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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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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物可逆吸放氢压力-组成-等
温线(P-C-T)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氢化物可逆吸放氢的压力-组成-等温线(P-C-T)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测试在温度77K~873K、压力0~75MPa范围内具有可逆吸放氢特性的金属氢化

物、络合氢化物、化学氢化物及物理吸附储氢材料的吸放氢压力-组成-等温线(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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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634.2 氢气 第2部分:纯氢、高纯氢和超纯氢

GB4962—2008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T16943 电子工业用气体 氦

GB/T24499 氢气、氢能与氢能系统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449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单步吸氢容量 one-stephydrogenationcapacity
氢化物在某一恒定温度经过一次压力变化并达到稳定状态后,氢化物材料中吸附的氢质量与氢化

物原始质量比。

3.2
单步放氢容量 one-stepdehydrogenationcapacity
氢化物在某一恒定温度经过一次压力变化并达到稳定状态后,氢化物材料中释放的氢质量与氢化

物原始质量比。

3.3
累计吸氢容量 totalhydrogenationcapacity
Ca

氢化物多次连续单步吸氢容量的总和。

3.4
累计放氢容量 totaldehydrogenationcapacity
Cd

氢化物多次连续单步放氢容量的总和。

4 符号与标记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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