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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3445—2016《煤制合成天然气》,与GB/T33445—201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煤制合成天然气的分类 (见4.1,2016年版的4.1);

b) 删除了对3个类别以外的产品气的规定(见2016年版的4.3);

c) 更改了一类气高位发热量(见表1,2016年版的表1);

d) 更改了氢气含量技术要求 (见表1,2016年版的表1);

e) 更改了二氧化碳技术要求(见表1,2016年版的表1);

f) 更改了一氧化碳技术要求(见表1,2016年版的表1);

g) 增加了氧气含量技术要求(见表1);

h) 删除了氨含量技术要求(见2016年版的表1)

i) 删除了固体颗粒技术要求(见2016年版的表1);

j) 删除了水露点技术要求(见2016年版的表1);

k) 更改了检验规则及取样的要求(见第6章,2016年版的第5章);

l) 增加了氧含量的测定方法(见5.5);

m)更改了输送、标志、储运及使用的要求(见第7章,2016年版的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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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制 合 成 天 然 气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制合成天然气的分类和技术要求、检验规则、试验方法,以及输送、标志、储运和

使用。
本文件适用于以煤为原料制取的,包括以焦炉煤气、兰炭尾气、炼钢高炉煤气等经过甲烷化工艺处

理后制取的合成天然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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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062 天然气 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T13609 天然气取样导则

GB/T17258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钢瓶

GB/T19158 站用压缩天然气钢瓶

GB/T28727 气体分析 硫化物的测定 火焰光度气相色谱法

GB/T30490 天然气自动取样方法

GB/T33318 气体分析 硫化物的测定 硫化学发光气相色谱法

GB/T37124 进入天然气长输管道的气体质量要求

GB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251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JJG700 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

TSG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制合成天然气 coal-basedsyntheticnaturalgas
以煤为原料制取的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合成燃气。
注:包括以焦炉煤气、兰炭尾气、炼钢高炉煤气等经过甲烷化工序后制取的,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合成燃气。

4 分类和技术要求

4.1 分类

煤制合成天然气按高位发热量分为一类和二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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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要求

煤制合成天然气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煤制合成天然气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一类 二类

高位发热量/(MJ/m3) ≥ 34.0 31.4

氢(H2)含量(摩尔分数)/% ≤ 3.0 供需商定

二氧化碳(CO2)含量(摩尔分数)/% ≤ 3.0 供需商定

硫化氢(H2S)含量/(mg/m3) ≤ 1.0

一氧化碳(CO)含量(摩尔分数)/% ≤ 0.10

氧(O2)含量(摩尔分数)/% ≤ 0.10

 本文件中气体体积的标准参比条件是101.325kPa,20℃

5 试验方法

5.1 组分测定与高位发热量的计算

煤制合成天然气高位发热量的计算按GB/T11062执行,其所依据的组分含量按照附录A规定的

方法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的组分。允许采用其他等效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的组分。当测定结果

有异议时,附录A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方法。

5.2 氢含量的测定

按照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中氢含量。允许采用其他等效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

天然气中氢含量。当测定结果有异议时,附录A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方法。

5.3 硫化氢含量的测定

按照GB/T33318或GB/T28727规定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中硫化氢含量。允许采用其他

等效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中硫化氢含量。当测定结果有异议时,以GB/T33318规定的方法为

仲裁方法。

5.4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

按照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含量。当附录A规定的方法无

法检出时,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测定。允许其他等效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中一氧化碳、二氧

化碳含量。当测定结果有异议时,附录B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方法。

5.5 氧含量的测定

按照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中氧含量。允许采用其他等效的方法测定煤制合成

天然气中氧含量。当测定结果有异议时,附录A规定的方法为仲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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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及取样

6.1 组批、检验判定和复验

6.1.1 管道输送的煤制合成天然气

6.1.1.1 组批

同一生产线、同一批原料、同一工艺条件下连续稳定生产的管道煤制合成天然气为一批。

6.1.1.2 检验判定和复验

对于管道输送的煤制合成天然气,应每日定时检验。当检验结果符合表1技术要求时,则判该批产

品合格。当检验结果不符合表1技术要求时,则应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随机抽样检验,若仍有任何一

