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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电网与电解槽的“桥梁”，制氢电

源有望打开增长之路——制氢电源深度

报告》，2024-04-16

投资要点

事件：4月 30日，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交通运输部网站发布了

《氢气（含液氢）道路运输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征求意见稿，

该文件从装备条件、企业条件、运输要求、装卸安全、停放要求及应急处置全

流程针对氢气的道路运输技术提出要求。《规范》适用于采用长管拖车、罐车、

管束式集装箱、罐式集装箱等车辆或装备，这意味着我国压缩气态氢气和冷冻

液态氢气运输设备制造及技术能力有望通过本文件进一步标准化。

《规范》叠加相关储运政策的落地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氢能道路运输的安全

水平，打开“制氢”到“用氢”环节的运输瓶颈：随着上游绿氢生产项目和下

游燃料电池示范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推进，氢能行业中游储存、运输成为了链接

行业上下游之间的“瓶颈”。此前，中船第七〇八研究所在 2024年国际氢能产

业发展论坛上发布 180000立方米级和 20000立方米级两款大型液氢运输船设

计方案，是目前全球最大舱容的液化氢运输船。内蒙古能源局在《做好现代能

源经济这篇文章 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的报告中提到研究布局、加快建

设输气、输氢管道网络，重点围绕氢能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工程实践。《规范》

的出台从宏观层面进一步细化了氢能道路运输的标准和规范，为实现民用液氢

道路运输提供了前提保障。

我国氢能标准体系的加快建立将有望催化液氢储运技术，推动液氢需求增长：

与高压气态运氢模式相比，低温液态运氢模式具有携氢密度大、运输成本低、

汽化纯度高、储运压力低和使用安全性高等优势，能够有效控制综合成本，且

运输过程中不涉及复杂的不安全因素。虽然目前我国与液氢储运相关的标准政

策依然比较薄弱，随着《固定式真空绝热液氢压力容器》等标准的落地，液氢

储运将有望规范发展。当前液氢生产主要受制于能耗成本与设备投资支出，随

着相关生产技术的提升以及行业规范带来的储运阶段研发成本降低，未来液氢

市场有望进一步打开增长空间。

投资建议：随着相关政策规划的落地以及相关企业生产技术的提升，氢能储

运市场有望进一步打开供需空间，液氢生产、氢气压缩机、长管拖车及罐式集

装箱、液氢运输船等相关行业将有望受益。

风险提示：政策进展不及预期、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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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氢气（含液氢）道路运输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

4月 30日，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交通运输部网站发布了《氢气（含液氢）道

路运输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征求意见稿，该文件从装备条件、企业条件、运输

要求、装卸安全、停放要求及应急处置全流程针对氢气的道路运输技术提出要求。《规范》适用

于采用长管拖车、罐车、管束式集装箱、罐式集装箱等车辆或装备。

表 1：《氢气（含液氢）道路运输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具体内容

分类 具体内容

装备条件

整车要求

1、氢气运输车辆安全技术应符合 GB7258、JT/T1285的规定，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应符合 GB1589的规定，燃油消耗量应符合 JT/T719的

