  2:2003之  9  的方法試驗。  

備考：國際標準對於防火參照 5.3.3之附加試驗。   

 

10.1.8 溫度試驗  

防止燃燒和過熱保護的組件，應依照 IEC 61010-1 :2001/Cor .  1 :2002lCor .  2:2003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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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  

 

10.1.9 環境試驗  

10.1.9.1 入侵保護  

氫氣產生器的電力外殼和處理外殼，應依照 CNS 60529的 5.3.2測試方法 .，測定符合的

IP分類。  

備考  ：除了提供環境保護之外，外殼可以防止觸及要求於 6.2.1之危險的活線電力零件，,  

更多的資訊參見 IEC 61010-1 :2001/Cor .  1 :2002lCor .  2:2003 之 6.2，且為試驗此特別保

護的首選方法。  

 

10.1.9.2防水試驗  

規劃用於戶外之氫氣產生器的電力外殼和製程外殼，應依照 IEC 60068-2-18:2000之 6.3

或 CNS XXX試驗達 IPX5等級。  

備考：本標準不要求附上個別地組件和設備之保護等級。  

 

10.1.10 性能試驗  

10.1.10.1 氫氣和氧氣氣生產速率試驗  

氫氣和氧氣 (若適用 )的生產速率應以 1小時 100%的能力量測，使用方法定義於 ISO 

9300、 ISO 9951、 ISO 10790或 ISO 14511。  

 

平均生產速率應滿足或超過製造商的規定。  

 

10.1.10.2氫氣和氧氣品質試驗   

適用的氫氣品質參數應以 ISO 14687確認。  

若適用，氧氣品質應依照製造商說明確認。  

 

10.2 日常試驗  

10.2.1一般要求  

每一氫氣產生器應執行日常試驗。  

 

10.2.2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試驗  

連續性保護連接電路應依照本標準 10.1.4.1或 IEC 61010-1:2001/Cor .  1:2002/Cor .  

2:2003之  F.  1試驗。  

備考：可以使用任何列於 10.1.4.1的替代方法，與氫氣產生器的大小和定額無關。   

 

10.2.3 電壓試驗  

應依照本部標準 10.1.4.2或 IEC 61010-1:2001/Cor .  1:2002lCor .  2:2003之 F.2 和  F.3的規

定測試電的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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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功能的試驗  

每一氫氣產生器的功能應依照 10.1.4.3試驗。  

 

10.2.5 洩漏試驗  

每一氫氣產生器管線的完整性，應依 10.1.5.5的規定試驗。  

 

11 標誌和標籤  

11.1 一般要求  

氫氣產生器的標示應符合 ISO 3864-2和 ISO 17398的適用章節。  

 

11.2 氫氣產生器的標示  

當氫氣產生器位於正常地安裝位置，每一氫氣產生器應配置資料板或與鄰近的標試結

合，使容易閱讀。資料板的標籤應包含以下資料內容：   

(a) 製造商名稱(含商標)和住址； 
(b) 型錄中的編號和型號或型式; 
(c) 製造日期； 
(d) 電力輸入範圍(以伏特(V)表示) ； 
(e) 額定電流以安培(A)或額定電功率(W或VA) 表示； 
(f) 頻率以Hz和相位表示； 
(g) 氫氣產生器的序號； 
(h) 由5.3.2測定之戶外或室內使用的IP等級； 
(i) 氫氣產生的容量於溫度273.15 K(0℃)和大氣壓力101,325 kPa時，以立方公尺每小時

(m3/h)表示； 
(j) 氫氣輸出壓力範圍以kPa表示； 
(k) 氫氣輸出溫度範圍以攝氏溫度(℃)表示； 
(l) 若適用，區域分類定額； 
(m) 若適用，氧氣製造容量於溫度273.15 K(0℃)和大氣壓力101,325 kPa時，以立方公尺

每小時(m3/h)表示； 
(n) 若適用，氧氣輸出壓力範圍以kPa表示； 
(o) 若適用，氧氣輸出溫度範圍以攝氏溫度(℃)表示； 
(p) 參照本標準。 
 

11.3 組件標誌  

所有型式的閥門、傳送器、馬達、泵浦及風扇，應確認匹配氫氣產生器藍圖，管線和

配管應標示以識別內容物和流向。  

 

11.4 警告符號  

警告符號應於氫氣和氧氣排放、電力危險、排水閥的內容物、高溫組件及機械危險的

位置做識別，警告符號應符合 ISO 3864。  

 

11.5 包含於分類區域的氫氣產生器和設計用於分類區域的氫氣產生器之附加要求  

包含於分類區域的氫氣產生器依 6.1.2測定，且設計用於分類區域的氫氣產生器 (參見



 － 33－  

 

CNS 草 -制 1010246 

6.1.10)應依照 IEC 60079-0標示並使用適合 IEC 60079保護類型的零件。  

 

