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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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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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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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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电解无水氟化氢并经过纯化工艺处理后获得的氟，与氮气混合配制而成的电子工业

用气体氟氮混合气体，该产品主要用于半导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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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 

GB/T 5099.4  钢质无缝气瓶 第4部分：不锈钢无缝钢瓶 

GB/T 6681  气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T 13004 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T 14194  压缩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 15382  气瓶阀通用技术要求 

GB/T 16804  气瓶警示标签 

GB/T 26251  氟和氟氮混合气 

GB/T 26571  特种气体储存期规范 

GB/T 27550  气瓶充装站安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分类和标记 

分类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根据下游应用领域的不同分为以下两类： 

Ⅰ类：主要用于面板、半导体、光伏行业； 

Ⅱ类：主要用于农药、汽车、医用包装。 

标记 

按照产品名称、类型、氟气的含量（体积分数）进行如下标记： 
示例：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 FN-Ⅰ-20  

 
                                                氟气的含量（体积分数，%） 

 

                                                   产品分类 

 

                                                   氟气与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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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技术要求 

项目 
指标 

FN-Ⅰ-20 FN-Ⅰ-10 FN-Ⅱ-20 FN-Ⅱ-10 
氟（F2）含量（体积分数）/10-2 20±0.5 10±0.5 20±0.5 10±0.5 
氮（N2）含量（体积分数）/10-2 80±0.5 90±0.5 80±0.5 90±0.5 
氧（O2）含量（体积分数）/10-6         ≤ 20 20 100 100 

四氟化碳（CF4）含量（体积分数）/10-6     ≤ 10 10 100 100 
六氟化硫（SF6）含量（体积分数）/10-6    ≤ 1 1 / / 
一氧化碳（CO）含量（体积分数）/10-6      ≤ 1 1 / / 
二氧化碳（CO2）含量（体积分数）/10-6     ≤ 5 5 / / 
氟化氢（HF）含量（体积分数）/10-6         ≤ 20 20 100 100 

6 检验规则 

组批、采样、判断 

6.1.1 组批 

连续稳定生产的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体构成一批，每批产品纯氟重量不超过50kg。 

6.1.2 采样 

采样应符合GB/T 3723或GB/T 6681的相关规定。 

6.1.3 判断 

当对组批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应逐批检验并验收。当检验结果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

准表1技术要求时，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尾气处理 

测定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时，应对放空的尾气进行处理。 

7 试验方法 

氟、氮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6251 规定执行。 

氧含量的测定 

7.2.1 仪器 

采用带有氦放电型（DID）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测定氧含量。 

检测限：0.01×10-6（体积分数）。 

7.2.2 测定条件 

7.2.2.1 参考的测定条件 

载气：高纯氦气（纯度≥99.999%，体积分数）； 

载气纯化器：75-802型； 

DID检测器。 

7.2.2.2 标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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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份含量与样品气中相应组份含量相近，平衡气为氦。 

7.2.3 测定步骤 

7.2.3.1 测定 

平行测定标准样品和样品气至少两次，直至相邻两次平行测定的相对偏差不大于5%，取其平均值。 

7.2.3.2 结果处理 

氧含量按式（1）计算 

 𝜑𝜑𝑖𝑖 = 𝐴𝐴𝑖𝑖
𝐴𝐴1

× 𝜑𝜑1 ·········································································· (1) 

式中： 

𝜑𝜑𝑖𝑖——样品气中被测组份的含量（体积分数），10-6； 

𝐴𝐴𝑖𝑖——样品气中被测组份的峰面积； 

𝐴𝐴1——标准样品中相应已知组份的峰面积； 
𝜑𝜑1——标准样品中相应已知组份的含量（体积分数），10-6。 

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含量的测定 

7.3.1 仪器 

采用配备相应气体池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定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