规定。

2、氢气运输货车应配备能对驾驶区和车外部区域进行实时监控的视频监

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应符合 JT/T 1076的规定。

3、氢气运输车辆应装备符合 JT/TXXXX规定的全景环视系统。

4、氢气运输车辆应装备符合 JT/T1428规定的后碰撞预警系统。

5、氢气运输车辆应设置后下部防护装置，氢气储存系统的罐体后封头及

罐体后封头上的管路和管路附件外端面与后下部防护装置外侧在车辆长

度方向垂直投影的距离应不小于 300mm。

6、氢气运输车辆应按照 GB 13392的规定悬挂标志牌及标记。罐式集装

箱、管束式集装箱等应按照 TT/T 617.5的要求悬挂标志牌及标记。

7、氢气运输车辆行驶速度大于 5km/h时，紧急切断阀应能自动关闭。在

装卸过程中发生意外泄漏时，紧急切断装置应能进行远程控制。

8、氢气运输车辆应在装卸口处设置驻车制动连锁装置,防止软管与快充接

头相连时车辆意外移动。

氢气储存系统要求

1、氢气储存系统的安全技术条件及检测检验应符合 TSGR0005的有关规

定。

2、采用集装箱形式运输的氢气储存系统应采用系列 1集装箱，外部尺寸

和公差应符合 GB/T 1413的规定。

3、气储存系统管路应排列整齐、布置合理、固定有效，不应与相邻部件

碰撞和摩擦，且在设计和制造上，其加氢口、卸氢口的型式、位置应考虑

受到意外撞击时的安全防护要求。

4、氢气储存系统的安全泄放装置、紧急切断装置、装卸附件等布置在车

辆两侧时，应设置相应的保护装置。

安全防护装置

1、具有智能监控功能的高压氢气运输车辆，应具备远程监测压缩氢气汇

流总管的压力及温度的功能。具有智能监控功能的液氢运输车辆，应具备

远程监测罐内压力、液位的功能。

2、装载两个及以上管束式集装箱时，管束式集装箱间应设置防火隔离板，

且隔离板与管束式集装箱最外侧支撑架或附件外端面的距离应不小于

600mm。

3、氢气运输车辆左右两侧应至少各配置 1只不小于 4Kg的干粉灭火器

或其他同等效用的灭火器应适用于扑救 GB/T 4968 规定的 A、B、C 三

类火灾。

企业条件 一般要求

1、氢气运输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应按照相关规定取得《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应包含 JT/T617.3中规定的第 2类危险货物运输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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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应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若办公场所为租赁，则应有书面的租赁

合同，且租赁期限至少 3年。

3、企业应具备氢气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停车场要求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4、企业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应至少包括应急救援组织设置、事故及其灾害

后果预测、驾驶员和押运员应急处置、企业应急处置、信息发布、后期处

置、应急保障、应急培训及演练等相关制度。

5、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应至少包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

度、专用车辆、设施、设备技术管理制度、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作业查验记

录制度、停车场地安全管理制度、车辆动态监控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管理

制度、安全生产会议制度、安全生产考核与奖惩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及安全事故报告、统计、调查与处理制度等相关制

度。

6、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应至少包括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安全职责、安

全生产岗位人员及安全职责等相关制度。

7、企业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应至少包括档案分类、归档范围、人员档案、

车辆档案、监督检查档案立卷归档、电子档案等的技术要求。

8、企业应为其承运的氢气投保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

9、企业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安全管理情况进行评估，每 3年一次，

并出具安全评估报告。

装备要求

1、企业应自有 5辆以上的氢气运输货车。

2、氢气运输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应符合规定，技术等级评定结

果应为一级。

人员条件

1、驾驶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员等应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且资格

证书在有效期内。

2、企业应配备专职监控人员对运输全过程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并及时处

理。专职监控人员配置原则上按照监控平台每接入 100辆车设 1人的标

准配备，最低不少于 2人。

3、企业应每 30辆氢气运输货车配备 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且至

少 1名。

4、企业应对新聘用的氢气运输从业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安全教育、规范

作业、应急演练等岗前培训，氢气运输从业人员应掌握氢气安全技术知识

与应急处理办法，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且考核记录应至少保存至从业人

员离职后 12个月。

5、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通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试

且成绩合格。

6、企业应定期对氢气运输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应包含基本知识

培训，氢气运输专业知识培训、实际操作及应急处置技能演练等，具体培

训内容应符合有关规定。

信息化平台

1、企业应建立氢气运输车辆动态信息监控平台，监控平台应包含监控功

能、电子地图管理功能、统计分析功能、终端管理功能及档案管理功能等，

性能应满足要求。应在监控平台中完整、准确的录入所属氢气运输车辆、

驾驶员、押运员及相关安全管理人员的基础资料等信息并及时更新。

2、企业应当通过卫星定位监控平台或监控终端对氢气运输车辆进行实时

动态监控，建立动态监控工作台账，分析处理动态信息。监控氢气运输车

辆行驶和驾驶员动态情况，及时纠正和处理超速行驶、疲劳驾驶、不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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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线路行驶等违法违规驾驶行为。监控数据应当至少保存 6个月，违法驾

