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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urity oxygen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纯氧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深冷法分离空气而制取的以及用纯化法制取的高纯度气态和液态氧。该产品主要用

于标准混合气的制备、科学研究、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器件的生产，也适用于对氧气纯度要求较高的其他

领域

    分子式:0,

    相对分子质量;31.9988(按1989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2 引用标准

GB 19。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5099 钢质无缝气瓶

GB 5832.2气体中微量水分的测定 露点法

GB 8984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605 氧气中微量氢、氮和氢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606 气体中总烃的测定 火焰离子化检测法

3 技术要求

高纯氧应符合下表的技术要求

指 标

项 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IC

20

1

2

氧纯度，10-=

氛含量,10。

氮含量,10‘

二氧化碳含量,10‘

总烃含量(以甲烷计),10-0

水分含量，露点℃

(10-̀)

，”.:’”
99.998 99. 995

-72(2) -70(2.5) -69(3)

妻

镇

镇

镇

簇

簇

注:表中纯度及含量均以体积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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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验方法

4.1 纯度

    氧的纯度用体积分数表示，按下式计算:

                          P= 10。一(pi+妈+妈+P4+9%)X1。一‘

式中:，卜一 氧纯度,10-1;

    仍— 氢含量，10-̀;

      9t- 氮含量,10一 ̀;

      9+— 二氧化碳含量，10-6;

      91— 总烃含量，10-6;

      4t— 水分含量,10-̀a

4.2妞、氮含f的测定
    按GB/T 14605的规定进行。

4.3 二氛化碳含f的测定

4.3.1 按GB 8984的规定进行(仲裁法)。

    色谱柱:长40 cm、内径2 mm的不锈钢柱或聚四氟乙烯柱;

    柱温 40 C;

    固定相:T " D " X-01,200̂-250 pm(60-80目)，也可以用其他等效的固定相。

    进样量:约3 ML.

    T"D"X-01的活化:将装填好的色谱柱一端接入仪器层析室载气人口，另一端放空，通载气在
130'C下活化4 h,

    标准气:氧作底气，其中二氧化碳含量约为3X10-6(V/V),

4. 3.2可以采用预切割转化氢焰色谱法。利用四通阀将第一根色谱柱分离后的大量氧气切除，少量氧

和二氧化碳再进入第二根色谱柱分离，然后进入加氢催化柱转化成甲烷而进行测定。
4.4 总烃含f的测定

    按GB/T 14606的规定进行。
4.5 水分含f的测定

    按GB 5832.2的规定进行。

5 检验规则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高纯氧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高纯氧符合本标准要求。

瓶装气态高纯氧逐瓶进行检验。

液态高纯氧从每一贮运容器中采样检验。

检验管道中高纯氧，在设置的分析口采样，8h内至少采样检查两次。

当检验结果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时，整批验收合格.

当被检验的高纯氧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该批产品视为不合格产品。

用户亦按照本标准规定验收。用户在高纯氧入库三天内对钢瓶内压力进行测量。

用户和生产厂对产品质量发生意见分歧时，由双方共同检验或提请仲裁。

6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6.1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应符合《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压力容器安全监察规程》以及运输部门的有

关规定

6.2 包装高纯氧的容器外表面为淡酞蓝色，加白色环一道，并标上黑色的“高纯氧”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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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包装标志应符合GB 190的规定。

6.4 钢瓶装氧气气瓶及最高工作压力应符合GB 5099的规定。

65 充装了氧气的钢瓶，待温度与室温平衡后，用不低于2.5级的压力表测量气体压力。

6.6 在20'C时，钢瓶内氧气的压力不得低于13.3 MPa,

6.了 钢瓶与瓶阀螺纹连接处，瓶阀出口及瓶阀阀杆间隙处不得泄漏。

6.8 高纯氧的体积按附录A(参考件)计算。

6.9 用户返回生产厂的氧气钢瓶内应留有余气.