化氢的含量。 

表2 检测限 

CF4（体积分数） SF6（体积分数） CO（体积分数） CO2（体积分数） HF（体积分数） 

0.01×10-6 0.01×10-6 0.07×10-6 0.30×10-6 0.10×10-6 

7.3.2 测定条件 

7.3.2.1 参考的测定条件 

窗片：ZnSe；分辨率：1cm-1；光路长度：10m；气体池温度：100℃。 

表3 特征峰波带 

CF4 SF6 CO CO2 HF 
1230cm-1～1300cm-1 880cm-1～1000cm-1 2000cm-1～2260cm-1 2340cm-1～24300cm-1 3570cm-1～4260cm-1 

7.3.2.2 标准样品 

至少应有3种不同浓度的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二氧化碳、氟化氢含量的标准样品。 

表4 标准样品中各物质的含量 

CF4（体积分数） SF6（体积分数） CO（体积分数） CO2（体积分数） HF（体积分数） 

约1×10-6 约1×10-6 约1×10-6 约1×10-6 约5×10-6 

约3×10-6 约3×10-6 约3×10-6 约3×10-6 约10×10-6 

约5×10-6 约5×10-6 约5×10-6 约5×10-6 约20×10-6 

平衡气为氮气或氦气。 

7.3.3 其他测定条件 

其他测定条件按照相应的仪器说明书执行。 

7.3.4 测定 

7.3.4.1 标准曲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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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体标准样品进样。分别记录标准样品中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在

其特征峰波带处吸收峰的吸光度信号（峰面积或峰高）。 

每种标准样品至少重复进样两次，直至相邻两次平行测定的相对偏差不大于5%，取其平均值，分

别制作以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吸光度（峰面积或峰高）为纵坐标，以四

氟化碳、六氟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浓度为横坐标的标准曲线，建议每月校准一次。 

7.3.4.2 样品的测定 

为防止气体池内残余的水分与氟气发生反应，气体池温度100℃下利用高纯氮气对气体池进行抽空

/吹洗（≥3次），背景谱图无水分干扰，抽空完毕后待用。 
将待测样气连接到仪器的进样系统，待仪器稳定后，以测定气体标准样品同样的测定条件进样，记

录样品中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在其特征峰波带处吸收峰的吸光度信号（峰

面积或峰高），重复进样至少两次，直至相邻两次平行测定的相对偏差不大于5%，取平均值。 

7.3.4.3 结果处理 

用测得的样品中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二氧化碳、氟化氢在其特征峰波带处吸收峰的吸光度信号（峰

面积或峰高）在相应的标准曲线上查出氟氮混合气中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

氢的含量。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8.1.1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包装标志应符合 GB 190 的相关规定，气瓶的颜色标志应符合   
GB/T 7144 的规定，标签应符合 GB 15258、GB/T 16804 的要求。 
8.1.2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出厂时应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其内容至少应包括： 

—— 产品名称； 

—— 生产厂家名称； 

—— 生产日期或批号、以及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 

—— 充装压力（MPa）或充装量（kg）； 

—— 本标准号； 

—— 技术指标及检测结果。 

8.1.3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包装容器上应标明“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的字样。 

包装 

8.2.1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气瓶应符合 GB/T 5099.4、GB/T 13004 的规定，气瓶瓶阀应符合      
TSG 23、GB/T15382 的规定，瓶阀推荐使用 DISS728、JISW22、CGA679。 
8.2.2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气瓶要求应符合 TSG 23 相关要求。 

8.2.3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充装应符合 GB/T 27550、GB/T 14194 及 TSG 23 的相关规定，瓶

装氟氮混合气的成品压力在 20℃时，不高过 10MPa。 

运输和贮存 

8.3.1 运输应符合 TSG 23 及 JT/T 617.3、JT/T 617.4、JT/T 617.5、JT/T 617.6、JT/T 617.7 的相关要求

执行。 
8.3.2 保存期限按 GB/T 26571 的执行（18 个月）。 
8.3.3 气瓶应储存于通风干燥处，垂直放置，关紧瓶阀，拧紧喷嘴保护帽，戴好瓶阀保护帽，严禁暴

晒，远离热源。 
8.3.4 气瓶的搬运应符合 GB/T 34525 的规定，搬运人员应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品，放置倾倒砸伤。 

9 安全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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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气是黄色压缩气体，有刺鼻气味；是一种强氧化剂，与可燃物质和还原性物质激烈反应；与水

