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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 

编 制 说 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为更好地规范国内电力储能系统建设，实现储能系统生产运行坚强可靠、经

济高效、友好互动和绿色环保的目标，有力支撑智能电网建设，中国电力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牵头编写单位，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推

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53 号）文的要求，对原有的《GB34131-

-2017 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进行修订，由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 

2. 协作单位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组织编写了本技术标准，协作编

写单位包括杭州高特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杭

州科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华为、蜂巢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3. 主要工作过程 

2021 年 4 月 2 日，项目编写组在腾讯会议召开了启动会，明确了责任分工

和进度计划。 

2021 年 4 月 7 日，项目主要编写人员在杭州市召开了标准大纲讨论会，确

定标准内容应该包括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铅蓄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规范要求。 

2021 年 6 月 16 日，项目主要编写人员在北京市召开了标准初稿讨论会，确

定条款具体内容。会议后，由于电压、温度和触发时间等参数精度缺少试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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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整理了相关试验数据发给编制组，根据实测数据编制组核对与评价业内

管理系统水平并确定标准中参数指标，增加通讯功能的指标和方法。 

2021 年 9 月 27 日，项目编写组在视频会议召开了第二稿内部讨论会中，增

加了 SOP、SOH 和 SOE 的术语定义，拓展了管理系统供电电压范围，重新规定保

护继电器的响应时间，增加了液流电池相关内容，增加耐温度变化试验和耐湿热

性能试验的上电测试条件等。 

2021 年 10 月 15 日，线下确认均衡试验的方法，增加电池模块均衡检测方

法。 

2021 年 11 月 18 日，线上召开征求意见稿审查会，修改前言表述方式，去

掉术语与缩略语，标准中涉及术语与术语国标保持一致。修改标准中动词前后不

一致问题，例如“监测”和“检测”。对于锂离子电池和液流电池特有的功能检

测和性能检测需要加上限定词语。修改电池管理系统框架图，修改绝缘电阻精度

增加功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与结果对应表格。 

2021 年 12 月 15 日，电话会议，确认通讯部分试验方法，直流电源供电范

围。 

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的工作 

本文件主要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许守平、胡娟、陈娟共同负责牵

头完成，许守平主要负责大纲制定、标准内容审核等；陈娟主要负责资料搜集、

内容撰写、征求意见处理等；胡娟负责总体内容审定、工作协调等。其余人员按

照大纲进行内容分工，其中谢建江负责术语相关的内容编写，刘爱华、杜荣华负

责使用环境相关的内容编写，吴冠军负责功能要求相关的内容编写，郭富强负责

性能要求相关的内容编写，斯元海、宋欣民负责试验方法相关的内容编写，张玮

负责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相关内容的编写，姜科、王萍、李志强

负责电气适应性和环境适应性试验相关的内容编写，郑益、苗灵芬负责 SOC测试、

均衡性能试验、典型工况相关的内容编写。 

二、 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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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体例格式主要符合 GB/T 20001-2001 的要求，框架结构编排及技术

要素内容主要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的规定进行编写，并遵循如下原则： 

（1）适用性原则。本文件立足国内电化学储能产业的现状，在对主流电力

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水平、相关人员的操作技能、相关储能电站对电池管理

系统的技术要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内容进行了

规定，同时和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储能标准内容相适应。 

（2）完整性原则。本文件将锂离子电池、铅蓄电池和液流电池的电池管理

系统纳入规定中，从管理系统功能要求、性能指标以及实验方法全面反映电力储

能用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规范化要求。 

（3）兼容性原则。本文件在扩充 GB/T 34131 标准时，确保了与既有 GB/T 

34131 标准中系统功能和性能指标的有效兼容。原 GB/T 34131 标准中所有系统

功能都能在本文件不同章节中找到内容映射，保障了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产

品国际化推广时的相互兼容性。 

（4）公正、开放、透明性原则。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广泛调研了现有储

能用电池管理系统研发、制造商、用户、检测和认证等单位的现状，并进行了技

术分析，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问题为导向，满足电力储能发展的实际需求，

具有代表性，可支撑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的健康有序发展。 

2. 主要内容 

本文件涉及到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相关内容。 

本文件提及的技术要求是根据搜集、调研和整理市场上多家主流电池管理系

统产品的功能性能指标，产品说明书、产品内部研发数据、测试数据以及第三方

报告提出的。本文件提出的技术指标反应了高水准的电池管理系统产品指标，可

以作为电池管理系统市场准入的参照和标准。 

本文件的试验方法是根据市场现有检验监测水平和试验条件提出的，具有客

观性、准确性、可操作性、可评定性和可追溯性的特点，同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本文件主题章共分为 9 章，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使用环