驶信息及处理情况应当至少保存 3年。

运输要求

运输前准备

1、企业应按规定勘测运输路线、编制风险评估报告、制定行车计划，并

按相关要求进行报备。

2、驾驶员及押运员应熟悉行车路线、行车计划、高速公路出入口、沿线

服务区或其他中途休息场所、备用行车路线等信息。

3、每次出车前驾驶员应按照要求检查车辆技术状况并做好记录。驾驶员

及押运员应根据运输氢气类型按照要求检查气储存系统的技术情况并做

好记录。

4、应随车配备反光背心、防爆照明设备、防护手套、眼部防护装备、红

外线测温仪、与最大允许总质量和车轮尺寸相匹配的轮挡等安全防护装

备，液氢运输车辆还应随车配备防低温防护手套及装备。

5、驾驶员应随车携带符合规定的有效单据和证件，包括道路运输证、危

险货物运单、托运清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

组成员从业资格证、法规标准规定的其他单据等。

运输过程

1、驾驶员应按规定的运输路线、时间、速度运输，不应随意改变行驶路

线。因发生自然灾害、公共事件、交通事故或其他原因，必须改变行驶路

线时，应报告所属企业，在得到允许的条件下，可选择安全的路线行驶。

2、驾驶员连续驾驶应不超过 4h。中途停车休息时，押运员应检查氢气

储存系统的温度、内压力和泄漏情况并记录。

3、停车起步前，驾驶员应逆时针绕车辆一周，检查仪表、轮胎、悬架系

统、螺栓等重点安全部件是否齐全、技术状况是否正常，车辆有无油液泄

漏等。

4、押运员应对运输全程监管，监督、提醒驾驶员按照有关运输规定行车

和停车。

装卸要求

1、氢气的装卸应在装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行。

2、 氢气运输车辆在驶入装卸作业区域前，装卸管理人员应指挥加氢车辆

在指定位置停车。停车后押运员应检查确认氢气运输车辆、氢气储存系统

及其装卸设备等技术状况正常。

3、装卸氢气前，氢气储存系统上的导静电装置应与装卸台接地线进行连

接。

4、装卸人员应使用带有防用装置的软管进行装卸作业，并保障防甩装置

在装卸过程中有效连接

5、氢气储存系统之间以及氢气储存系统与用氢设备之间不应进行充装。

6、充装液氢时，氢气储存系统的最大充满率应不大于 90%，不应超装、

混装、错装

7、装卸后，氢气储存系统与装卸作业相关的操作阀门应置于闭止状态，

8、驾驶员或押运员装卸前后应按照一定要求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停放要求
1、氢气运输车辆应停放到专用停车场。

2、氢气运输车辆临时停车需要满足一定要求。

应急处置

1、驾驶员及押运员应根据应急预案和《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的要

求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2、发生一般交通事故未造成氢气储存系统损伤的应急处置流程应按照

JT/1134的有关规定操作。

3、驾驶员及押运员应配合相关部门救援人员组织现场人员疏散至上风口，

避开气泄漏喷射区域、参与伤员救助、保护事故现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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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生泄漏后押运员采用红外线测温仪探测是否着火，并关注泄漏情况，

随时报告;
5、发生泄漏无法切断气源或着火时的一般处置流程，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处置

6、氢气储存系统泄漏发生着火时，押运员可利用车载干粉灭火器扑救初

期火灾。

7、液氢车辆发生泄漏或着火时，应关注人员是否有窒息及低温冻伤情况，

冻伤后应冷水冲洗，同时尽快撤离至安全地带以防爆炸。

资料来源：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2. 《规范》与相关政策的落地将有利于提升氢能运输的安全性

随着上游绿氢生产项目和下游燃料电池示范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推进，氢能行业中游储存、

运输成为了链接行业上下游之间的“瓶颈”。此前，中船第七〇八研究所在 2024年国际氢能产

业发展论坛上发布 180000立方米级和 20000立方米级两款大型液氢运输船设计方案，是目前

全球最大舱容的液化氢运输船。内蒙古能源局在《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做大做强国家重

要能源基地》的报告中提到研究布局、加快建设输气、输氢管道网络，重点围绕氢能等领域开

展技术攻关和工程实践。《规范》的出台从宏观层面进一步细化了氢能道路运输的标准和规范，

为实现民用液氢道路运输提供了前提保障。

表 2：我国与氢能储运相关的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内容

2024年 2月 23日
内蒙古自治区

能源局

《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提出强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包括研究布局、加

