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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1任务来源

国内外无相关燃料电池冷却液标准，制约燃料电池细分行业发展；行业内无统一

的技术要求、评价体系、试验方法等，减缓冷却液规范化、产业化进程，影响燃料电

池冷却液的推广应用。行业内燃料电池用冷却液处于垄断，价格高昂且质量一致性无

法保证。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有燃料电池整车、燃料电池系统、电堆等综合性测试平

台，具备万套级的燃料电池模组、电堆和双极板的年产能，在行业中属于重要的燃料

电池系统及零部件制造厂商。潍柴牵头联合行业内多家知名冷却液供应商，完成冷却

液物理化学属性分析，燃料电池冷却系统用材料分析，500万公里市场运营车辆和 60

万公里试验样车冷却液使用数据分析，5000小时台架耐久测试验证数据分析。通过

大量数据分析及行业内技术交流，提出了燃料电池冷却液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并向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提交团体标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冷却液》立项申请，通过了中

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评审，2021年 12月 17 日在中国交通运输

协会官方网站下发立项通知。

1.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起草，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潍柴巴拉德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萱柯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捷氢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水木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品正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如下：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分工

1 张 超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副总设计师 组长



/工程师

2 潘凤文 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正高级工程师

副组长

3 张传龙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组长

4 郭 婷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博士/副研究员 成员

5 郗富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成员

6 马学龙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成员

7 马富强 潍柴巴拉德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8 王志新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9 吴光平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成员

10 张晓丹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11 李飞强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成员

12 张 楠 萱柯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成员

13 封 鹏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成员

14 陈 沛 上海捷氢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成员

15 王 涛 北京水木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成员

16 黄 伟 上海华测品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17 李新辉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与传统动力相比，氢燃料电池发动机适宜工作温度为 70℃~80℃，工作中由于欧

姆电阻、水蒸气冷凝放热、电化学反应的焓变（通过双极板进行热交换），热量中的

80%~90%产生于阴极侧催化剂层，约 5%的废热能被空气尾气带出电堆，即约有 95%

依赖于冷却液带走。冷却液在燃料电池双极板的流道中循环，带走产生的热量，因此

两者的兼容性十分重要。既要求冷却液具有高散热性能，还应具有低腐蚀速率、高密

封材料的兼容性。燃料电池冷却系统中必须要低电导率冷却液，目前行业内要求氢燃

料电池冷却液电导率<5µS/cm，还需在旁路增加去离子器以消除因腐蚀、系统杂质等

产生的离子。当前传统机动车用冷却液电导率大于 2000µS/cm，无法满足氢燃料电池

车的使用要求。且燃料电池冷却液使用不当，会对燃料电池发动机产生不可修复的损

伤，最明显的现象是电导率急剧上升，导致燃料电池报绝缘故障，严重时直接导致燃

料电池寿命受损，功率衰减，无法满足车辆的正常运营。国内市场燃料电池用冷却液

缺少相关统一、标准的规范进行指导和评判，无法对目前所用的燃料电池冷却液进行

质量及重要技术参数的判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统计，2016年至 2022年燃料电池车辆市场保险数约 12000

台；冷却液约 50L/辆/两年，则冷却液消耗约 300吨/年，冷却液费用约 3000万/年，

运营使用成本昂贵。为保证氢燃料电池车辆市场推广，降低车辆运营成本，推动冷却



液国产化，制定燃料电池用冷却液相关标准势在必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冷却液》

标准的制定，为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单位、整车厂、冷却液生产单位、三方检测机构、

研究所等提供重要的技术指导意义。

3. 主要工作过程

第 1阶段（2018.6-2020.10）：完成国内标准法规解读与对比分析，利用 2亿项目

认真研究并研究并分析燃料电池冷却液技术参数及测试方法，主持发布山东省地方标

准一篇；

第 2阶段（2020.11-2021.10）：针对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后，三方检测机构及其他

燃料电池企业纷纷采用，并对标准中的指标及测试方法提出质疑，线上及线下讨论 5

次以上，潍柴对提出的问题经过台架和整车研究和分析，对地标进一步的修改；

第 3阶段（2021.11-2022.3）：按照地方标准的修改意见并按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项

目计划制定《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冷却液》团体标准草案，标准草案形成后在行业内