激烈反应，生成臭氧和氟化氢；与氨、金属、氧化剂和许多其他物质激烈反应，有着火和爆炸的危险。 
氟气不可燃，但可助燃，不应与水、可燃物质和还原剂接触。着火时，应使用干粉和二氧化碳灭

火。喷雾状水保持钢瓶冷却，但应避免氟与水接触。 
氟气严重腐蚀眼睛、皮肤和呼吸道。吸入气体可能引起肺水肿。液态氟可能引起冻伤。 
时间加权平均接触限值：1×10-6（体积分数）。短期接触限值：2×10-6（体积分数）。 

时间加权平均接触限值：正常 8 h 工作日或 40 h 工作周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短期接触限值：每次接触

时间不得超过 15 min 的时间加权平均接触限值。 
泄漏时，人员应撤离危险区域！保持通风。 
接触氟氮混合气时，推荐使用带有隔绝式呼吸防器的气密式化学防护服。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生产企业应为用户提供按 GB/T 16483 要求编制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 

《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起草小组 

2023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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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2022 年 7 月 25 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印发 2022 年

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电子工业用气

体 氟氮混合气》被列入 2022 年第一批石化联合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

化工作委员会归口，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红华实业有限公司、山东华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凯美特气体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福建三明金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三明学

院、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浙江博瑞中硝科技有限公司、衢州杭氧特种气

体有限公司、天津绿菱气体有限公司、福建省建阳金石氟业有限公司、江苏南大

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组织起草。 

2. 标准制定背景 

工业气体行业是我国产业政策重点支持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近年来得

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多部门相继出

台多部新兴产业相关政策，均明确提及并部署了工业气体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

特种气体确立了其新材料产业属性，有力推动了工业气体产业的发展，全球工业

气体市场近年来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 

氟气是精细化工领域的重要原料，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激光技术、医药

塑料等领域，由于它的强氧化性，可以用于玻璃浸蚀、金属材料、管道的表面钝

化处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配制高纯氟气与氮气、氦气、氖气、氩气等惰

性气体任意浓度配比的混合气，使氟的使用更为安全方便，用途越来越广。 

氟氮混合气是先进半导体工艺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气体，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

液晶面板、LED、光纤通信、光伏、医疗健康、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高

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使用无水氟化氢经电解并纯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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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处理后获得氟，和高纯氮通过压力法或流量法配置而成，主要使用于半导体材

料的蚀刻工艺、气相沉积、晶体生长等工艺中。目前全球具备生产能力的厂商集

中于国外，主要包括林德集团、中央硝子、默克等。随着半导体制造工艺的提高，

氟氮混合气的需求将实现大规模增长，未来发展前景较广阔。根据数据显示，2021

年氟氮混合气的市场规模为 19 万 m3，预计 2026 年将增长至 28.1 万 m3。 

3. 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目前国内无相关产品标准，使得在实际应用过程，此材料无规可循，不能从

规范角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编制本标准的目的在与弥补空白,本标准主

要涉及到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各项指标要求。 

期望通过本标准的编制实施，规范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在行业范围内

的统一，在未来此材料的使用和规范层面起到指导作用，促进我国电子工业用气

体行业的发展。 

4. 标准制定原则 

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精神，为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填补标准空白，

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而制定本标准。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以下原则： 

1、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科学的原则； 

2、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场要求的原则； 

3、坚持先进引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原则，提高经济效益； 

4、坚持“市场导向、先进引领、快速响应、服务产业”的原则； 

5、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满足市场和创新需求。 

5. 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制主要依据国内相关生产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客户要求、生产厂家

产品质量报告（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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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制定过程 

为了切实做好《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标准的编制工作，我们在接

到任务时，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22 年 4 月 28 日，石化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征集 2022 年第一批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等企业开展了对国内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生

产现状、国内外相关标准及下游应用等方面的调研工作，并提交了《电子工业用

气体 氟氮混合气》团体标准的项目建议书。 

(2)2022 年 7 月 12 日，石化联合会召开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起草单位重点

