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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热解气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生物质为原料，在缺氧或绝氧的条件下，采用热解装置产生的热解气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标志和储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生物质为原料，经热解装置产生的可燃性气体，作为居民生活、工业生产的燃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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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0410-2008  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常量组分气相色谱分析法 

GB/T 11062-2014  天然气 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T 12208-2008  人工煤气组分与杂质含量的测定方法 

GB 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T 13610-2014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 50010  混凝土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防雷设计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物质 biomass 

利用太阳能经光合作用合成的任何有机物，包括农业副产品及其加工剩余物、林业生物质、能源作

物等有机物。 

3.2  

热解 pyrolysis 

生物质在缺氧或绝氧条件下受热分解的过程。 

3.3  

热解气 pyrolysis gas   

以生物质为原料经热解产生的可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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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低位热值  inferior calorific value 

规定量的生物质热解气在空气中完全燃烧时所释放出的热量。在燃烧反应发生时，压力p1保持恒定，

所有燃烧产物的温度降至与指定的反应物温度t1相同的温度，所有的燃烧产物均为气态。 

当上述规定量的气体分别由摩尔、质量和体积给出时，则低位热值分别表示为 ），（ 111 ptH 、

），（ 111
ˆ ptH 和 ][

~
22111 ），（），，（ ptVptH 。其中，燃料燃烧时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为t1和p1（燃烧参比

条件）；燃料燃烧时，计量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为t2和p2（计量参比条件）。我国目前使用的燃烧参比条

件和计量参比条件相同，均为101.325 kPa，20 ℃。 

4 技术要求 

4.1 质量要求 

生物质热解气质量应符合表1中的规定。 

表1 生物质热解气质量要求 

项目 质量指标 

气体成份 

可燃气体（CO、H2、CH4），% ≥60 

杂质 

含氧量，% ＜1 

焦油和烟尘，mg/m³ ＜15 

硫化氢，mg/m³ ＜15 

注： 本表涉及气体的体积均为压力101.325kPa，20℃条件下的体积。 

4.2 低位热值 

生物质热解气低位热值应≥10MJ/m³。 

5 试验方法 

5.1 气体组分测定 

生物质热解气可燃气体组分的测定方法按照GB/T 10410-2008规定的方法和步骤进行，氧含量的测

定方法按照GB/T 13610-2014规定的方法和步骤进行，结果应符合表1的要求。 

5.2 杂质组分测定 

生物质热解气中的焦油和烟尘含量以及其他的杂质组分的测定方法按照GB/T 12208-2008规定的方

法和步骤进行，结果应符合表1的要求。 

5.3 低位热值测定 

生物质热解气低位热值的测定方法按照GB/T 11062-2014规定的方法和步骤进行，结果应符合4.2

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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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在线监测 

生产厂区的自动监测系统应对生物质热解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监测的项目应包含表1中的各项指

标。若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或停机整改，直至各监测指标符合表1的要求。 

6.2 型式检验 

生物质热解气的型式检验应由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每年进行1次型式检验，检测项目

包含4.2和4.2的全部内容。 

下列情况下，应单独进行型式检验： 

a)  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b)  原料变化调整或改变主要生产工艺； 

c)  在线监测结果重检不合格次数超过3次时。 

6.3 抽检及判定规则 

生物质热解气在输送至用户过程中应进行随机抽检，在任意某个时间段内对同一批次原料所生产的

生物质热解气进行3次检测分析，检测项目包含4.1和4.2的全部内容。判定规则如下： 

a)  3次检测中有1次不合格可以判定为合格； 

b)  3次检测中有2次不合格应重检直至合格为止； 

c)  3次检测中有3次不合格则判定该批次原料在该时间段内所产生物质热解气不合格并应停止生

产同时进行技术改进直至检测合格。 

7 安全标志与储存要求 

7.1 安全标志 

根据GB 12268的规定，生物质热解气属于危险化学品第2类第2.1项易燃气体，其危险性标志应按GB 

13690和GB 190的要求进行设计。 

7.2 气味 

为保证安全，热解气应具备可觉察的臭味，热解气加臭的要求应符合GB 50028的规定。 

7.3 储存 

7.3.1 一般要求 

储气柜水封的液面有效高度应不小于最大工作压力时液面高度的 1.5倍，在冬季结冰地区应采取防

冻措施。 

7.3.2 防火 

生物质热解气储存应设在专用的储存区域，储存区域应保持通风，生物质热解气储存场所应符合GB 

50016和GB 50028的要求。 

7.3.3 防雷 

储气柜防雷设计应符合GB 50057的规定，按第一类建筑物防雷要求进行设计。 

7.3.4 防腐 

储气柜应根据其材质、生物质热解气的性质、环境状况选择合适的内外防腐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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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防震 

半地下式储气柜钢筋混凝土水槽，应按GB 50010的规定进行设计，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水槽，其地基和结构应具有抗拒不低于6级地震的能力； 

b)  进、出气管阀的井底必须设置排水装置。 

7.3.6 储气柜容积 

储气柜容积宜根据以下要求确定： 

a)  当热解气用于发电、化学品合成等稳定生产过程时，储气罐取≥1h的最大用气量作为气柜总容

积； 

b)  当热解气用于城镇燃气等间断用户时，宜按表2确定储气柜总容积。 

表2 气柜容积确定范围 

间断用气量占日供气量（%） 储气柜总容积占日供气量（%） 

＜40 30～40 

50 40～50 

＞60 5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