境、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测试报告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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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设 4 章附录，附录 A：SOC/SOE 估算误差测试、附录 B：均衡性能测试、附录

C：电池系统典型充放电工况、测试报告。 

3. 新旧标准水平对比 

本文件为修订标准。与 GB/T 34131-2017 相比，内容更加全面，本文件中条文

修改的说明如下： 

本文件第 1 条为标准适用的范围。GB/T 34131-2017 规定了锂离子电池管理系

统的使用条件、功能要求、检验和实验项目，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0 年

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53 号）文的要求，本文件

将适用范围扩展至锂离子电池、铅蓄电池、液流电池和燃料电池等广泛使用的储

能用电池管理系统，其他类型的电池管理系统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第 2 条新增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相关规定和标准共 22 项，对后文

有关引用加以明确界定，避免混淆。 

本文件第 3 条引用了现有储能标准的术语和定义，与储能领域的标准保持一

致，删除了原有标准的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第 4 条根据现有电池管理系统的使用情况对使用环境进行了相应修改。 

本文件第 5 条在原有“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总则”、“性能要求”和“适应

性要求”。在总则中，增加了电池管理系统的接地和线束要求，增加了电池管理

系统的架构图说明。在功能要求中，对功能进行了细化，部分功能进行了合并，

新增了部分功能要求，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本文件第 6 条新增了试验方法，根据第 5 条中提出的技术参数，给出了相应

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第 7 条新增了检验规则，规定了检验的类型和各自的检验项目。 

本文件第 8 条新增了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第 9 条新增了测试报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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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在研发阶段，各厂商按照本文件研发电池管理系统相关功能，使其成为储能

系统安全投运的第一道保障；在产品出厂前，本文件作为产品出厂检验，型式检

验的检验依据，可促成储能电站顺利投产，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十分显

著。此外，通过设定完善的产品功能和严格的参数指标提高产品质量和行业门槛，

促进储能行业的良性发展。 

四、 采标说明 

本文件所涉及的标准化内容目前国际和国外均没有适用的相关标准，因此本

文件未以采标方式进行编写。本文件与其他相关标准关系如下： 

（1）本文件继承了 GB/T 34131-2017、GB/T 36280 和 GB/T 33339 部分术语

定义、技术要求以及试验方法。 

（2）本文件应与 GB/T 36280 和 GB/T 33339 配合使用，标准附录中给出了

SOC 测试，均衡性能试验，充放电典型工况和测试报告要求，7.4 试验项目中列

出了所有出厂检验以及型式检验的试验项目，方便查阅。 

（3）本文件编写中参考了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电

工术语、外壳防护等级、电磁兼容、射频骚扰特性、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机电产

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

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储能电池、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等的相关标准和规定。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使用问题。 



6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由于本文件规定的内容并不直接涉及人身安全，因此建议将本文件作为推荐

性国家标准。 

八、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各储能电池管理系统厂商研发电池管理系统电子装置时应严格遵循本文件

中规定的产品功能、性能指标。同时，为了鼓励各电池管理系统厂商开展技术创

新，实现差异化竞争，也允许各厂商研发标准规定以外功能和采集新的技术参数。

各电力企业采用本文件进行储能电站建设时，应开展全面的设备操作测试和系统

集成测试，确保电池管理系统的功能正常应用，满足电力安全生产的要求。此外，

建议加大行业宣贯，并考虑汇编 GB/T 34131-2017、GB/T 36280 和 GB/T 33339 及

本文件，便于相关单位和人员采用本文件。 

建议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6 个月内实施。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1）关于专利：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2）关于更名：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

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53 号）文）的要求，本文件原计划下达名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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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经评审专家审议，为使命

名更加规范，建议将标准报批稿名称修改为《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 

（3）关于第一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电科院）是国

家电网公司直属综合性科研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