快建设输氢管道网络。

2023年 7月 19日

国家标准委、国

家发展改革委

等

《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23版）》

提出建设氢储存和输运标准的要求，包括氢储运基本要

求标准、氢储运设备标准、氢储运系统标准。

2023年 4月 6日 国家能源局 《2023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加快攻关新型储能关键技术和绿氢制储运用技术，推动

氢能规模化应用。

2022年 3月 23日
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年）》

稳步推进氢能储运基础设施建设，以安全可控为前提，

积极推进技术材料工艺创新，支持开展多种储运方式的

探索和实践；提高高压气态储运效率，加快降低储运成

本，有效提升高压气态储运商业化水平；推动低温液氢

储运产业化应用，探索固态、深冷高压、有机液体等储

运方式应用；开展掺氢天然气管道、纯氢管道等试点示

范；逐步构建高密度、轻量化、低成本、多元化的氢能

储运体系。

2021年 6月 25日 国家能源局

《关于组织开展“十四五”第

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认

定工作的通知》

确定了“十四五”第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有关氢

能及燃料电池技术的认定方向，包括高效氢气制备、储

运、加注和燃料电池关键技术、氢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

发展关键技术。

2020年 11月 3日 国务院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

1、攻克氢能储运、车载储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支撑

技术，实施新能源汽车基础技术提升工程的目标；

2、有序推进氢燃料供给体系建设，提高氢燃料制储运经

资料来源：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济性，开展高压气态、深冷气

态、低温液态及固态等多种形式储运技术示范应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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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内容

索建设氢燃料运输管道，逐步降低氢燃料储运成本。

资料来源：各政府官网，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3. 2023年以来氢能标准立项加快，液氢储运行业有望进一步规范

化

2023年以来，我国氢能标准立项加快。《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 版）》指出到

2025年基本建立支撑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的标准体系，制订或修订 30项以上氢能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根据氢云链的统计，截至 2023 年 8月我国各部门已启动了至少 28项氢

能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涉及制储运加用全领域，且多数在未来两年内完成。

表 3：2023年以来我国氢能储运加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计划

标准名称 管理机构 完成年限

氢气输送管道焊接技术规范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

内河码头船舶加氢基础设施设计规范
水电水利规划设

计总院
2025年

加氢站综合性能测试规范
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
2024年

加氢站压力设备系统完整性评价方法
国家能源局科技

司(KJS)
2025年

加氢站压力设备系统安全运维管理规范
国家能源局科技

司(KJS)
2025年

固定式真空绝热液氢压力容器
国家能源局科技

司(KJS)
2025年

氢气(含液氢)道路运输技术规范 道路运输标委会 2024年

资料来源：相关机构官网、氢云链，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与高压气态运氢模式相比，低温液态运氢模式具有携氢密度大、运输成本低、汽化纯度高、

储运压力低和使用安全性高等优势，能够有效控制综合成本，且运输过程中不涉及复杂的不安

全因素。然而目前我国与液氢储运相关的标准政策依然比较薄弱，随着《固定式真空绝热液氢

压力容器》等标准的落地，液氢储运将有望规范发展。当前液氢生产主要受制于能耗成本与设

备投资支出，亟待氦、氢膨胀制冷循环技术、正仲氢转化技术、超高真空绝热技术等的应用成

熟，以及低温氢工况材料选用，氢、氦透平膨胀机研制和正仲氢转化催化剂等技术难题的突破。

中游储运环节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将有助于降低下游行业的需求成本，从而倒推上游氢气液化环

节的规模提升，间接带动关键材料的国产化率提高，进一步打开市场空间。

4. 投资建议

随着相关政策规划的落地以及相关企业生产技术的提升，氢能储运市场有望进一步打开供

需空间，液氢生产、氢气压缩机、长管拖车及罐式集装箱、液氢运输船等相关行业将有望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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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政策进展不及预期：氢能标准与政策的落地时间、效果若不及预期则影响市场供求情

况；

2、技术进步不及预期：部分储运氢、液氢细分环节仍处于实验室阶段，受技术研发进度

影响，若不及预期则影响商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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