项指标不符合表1技术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6.1.2 压缩的煤制合成天然气

6.1.2.1 组批

连续稳定生产的一大罐压缩煤制合成天然气为一批。

6.1.2.2 检验判定和复验

当检验结果符合表1技术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当检验结果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表1技

术要求时,则应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随机抽样检验,若仍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表1技术要求时,则
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6.2 取样

按GB/T13609或GB/T30490的规定执行,取样点由供需双方商定。

7 输送、标志、储运及使用

7.1 输送、标志及储运

7.1.1 煤制合成天然气在输送和使用过程中应执行GB12268、TSG21、TSGR0005的规定,输送和使

用的安全管理要求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7.1.2 煤制合成天然气在长输管网输送时应符合GB/T37124、GB50251的规定。煤制合成天然气在

管道混输前应在管网上标出“SNG”。
注:SNG为合成天然气(syntheticnaturalgas)。

7.1.3 在煤制合成天然气交接点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煤制合成天然气中不应存在液态水和液态烃。
若交接双方议定的水露点指标高于前述要求,则应满足议定指标要求。
7.1.4 煤制合成天然气中固体颗粒含量不应影响天然气的输送和使用,煤制合成天然气在进入长输管

网前应进行脱水。
7.1.5 压缩煤制合成天然气的储运应符合GB17258、GB19158、TSG23的规定。

7.2 使用

作为城镇燃气的煤制合成天然气,应具有可以察觉的臭味。燃气中加臭剂的添加应符合GB5002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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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煤制合成天然气中组分含量的测定

A.1 仪器

采用配备热导检测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检出限(以甲烷计):热导检测器,100.0×10-6(摩尔分数);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1.0×10-6(摩尔

分数)。

A.2 原理

采用多维色谱和三阀四柱切换技术的色谱流程,运用气相色谱法定性、定量分析样品中的目标

组分。

A.3 测定条件

A.3.1 载气:高纯氩,流量参照相应的仪器说明书。

A.3.2 辅助气:高纯氢,流量参照相应的仪器说明书;零级空气,流量参照相应的仪器说明书;仪表空气

(≥0.5MPa)。

A.3.3 标准样品:与样品中相应组分含量相近的气体标准样品。

A.3.4 预分离柱:长约2.0m、内径2mm的不锈钢柱,内装0.15mm~0.18mm的SE-30(覆盖有SE-
30固定相的硅藻土担体),或者其他等效色谱柱。

分析柱。色谱柱Ⅰ:长约4.0m、内径2mm的不锈钢柱,内装0.15mm~0.18mm的PorapakQ
(一种高分子聚合物),或其他等效色谱柱。该柱用于分析煤制合成天然气中二氧化碳组分含量。

色谱柱Ⅱ:长约2.0m、内径2mm的不锈钢柱,内装0.18mm~0.25mm的5A分子筛,或其他等

效色谱柱。该柱用于分析煤制合成天然气中氢、氧、氮、甲烷、一氧化碳组分含量。
色谱柱Ⅲ:长50m、内径0.53mm,内涂层10μm的Al2O3/KCl毛细柱,或其他等效色谱柱。该柱

用于分析煤制合成天然气中非甲烷烃组分含量。

A.3.5 其他条件:色谱柱温度、检测器温度、样气流量等其他条件参考仪器说明书。

A.3.6 定量管:1.0mL。

A.3.7 参考的气路流程示意图参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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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 ———载气钢瓶;

2 ———钢瓶减压器;

3 ———气路三通;

4 ———定量管;

5 ———精密稳压阀;

6 ———样气进口;

7 ———切换十通阀;

8 ———切换六通阀;

9 ———PorapakQ填充柱;

10———精密稳流阀;

11———零级空气瓶;

12———高纯氢气瓶;

13———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14———5A分子筛填充柱;

15———毛细柱;

16———分流(不分流)毛细柱进样口;

17———热导检测器;

18———预分离柱。

图A.1 参考的气路流程示意图

A.4 测定步骤

A.4.1 开机

按照仪器说明书规定开机并设定仪器的各项参数,通过色谱工作站观察色谱仪是否处于稳定的工

作状态。

A.4.2 尾气处理

仪器的尾气通过尾气回收系统进行集中回收。

A.4.3 测定

开启仪器至稳定后按仪器说明书的操作步骤完成样品分析。
平行测定气体标准样品和样品气至少2次,直至相邻两次测定结果相对偏差不大于5%,取其平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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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停机