就标准编制的背景意义、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汇报，并要求标准起草单位在技

术指标中，补充其他指标，如原料、产品副产物等。 

(3)2022 年 7 月 25 日，石化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一批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其中《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

混合气》团体标准顺利通过立项评审。 

(4)2022 年 10 月 27 日，起草工作组通过腾讯会议召开了《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北京化工研究院、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华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

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博瑞中硝科技有限

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针对标准草案的范围、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包装及运

输等展开了全面的讨论。 

(5)2023 年 3 月 6 日，起草工作组通过腾讯会议召开了《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

氮混合气》的第二次工作会议，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森蓝化工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红华实业有限公司、山东华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凯

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博瑞中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

三明学院、福建三明金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衢州杭氧特种气体有限公司、天津

绿菱气体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福建省建阳金石氟业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针对标准草案的名称、范围、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氧气的

测定以及标志包安装运输和贮存等细节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并增加了分类和标记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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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3 年**月，《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进

行了公示。 

(7)2023 年*月，标准公示期结束，按照要求提交了《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

混合气》送审稿、编制说明及意见汇总表。 

7. 主要条款说明 

7.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电解无水氟化氢并经过纯化工艺处理后获得的氟，与氮气混合

配制而成的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体，该产品主要用于半导体行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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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 

GB/T 5099.4  钢质无缝气瓶 第 4 部分：不锈钢无缝钢瓶 

    GB/T 6681  气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T 13004 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T 14194  压缩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 15382  气瓶阀通用技术要求 

GB/T 16804  气瓶警示标签 

GB/T 26251  氟和氟氮混合气 

GB/T 26571  特种气体储存期规范 

GB/T 27550  气瓶充装站安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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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4525  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安全规定 

JT/T 617.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3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JT/T 617.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4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JT/T 617.5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5 部分：托运要求 

JT/T 617.6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6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JT/T 617.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7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7.3 分类和标记 

7.3.1 分类 

本标准根据指标含量和下游应用的不同划分为Ⅰ类和Ⅱ类。Ⅰ类主要应用于

晶圆蚀刻、半导体行业等，Ⅱ类主要应用于医药、汽车、塑料等。再根据填充比

例的不同，最终划分为FN-Ⅰ-10、FN-Ⅰ-20、FN-Ⅱ-10、FN-Ⅱ-20四类。 

7.3.2 标记 

本标准按照产品名称、类型以及氟气的含量对四类产品进行标记。 

7.4 要求 

为了使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更好的满足下游应用的市场要求，并保证

其贮存、运输、使用安全，本标准对产品中的关键指标进行规定。电子工业用气

体氟氮混合气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Ⅰ类 Ⅱ类 

FN-Ⅰ-10 FN-Ⅰ-20 FN-Ⅱ-10 FN-Ⅱ-20 
氟（F2）含量（体积分数）/10-2  10±0.5 20±0.5 10±0.5 20±0.5 
氮（N2）含量（体积分数）/10-2  90±0.5 80±0.5 90±0.5 80±0.5 
氧（O2）含量（体积分数）/10-6 ≤ 20 20 100 100 
四氟化碳（CF4）含量（体积分数）/10-6 ≤ 10 10 20 20 
六氟化硫（SF6）含量（体积分数）/10-6 ≤ 1 1 / / 
一氧化碳（CO）含量（体积分数）/10-6 ≤ 1 1 / / 
二氧化碳（CO2）含量（体积分数）/10-6 ≤ 5 5 / / 
氟化氢（HF）含量（体积分数）/10-6 ≤ 20 2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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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指标项目的确定 