6.10 液态氧用液化气体贮瞄或贮槽包装和贮运。

6.11 不允许在高于60,G的温度下运输和贮存已充氧的容器。运输和贮存时要旋紧钢瓶瓶帽。

6.12 氧应贮存在专门的地方，与可燃气体分开存放，并且不得靠近火源。在露天场地贮存时，应搭遮

棚，以防雨雪和阳光曝晒。

6.13 气态或液态高纯氧出厂时应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合格证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名称;

    b. 生产厂名称;

  包装容器号码;

    生产日期;

高纯氧的体积(m3)、压力(MPa)或质量(kg);
分析结果;

本标准的编号。

7 安全要求

7.1 氧气是无色、无味、无嗅、无毒、不燃的气体，是强氧化剂，能助燃，它与可燃性气体按一定比例混合

后容易爆炸。压缩氧气与油酷接触，温度超过油脂燃点时可发生自燃，因此，在与氧气接触的地方，只能

使用经过认可的材料。

了.2 氧气在室内聚集有发生火灾的危险，工作场所内载气的体积分数不得超过23 X l 0-'。在氧浓度有

可能增加的地方，应限制人员逗留，不得存放易燃物料，这些场所应设有抽风装置，并对氧气浓度进行监

测。

7.3检修和工艺处理盛氧容器之前，必须用空气吹除所有内部空间，只有当容器中氧气的体积分数降
到23X10“以下，才允许开始工作。

7.4 在富氧环境内不准抽烟，不准使用明火。

7.5充装氧气的容器，禁止用于充装其他气体。

76在装卸、运输和贮存钢瓶时，应采取措施以防钢瓶跌落、损坏和被油污染。

7.7 操作者刚刚离开富氧环境后，不允许使用明火或走近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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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粗气体积的计算

    (参考件)

    钢瓶内氧气的体积按式(Al)计算;

                                          V=K，V, ·””·，··“·····‘··············一 (Al)

式中:V 钢瓶内氧气的体积，m3 ;

    V— 氧气钢瓶的水容积,L;

      K— 换算为20 C ,101. 3 kPa状态下氧气体积的系数，按式(A2)计算:

。_{ P .，)、

“一(0. 1丽3二I/人
二二29牟x10-3
乙1石 十 L 乙

，.‘···········，·，，二(A2)

式中:P- 钢瓶内气体压力，MPa ;

      r- 测量压力时，钢瓶内气体温度，C;

      2— 温度为t时，氧气的压缩系数;

    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换算系数K值可以从表Al中查得。

                                    表Al 换算系数K

毓黔MPaNfir>1}1#i}t1 , C
换算系数K

13. 7 14. 2 14. 7 15. 2 15.7 16.2

一 50 0. 232 0. 242 0.251 0.260 0. 269 0.278

一 40 0. 212 0.221 0. 229 0.236 0.245 0.253

一 35 0.203 0.211 0.219 0. 226 0.234 0. 242

一 30 0. 195 0.202 0.211 0.217 0.225 0.232

一 25 0. 188 0. 195 0. 202 0. 209 0.217 0. 223

一 20 0. 182 0. 188 0.195 0. 202- 0.209 0.215

一 15 0. 176 0. 182 0.189 0.196 0. 202 0. 208

一 10 0.171 0.177 0. 183 0.189 0. 195 0.202

一 5 0. 165 0. 172 0.178 0. 184 0.190 0.195

0 0.161 0.167 0.172 0.179 0.184 0.190

十5 0.157 0.162 0.168 0.174 0.179 0.185

+10 0.153 0.158 0.163 0.169 0.174 0. 180

+15 0.149 0. 154 0. 159 0.165 0.170 0.175

+20 0.145 0.150 0. 156 0.160 0. 166 0. 171

+25 0. 142 0.147 0.152 0. 157 0.162 0.167

+30 0. 139 0. 143 0.148 0.153 0.158 0. 163

+ 35 0.136 0.140 0. 145 0.150 0. 154 0. 159

+40 0. 133 0. 137 0.142 0. 147 0.151 0. 156

液态氧的质量换算为200C.101. 3 kPa状态下气态氧的体积时，按式(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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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一_m1.33 ...(A3)

式中:VZ— 氧气的体积，m，;

      m— 液态氧的质量，kg;
    1. 33 氧气的密度.kg/ma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西南化工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西南化工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