按照仪器说明书的规定执行。

A.4.5 定量重复性

定量重复性按照JJG700执行。

A.5 结果处理

各组分含量按式(A.1)计算:

yi=
Ai

As
×ys …………………………(A.1)

  式中:

yi ———样品气中被测组分的含量(摩尔分数);

Ai———样品气中被测组分的峰面积;

As———气体标准样品中相应已知组分的峰面积;

ys———气体标准样品中相应已知组分的含量(摩尔分数)。
典型色谱图参见图A.2。

标引序号说明:

  1 ———二氧化碳;

2 ———乙烯;

3 ———乙烷;

4 ———氢;

5 ———氧;

6 ———氮;

7 ———甲烷;

8 ———一氧化碳;

9 ———乙烷;

10———乙烯;

11———丙烷;

12———丙烯;

13———异丁烷;

14———正丁烷;

15———新戊烷;

16———异戊烷;

17———正戊烷;

18———正己烷;

19———正庚烷。

图A.2 典型色谱图

6

GB/T33445—2023



附 录 B
(规范性)

煤制合成天然气中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

B.1 仪器

采用配备甲烷化炉(镍转化炉)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测定煤制合成天然气中的一氧

化碳和二氧化碳含量。
检出限:1.0×10-6(摩尔分数)。

B.2 原理

分析柱实现煤制合成天然气中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组分分离,甲烷化炉(镍转化炉)实现一氧化

碳和二氧化碳转化成甲烷后被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响应,运用气相色谱法定性、定量分析样品中的目标

组分。

B.3 测定条件

B.3.1 载气:高纯氮,流量参照相应的仪器说明书。

B.3.2 辅助气:高纯氢,流量参照相应的仪器说明书。零级空气,流量参照相应的仪器说明书。

B.3.3 标准样品:与样品中相应组分含量相近的气体标准样品。

B.3.4 预分离柱:长约2.0m、内径2mm的不锈钢柱,内装0.15mm~0.18mm的SE-30(覆盖有SE-
30固定相的硅藻土担体),或者其他等效色谱柱。

B.3.5 甲烷化炉(镍转化炉):转化率≥95%;温度按使用说明书。

B.3.6 其他条件:色谱柱温度、检测器温度、样气流量等其他条件参考仪器说明书。

B.3.7 定量管:1.0mL。

B.3.8 参考的气路流程示意图参见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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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 ———载气钢瓶;

2 ———钢瓶减压器;

3 ———气路四通;

4 ———精密稳压阀;

5 ———预分离柱2;

6 ———镍转化炉;

7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8 ———精密稳流阀;

9 ———零级空气瓶;

10———高纯氢气瓶;

11———气路三通;

12———分析柱;

13———切换六通阀;

14———预分离柱1;

15———切换十通阀;

16———样气流量计;

17———样气进口;

18———定量管。

图B.1 参考的气路流程示意图

B.4 操作步骤

B.4.1 开机

按照仪器说明书规定开机并设定仪器的各项参数,至各参数处于稳定状态。

B.4.2 尾气处理

仪器的尾气通过尾气回收系统进行集中回收。

B.4.3 测定

开启仪器至稳定后按仪器说明书的操作步骤完成样品分析。
平行测定气体标准样品和样品气至少2次,直至相邻两次测定结果相对偏差不大于5%,取其平

均值。

B.4.4 停机

按照仪器说明书的规定执行。

B.4.5 定量重复性

定量重复性按照JJG70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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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结果处理

各组分含量按式(B.1)计算:

yi=
Ai

As
×ys …………………………(B.1)

  式中:

yi ———样品气中被测组分的含量(摩尔分数);

Ai———样品气中被测组分的峰面积;

As———气体标准样品中相应已知组分的峰面积;

ys———气体标准样品中相应已知组分的含量(摩尔分数)。
典型色谱图参见图B.2。

标引序号说明:

1———一氧化碳;

2———甲烷;

3———二氧化碳。

图B.2 典型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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