检验项目的设定参照国内企业产品的性能指标、下游客户的使用要求、生产

企业的产品验证报告（参见附录二）等，制定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氟（F2）

含量、氮（N2）含量、氧（O2）含量、四氟化碳（CF4）含量、六氟化硫（SF6）

含量、一氧化碳（CO）含量、二氧化碳（CO2）含量、氟化氢（HF）含量8个指

标。分析方法选择现行有效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方法。 

7.6 指标参数的确定 

7.6.1 氟（F2）含量 

氟气是氟氮混合气中的有效成分，主要通过电解氟化氢制氟气，经冷凝、吸

附及过滤后通入配比罐与氮气以一定比例混合，混合后充装或供公司内部使用生

产下游精细化学品。参考 GB/T 26251 氟和氟氮混合气，结合下游应用行业对氟

氮混合气中氟含量的要求，建议本产品 FN-Ⅰ-10、FN-Ⅱ-10 型的氟（F2）含量（体

积分数）应为(9.5~10.5)%，FN-Ⅰ-20、FN-Ⅱ-20 型的氟（F2）含量（体积分数）应

为(19.5~20.5)%。 

7.6.2 氮（N2）含量 

氮气是起到安全作用的保护性气体，由于氟气化学性质活泼，具有强氧化性，

能在室温或低于室温下与大多数无机物或有机物反应，并释放大量的热量，常导

致燃烧和爆炸。为了减少副反应，控制氟气的反应速度，在贮存和使用的过程中，

通常用惰性气体氮气来稀释氟气，使氟化反应容易控制且提高氟化选择性。配制

氟氮混合气所用的原料氮应符合 GB／T 8979 高纯氮的规定，结合下游应用行业

对氟氮混合气中氮含量的要求，建议本产品 FN-Ⅰ-10、FN-Ⅱ-10 型的氮（N2）含

量（体积分数）应为(89.5~90.5)%，FN-Ⅰ-20、FN-Ⅱ-20 型的氮（N2）含量（体积

分数）应为(79.5~80.5)%。 

7.6.3 氧（O2）含量 

氧气是无色无味气体，是氧元素最常见的单质形态。在芯片加工过程中，微

小的气体纯净度差异将导致整个产品性能的降低甚至报废，氧气主要来源于原料

氮气中的杂质气体，以及氟氮混合气充装时钢瓶内未置换彻底的空气中的残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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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氧气的含量是下游企业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该杂质含量过高主要影响半导

体行业的使用，会导致晶圆蚀刻过程中温度过高。该杂质的存在会影响氟氮混合

气的品质及使用价值，因此需要对氧气的含量进行监测。参照 GB/T 26251 及

GB/T 8979 对氧气含量的规定，结合下游应用行业对氟氮混合气的品质要求，建

议本产品Ⅰ类氧（O2）含量（体积分数）应≤20×10-6，Ⅱ类的氧（O2）含量（体

积分数）应≤100×10-6。 

7.6.4 四氟化碳（CF4）含量 

四氟化碳是一种卤代物，又名四氟甲烷，化学式为 CF4，它既可以被视为一

种有机物（卤代物），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机化合物。在电解氟化氢的过程中，

通常使用碳棒作为电极材料，制备氟气的同时伴随着四氟化碳杂质的产生。该杂

质的存在会影响氟氮混合气的品质及使用价值，参照 GB/T 26251 结合下游应用

行业对氟氮混合气的品质要求，建议本产品Ⅰ类四氟化碳（CF4）含量（体积分

数）应≤10×10-6，Ⅱ类的四氟化碳（CF4）含量（体积分数）应≤20×10-6。 

7.6.5 六氟化硫（SF6）含量 

六氟化硫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化学式为 SF6，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无

毒、不燃的稳定气体，在制备氟气的过程中，通常会加入硫磺作为电解质，常常

伴有该杂质气体的产生，参照 GB/T 26251 并结合下游应用行业对氟氮混合气的

品质要求，建议本产品的六氟化硫（SF6）含量（体积分数）应≤1×10-6。 

7.6.6 一氧化碳（CO）含量 

一氧化碳是一种碳氧化合物，化学式为 CO，属于原料氮气中的杂质气体，

配制氟氮混合气所用的原料氮应符合 GB/T 8979 高纯氮的规定，参照 GB/T 8979

高纯氮对一氧化碳含量的要求，本文件建议一氧化碳（CO）的含量（体积分数）

应≤1×10-6。 

7.6.7 二氧化碳（CO2）含量 

本产品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来源于原料高纯氮中的杂质气体，以及填充时钢瓶

内未置换彻底的残留空气中的杂质气体。该杂质的含量会影响氟氮混合气的品质，

为了满足下游厂商对工业用气体的苛刻要求，本标准建议二氧化碳（CO2）的含

量（体积分数）应≤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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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 氟化氢（HF）含量 