11.6 氧氣排放的附加要求  

如 4.5的要求，富氧氣得較告標籤應黏貼於鄰近氧氣氣出口。  

 

12 配合氫氣產生器的文件  

12.1 氫氣產生器包含的說明書和圖說  

本標準要求氫氣產生器要配置說明書和圖說，其可以容納於氫氣產生器得外殼內，不

論適用保護袋或防水和熱的永就性標示方法顯示。  

 

12.2 管理和舉起說明   

如何安全的管理和抬高氫氣產生器的說明，應由製造商提供。  

 

氫氣產生器應有已確認的重心，應提供並確認氫氣產生器容易由吊車、堆高機或其他

方法舉起之舉起位置的適當大小和重量。  

 

12.3 操作手冊  

製造商提供的操作說明應包括啟動和停機程序，操作手冊應包括使用氫氣產生器危險

相關的章節內容，最低限度，應涵蓋有關出現氫氣和氧氣、電解管理及吹淨氣體使用

的危險。  

 

操作手冊也應包含氫氣產生器之所有警告和標示的敘述和解釋，特別是關於分類區域。 

 

操作手冊應解釋富氧空氣的危險並敘述室內排氣的最低要求，以維持氧氣的體積分率

在空氣中低於 23.5%。  

 

若提供予氫氣產生器之遠端監控系統和控制的調整可由用戶或操作員製作，製造商應

提供變更遠端監控系統之程序說明，程序應說明的狀況如下：  

(a) 有人員負責氫氣產生器的配置； 
(b) 無人員負責氫氣產生器的配置 

 
最低限度，程序應說明如何：  

(a) 遠端修正控制參數; 
(b) 更新遠端監控系統的認證 
(c) 遠端更新軟體 
(d) 參數變更的認證 
(e) 遠端變更參數 
(f) 參數上傳 
(g) 軟體上傳 
(h) 運轉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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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所有變更的回復/撤銷 
(j) 試驗和備份文件 
 

12.4 電力配線圖  

氫氣產生器之內的所有電路的電力配線圖，製造商應提供以下每一形式：  

(a) 連接配線圖，以協助現場服務時的組件配置； 
(b) 階梯形式的架構圖及需要分類時之循環圖或伴隨切換作用架構圖之印刷次序。 
 

電力配線圖應固定於氫氣產生器的位置，於維修電力組件及 /或包括依照 12.3的說時，

可以容易取得。在所有的狀況下，彩色編碼的架構圖應貼於氫氣產生器外殼之明顯位

置並提供於操作手冊中。  

 

12.5 安裝說明  

製造商應提供安裝說明，這些說明應提供「氫氣產生器位址佈局和設計」的完整項目，

其提供拆箱；氫氣產生器基座位置及設計；排氣要求；氣候危害的保護；基座防洪高

度的建議；安全外殼；可接受的與植物、人行道、公共道路及鐵軌間距離；及來自車

輛衝擊的保護等有關的指引。  

 

安裝說明應定義注水、電力、排氣及其他維修的要求和公共事業之氫氣產生器的運轉

要求。  

 

安裝說明也應包含關於氫氣產生器設計安裝餘分類區域以確保符合 IEC 60079-0之正

常安裝及具有做為保護之 IEC 60079其他零件的特別說明。對於氫氣產生器使用排氣防

止可燃性混合物做為有效的保護方法 (參見 6.1 .4和 6.1.7)，安裝說明亦應包括的要求：  

— 吹淨氣體源包括區域分類，若空氣做為吹淨氣體 
— 吹淨氣體尾器包括區域分類，若空氣做為吹淨氣體 
— 風管 
— 室內排風(如空氣) 

 

若適用，安裝說明應註明氫氣產生器的環境分類和延伸之任何分類區域。  

 

若氧氣排放於室內，安裝說明應解說富氧空氣的危險和最低的室內排氣要求以維持氧

氣體積分率水準在空氣中低於 23.5 %。氧氣應排放至戶外，應提供測定準則，應提供

排氣方法的說明。  

 

若適用，安裝說明應提供適合排放氫氣、氧氣及適合安裝的排氣管線之指引。安裝說

明應註明釋出的氣體排放至戶外，應排放至安全的區域且釋出的氣體排放於氫氣產生

器外殼內或室內時，應排放至分類區域。安裝說明也應註明這些必須特別由國家或權

責單位問題依據建築法規和分區條例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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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地震區的定額，也應包含於安裝明中。  

 

12.6 維護說明  

每一氫氣產生器應參照維護手冊配置各別的說明，手冊應含有清楚地定義、可閱讀及

至少以下的完整說明：  

(a) 關於氫氣產生器啟動、停機及維修的說明，這些說明應為圖解並位於所有組件； 
(b) 拆卸和運輸的建議； 
(c) 若適用，關於氫氣產生器及其材料、組件於停止運轉和處置，應避免健康和安全的

