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电能存储系统用锂蓄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征求

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该标准制定任务来源于国标委计划。项目计划发布文件

号：国标委发〔2021〕37号。计划代号：20214450-Q-339。

该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该标

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牵头并组织起草。主要工作

过程如下：

2020年8月，成立该标准的编制工作小组，着手研究该

标准的制定工作。2020年11月，完成该标准的起草项目建议

书和该标准草案稿，申请立项。2021年12月，国标委下达计

划。2022年1月，组织召开启动会。牵头起草单位召集102家

储能锂电领域企业、研究机构成立专项工作组。3月，形成

该标准的内部征求意见1稿并发出征求意见。4月，标准起草

组组织召开项目组征求意见1稿讨论会。5月至7月，形成该

标准的内部征求意见2稿并发出征集意见。8月，组织召开项

目组征求意见2稿讨论会。10月，形成征求意见稿，计划在

工信部和国标委平台广泛征集意见。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

理由

编制原则：该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

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该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

准》给出的规则起草。

主要技术内容：本文件规定了应用于最大直流电压不超

过1500V（标称）的电能存储系统用锂蓄电池和电池组的安

全要求，以及试验方法。

该标准规定的需要进行的试验项目如下表所示：

表1 电池的型式试验

项目 本文件章条号 试验内容

试验条件
4.6.3 电池容量测试

4.6.4 样品预处理

一般安全要求
5.2 安全工作参数

5.3.1 标识要求

电池电安全

6.1 高温外部短路

6.2 过充电

6.3 强制放电

环境安全

7.1 低气压

7.2 温度循环

7.3 振动

7.4 加速度冲击

7.5 重物冲击

7.6 挤压

7.7 针刺

7.8 热滥用

7.9 跌落

表2 电池组/电池组系统的型式试验
项目 本文件章条号 试验内容

试验条件 4.6.4 样品预处理

一般安全要求 5.2 安全工作参数



5.3.1 标识要求

5.3.2 警示说明

5.3.3 耐久性

环境安全 7.9 跌落

电池组系统电安全

8.3 过压充电控制

8.4 过流充电控制

8.5 欠压放电控制

8.6 短路保护

8.7 反向连接保护

8.8 过热控制

其他要求

9.1 耐异常热

9.2 可运输的用于安装或维护的电池组系统外壳材料

9.3 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的电气绝缘检查

9.4 电池组系统抗电强度

9.5 电池组系统热扩散试验（电池组系统）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和资

源问题促进了新能源的迅猛发展，目前，可再生资源的发展

面临着电能品质差和并网难的问题，储能技术是解决新能源

发电并网、建设智能电网和微电网的关键技术，将迎来巨大

的市场机遇。

电能存储系统可以通过一定介质存储电能,在需要时将

所存能量释放发电。电能存储系统可以将间歇性的可再生能

源“拼接”起来,提高电能系统的稳定性,从而解决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瓶颈问题。作为负荷平衡装置和备用电源，电能存储

系统也是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必需的关键设备。

锂离子电池因其性能优异在高电压大容量的储能系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锂离子电池单体容量过大，充放电过程

中易产生高温，诱发不安全因素。相比较于手机电池、笔记

本电脑电池，电能存储设备用锂电池容量巨大，一旦发生起



火、爆炸引发的危害更大。近年来已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引

起业界的重点关注。该标准将对后续相关产品的合格评定和

市场准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对提高相应产品安全质量水

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该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在标准体系中有明

确位置，与已发布和制定中的相关标准相协调。与 GB

31241-2014《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

求》、GB 40165-2021《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

组 安全技术规范》、GB 38031-2020《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

池安全要求》互为补充，相互配套，构成了锂离子电池和电

池组的安全标准体系的一部分。无配套推荐性标准。该标准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在标准体系中有明确位置，与

已发布和制定中的相关标准相协调。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起 草 组 在 参 考 借 鉴 UN 38.3 、 IEC 62133 、 JIS

C8715-2-2012、IEC 63056等国际国外类似标准的基础上，根

据产品自身特点进行自主创新和补充完善。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间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实施过渡期：12个月

该标准发布后，企业为达到要求，要根据产品升级可行

性，需要采取旧产品淘汰、技术研发、原材料采购、升级生

产设备等方式，满足标准要求。由于理解标准要求、调整方

案、技术研发、材料采购、升级现有设备、生产等需要较长

的时间，在用设备存量大、使用周期长、成本较高等，鉴于

此，我们拟将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

过渡期定为12个月，保证生产企业能够充分消化理解标准各

项要求，实现此类产品标准从无到有的平稳过渡，确保该标

准的落地实施。

七、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及违反标准执法的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违反标准执法的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该标准按立项性质发布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由于锂

离子电池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在

电池的设计、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

施，则可能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潜在危害，电能存储系统

用锂蓄电池容量巨大，一旦发生起火、爆炸引发的危害更大，

因此必须通过强制性条款来保证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



该标准为自主制定，并且对其他成员的贸易有明显影

响。按照有关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必须以技术法规的名义

由WTO办公室向WTOTBT秘书处通报。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

录

本文件规定了应用于最大直流电压不超过1500V（标称）

的电能存储系统用锂蓄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要求，以及试验

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电能存储系统用锂蓄电池和电池组（以下

简称为电池和电池组）。其中电能存储系统包括：

（a）电信；

（b）中央应急照明和报警系统；

（c）固定式发动机启动；

（d）光伏系统；

（e）家用（住宅）储能系统（HESS）；

（f）大容量储能：并网/离网。

上述列举的电能存储系统并未包括所有的设备，因此未

列出的设备也可能包含在本文件的范围内。



本标准范围内的锂蓄电池组额定能量通常在100 kWh以

上，额定能量在 100 kWh及以下的电池组的安全要求见 GB

40165。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