在电解氟化氢制备氟的过程中，阳极表面析出氟气的同时会含有少量的氟化

氢气体，通过冷凝除酸器对氟化氢气体进行冷凝回收处理，再经过吸附塔、过滤

器进行吸附过滤，从而对氟气中氟化氢的含量进行控制。氟化氢的含量是下游企

业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该杂质会与金属反应产生氢气，含量过高会导致危险性

增加。该杂质的存在影响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参考GB/T 26251 氟和氟氮混合气，

结合下游应用行业对氟氮混合气品质的要求，建议本产品Ⅰ类氟化氢（HF）含量

（体积分数）应≤20×10-6，Ⅱ类的氟化氢（HF）含量（体积分数）应≤100×10-

6。 

7.7 试验方法 

氟（F2）、氮（N2）含量按GB/T 26251标准进行测试，采用配备双热导检测

器的气相色谱仪进行测定。样品经取样系统后HF被吸收，经六通取样阀进色谱

分析，样品气经转化柱，其中的F2转化为Cl2，氟氯油柱分离氧、氮和Cl2，Cl2在

氟氯油柱上分离定量，F2含量可由Cl2换算，所测得Cl2含量可表达F2含量。通过切

换阀将N2流入分子筛柱分析。 

氧（O2）含量采用带有氦放电型（DID）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测定。超高纯

度的氦气在放电区域，电极两端施以适量的高压后，得到一束高能量的紫外光辐

射，使大量的氦原子被激化并与电子碰撞产生氦离子，可以得到与浓度成正比的

电流信号，从而对氧气的含量进行测定。 

四氟化碳、六氟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含量采用配备相应气体

池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定。光源发出的光被分束器分为两束，分别经定镜

和动镜反射再回到分束器，动镜以一恒定速度作直线运动，因而经分束器分束后

的两束光形成光程差，产生干涉。干涉光在分束器会合后通过样品池，含有样品

信息的干涉光到达检测器，再通过傅里叶变换对信号进行处理，最终得到透过率

或吸光度随波数或波长的红外吸收光谱图。 

7.8 检验规则 

本部分规定了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产品批量、样品的抽样、判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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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尾气处理相关方法及要求。 

7.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对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都应符合相关规定。 

7.10 安全警示 

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属于危险化学品，该部分内容主要介绍了本产品

常发生的化学反应、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危险情况以及相应的紧急处理方法。 

8.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本次制定主要按拟定的标准方法，对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的氟（F2）

含量、氮（N2）含量、氧（O2）含量、四氟化碳（CF4）含量、六氟化硫（SF6）

含量、一氧化碳（CO）含量、二氧化碳（CO2）含量、氟化氢（HF）含量进行测

定，实验结果均符合要求，拟定方法可行，试验数据见各企业验证报告（附录二）。 

9. 专利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10.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国

内外技术对比 

目前，国内已经实现电子工业用气体氟氮混合气工业化生产，该标准的研制

是在充分论证分析基础上，结合国内生产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制定。标准的制定，

从生产、流通、贮存、使用各个环节，对产品进行规范，以充分保障产品的高质

量要求，对于推动该类产品在国内外相关行业领域的应用，引导行业有序竞争及

良性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1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或国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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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与现有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本文件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要求。 

13.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14.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15.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目前正在制定阶段，报批稿提交后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批准发布，新标

准发布后，使用单位须对标准进行宣贯，并按新标准的实施日期执行。 

16.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7. 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为适应目前国内实际生产及使用的要求，对产品进行类型划分，标准

的指标项目设置、指标数值及试验方法方面均能满足使用的要求。试验方法可操

作性强，结果准确可靠。 

综合分析，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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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产品质量报告 

1.湖南凯美特电子特种稀有气体有限公司《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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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博瑞中硝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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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产品验证报告 

1.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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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电子工业用气体 氟氮混合气》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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