线下又进行多轮的讨论和研究，主要讨论内容为燃料电池冷却液性能参数；

第 4阶段（2022.4-2022.11）：继续完成冷却液台架耐久和发动机整车耐久试验，

与三方检测机构及同行业共同验证完善标准，保证冷却液的技术参数及测试方法的科

学合理。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原则和依据

对国内标准 GB/T 29743《机动车冷却液》、国外标准 ASTM D3306-2011《汽车及

轻型设备用乙二醇基发动机冷却剂的标准规范》、ASTM D6210《全配方乙二醇基重

负荷发动机冷却液的相关标准规范》、ASTM D4985《需要预选补充冷冷却剂（SCA）

的重型发动机用低硅酸盐乙二醇基冷却液规范》、SAE J814《内燃机冷却液》等标准

进行研读，本文件整体框架逻辑与上述标准类似，编制本文件的技术参数和测试方法。

4.2与现行法律、标准的关系

法律法规方面，本文件制定遵守现行法律法规。

5.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5.1术语和定义

对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冷却液术语进行定义。

5.2产品分类



针对燃料电池用冷却液分类代号及型号按照原材料进行分类，突出燃料电池用低

电导率冷却液特性。

5.3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燃料电池冷却液与传统冷却液技术参数相差甚大，本文件中都予以给出技术要求

及试验方法。

热稳定性：筛选冷却液使用性能的主要指标之一，不同温度下进行耐久，恢复常

温测试冷却液电导率，评估冷却液经过不同温度后电导率变化率，用于评判冷却液中

添加剂稳定性。

颗粒尺寸：燃料电池发动机双极板中的冷却流道约 0.3mm~1mm，对其冷却液中

的颗粒物尺寸要求严格，否则大颗粒尺寸会堵塞流道，导致局部过热造成电堆永久性

的损伤，本标提出实验室及三方机构都能简单快速准确的测试方法，采用电子显微镜

进行观测，取多组数据取平均。

玻璃器皿试验：此试验是冷却液初步筛选必须经过的一步，传统冷却液玻璃器皿

方法不适用于燃料电池冷却液。首先，燃料电池发动机行业要求，正常运行时，冷却

液电导率在 5µS/cm以内，而传统冷却液玻璃器皿方法需要进行腐蚀水的配置，通过

实验测试发现腐蚀水电导率约 500µS/cm，此环境下进行玻璃器皿模拟实验不在适用，

故对其玻璃器皿试验进行修改，采用燃料电池冷却液原液进行玻璃器皿的模拟测试，

通过验证，此方法可作为冷却液使用性能的初步判定。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燃料电池冷却液中的氯离子含量的测试方法存在分歧，按照国标 GB/T 29743中

测试方法 SH/T 0621《发动机冷却液氯含量测定法》进行测试，无法达到燃料电池用

冷却液的技术参数要求，因此方法中检测设备最低限值为 5PPM，而我们需求是

1PPM，故对其检测方法进行更改为 HJ 84《水质 无极无机阴离子（F-、Cl-、NO2-、

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离子色谱法。

燃料电池冷却液颜色问题存在分歧，按照国标 GB/T 29743要求，冷却液应具有

醒目颜色，行业内燃料电池冷却液一般为无色，因加入色剂后增加冷却液电导率，另

外色剂的不稳定可能被系统中离子过滤器吸附，随着时间运行冷却液会成为白色，最

终在定义冷却液颜色技术参数上面定为参考值，由用户和供应商共同确定。

7. 采用国际、国外、国家及行业标准程度及对照分析情况



采用 GB/T 20042.1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第一部分：术语》规定燃料电池相关

定义和术语。

采用了 GB/T 29743-2013《车辆发动机冷却液》中对其他二元醇含量、密度、冰

点、沸点、pH值、灰分、氯离子含量、有机涂料的影响、泡沫特性等测试方法。

8. 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8.1标准贯彻执行的建议

本文件完成制定、批准发布后，推荐行业内相关人员开展宣贯、培训等工作；燃

料电池行业协会与相关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等进行标准宣贯，定期到相关生产制造

企业进行标准宣贯培训，督导标准要求执行落实。

8.2作为推荐性标准的理由

本文件可作为燃料电池发动机冷却液筛选和评价，冷却液国产化及质量一致性得

以保证。同时，通过制定和推荐实施该团体标准，行业内建立燃料电池冷却液技术要

求及测试方法统一的评价体系，加速冷却液规范化、产业化进程，推动燃料电池行业

发展。

9.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相关单位可以参照执行。

10. 其它应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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