風險； 
(d) 空氣排放的說明包含的區域分類應依照IEC 60079-10或吹淨要求，以確保維護時的

安全； 
 

維護手冊應提供所有規則和日常執行氫氣產生器組件維護的列舉，並註明需要和檢查

的最低頻率，包括：  

(a) 關於過濾器變更的頻率或清潔及空間尺寸和替換的過濾器之類型的規範。這些說明

應包含過濾器移動和替換方向並圖解且由製造商提供參照的過濾器移動和替換說

明配置於所有組件； 
(b) 關於圖解需要潔淨零件的建議方法: 
(c) 關於移動性零件的潤滑說明，包括潤滑劑的類型、等級和劑量； 
(d) 關於排氣系統和所有功能性零件之週期性檢查的說明； 
(e) 符合IEC 60079-29-2可燃性氣體偵測和測量儀器的使用和維護的資訊； 
(f) 氫氣產生器安裝檢查的說明，以確保： 

(1) 任何的吸入或排出口為乾淨且無阻礙，由製造商規範各別的潔淨度； 
(2) 氫氣產生器或其支撐件(如基座、框架、櫃室等)的物理性退化沒有明顯的跡象； 
(3) 氫氣產生器週為的環境包池乾淨且無可燃性物質； 
(4) 氫氣產生器或關於任一部分，當位於室內的隔離空間時，保持清潔且無隔離的

材料，當電力供應安裝或增加隔離且告知隔離材料為可燃性時，依照說明檢查

此區域； 
(5) 注水、供電、排氣及其他維修和公共事業要求的氫氣產生器運轉，應規範於安

裝說明中。 
(g) 替換零件和可用零件來源的列表。 
 

維護手冊應規範氫氣產生器週期性檢查，其應由合格維修人員執行。  

 

維護說明應應包含關於設機安裝在分類區域的氫氣產生器正常維護之特定說明，以確

保符合 IEC 60079-0及其他 IEC 60079用於保護的任何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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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氫氣輔助腐蝕  

 

使用本標準應認知工程材料於高應力和高溫且暴露於原子的氫氣中，於其使用環

境下，可能會呈現增加氫氣輔助腐蝕的敏感性，一般稱之為氫脆 (hydrogen  

embr i t i lemen t)。氫脆被定義為製程中因為出現原子氫而導致金屬得韌度或延展性減低。 

 

被認定的典型氫脆已備有兩種型式：第一型稱之為內部氫脆 ( in ternal  hydrogen  

embr i t t lemen t)，發生於氫氣經由材料製程技術進入材料金屬基體，金屬帶有氫氣而過

度飽和；第二型為環境氫脆 (environmental  hydrogen  embr i t t lemen t )，因為從工作環境

中由固態金屬吸收氫氣所導致。如此，氫脆會發生於生高溫度的熱處理和電鍍過程的

工作中、接觸維護的化學品、腐蝕反應、陰極保護、高壓運轉、高溫氫氣。  

 

在缺少殘餘應力或外部負載，環境氫脆顯現不同形式，如發泡、內部裂縫、氫化物形

式及延展性減少。抗張應力或應力強度因子超過規定的低限，原子氫與金屬相互作用

而引起亞臨界裂紋成長使導致斷裂。  

 

以下為一些管理氫脆的一般建議：  

— 藉由控制化學、為結構和機械性質，選擇對於氫脆低敏感性原材料； 
— 零件電鍍時由適當的控制施加的電流密度，管理陽極/陰極表面積和效率，高電流

密度會增加氫脆； 
— 在非陰極鹼性溶液中清洗金屬並並禁止酸洗； 
— 硬度40 HRC或以上的材料使用研磨洗劑； 
— 使用製程控制檢查，當需要時，於製造過程中舒緩氫脆的風險。 
 

ISO 11114-4也提供材料抗氫脆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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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傳統容器術語  

 

B.1 概述  

圖 B.1為各種壓力用詞於傳統容器術語中的相關比較  

 
 

備考：設計壓力相當於先前的最大容許工作壓力 (MAWP) 

 

圖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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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氫氣的可燃極限  

 

C.1 可燃極限可燃極限定義為可燃性的混合物中燃料 (氫氣 )會點燃並蔓延火焰之蒸氣

濃度 (通常以體積分率表示 )。  

 

C.2氫氣的可燃極限  

如 ISO/TR 15916:2004之表 B.2所顯示，氫氣在空氣中於周圍環境的可燃極限範圍從體積

分率 4 %至 75 %(空氣中氫氣 )。  

 

這些實況結合命名慣例的改變，已使得標準參照可燃下限 ( lower  f1ammabi l i ty l imi t ,  

LFL)、爆炸下限 ( lower  explosive l imi t ,  LEL)和設計極限為這些的百分率之間有些混淆。 

 

為避免任何的混淆，可燃極限和相關的設計限制規定於本標準中僅為氫氣在空氣中的

體積分率。  

 

設計限制規定於本標準中保留完全的外部氫氣在空氣中之體積分率為 4 %至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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