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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离⼦电池通⽤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迫切形势下，开发太阳能、⻛能等绿⾊低碳清洁能源，并实

现新能源的⾼效转化与存储，对⼈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重要。因此，发展⾼效低成本的

储能技术，对于推动清洁能源多元化⾼效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由于锂、钴等

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回收难度⼤等问题，制约了锂离⼦电池在通讯基站、智能电⽹等规

模化储能领域的⼴泛应⽤。另外，铅酸电池因能量密度低、存在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储能

领域的应⽤占⽐被逐渐削减。因此，亟需发展⾼效、低成本的新型储能技术，以满⾜规模

化储能领域需求。

能源和环境是⼈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现阶段，化⽯能源仍是⼈类的主要能源供给。

但是化⽯能源储量有限，其使⽤已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不断攀升的碳排放问

题。⽬前我国已成为⽯油第⼀消费⼤国，疫情常态化和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 2022年的俄乌

战争，能源稳定时刻⾯临考验，2021年个别地⽅的拉闸限电不排除在 2022年还会发⽣，以

电代油，错峰储电将极⼤缓解能源紧张。此外，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迫切形势下，开

发太阳能、⻛能等绿⾊低碳清洁能源，并实现新能源的⾼效转化与存储，对⼈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关重要。因此，发展⾼效低成本的储能技术，对于推动清洁能源多元化⾼效利⽤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前利⽤电能与化学能的相互转化，⼆次锂离⼦电池技术已经在便携式电⼦设备（如

⼿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诸多领域得到了⼴泛应⽤，并逐步向电动交通⼯具如电

动⾃⾏⻋、电动汽⻋、⽆⼈机及储能电站等重要领域拓展。但受限于锂离⼦电池⽯墨类负

极材料较低的理论⽐容量（372 mAh/g），⽬前商⽤锂离⼦电池的能量密度有限，并且制造

成本较⾼，越来越难满⾜电⼦智能终端产品、⽆⼈机等领域对⾼能量密度、低成本储能器

件的性能要求。因此，急需发展新⼀代⾼能量、⾼功率、低成本的储能器件，以满⾜市场

需求。从 2016年起，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以推动锂离⼦电池产业的快速发展。2016年

11⽉底国务院印发的《“⼗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发〔2016〕67号）中明

确指出，“突破⾼安全性、⻓寿命、⾼能量密度锂离⼦电池等技术瓶颈。在关键电池材料、

关键⽣产设备等领域构建若⼲技术创新中⼼，突破⾼容量正负极材料、⾼安全性隔膜和功

能性电解液技术。”同年 10⽉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技术路线图》中也对动⼒电池提出

明确的发展⽬标以及发展重点。相关规划以及发展路线图的发布，为锂离⼦电池下⼀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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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出了明确的技术要求，也为产业发展指明了⽅向。

2020年 11⽉，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旨在推

动新能源汽⻋产业⾼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汽⻋强国，强调“实施动⼒电池技术突破⾏动，开

展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关键环节前瞻技术研究，加强⾼强度、轻量化、⾼安全、

低成本、⻓寿命的动⼒电池系统短板技术攻关”。

此外，现有锂离⼦电池在我国北⽅地区，尤其是⾼寒地区的应⽤还难以推⼴，主要原

因是：1）⽯墨负极的锂离⼦插层电位低（~0.1 V vs. Li/Li+），易造成低温析锂，存在严重

安全隐患；2）低熔点溶剂分⼦存在共嵌问题，导致⽯墨结构剥离，低温电解液溶剂类型选

择有限；3）正极低温离⼦传导效率低，与电解液的界⾯兼容性差，导致低温条件下⽐容量

与库伦效率锐减；4）低温下电解液的粘度增⼤，与电极、隔膜之间浸润性差，显著降低离

⼦传输效率；从⽽导致现有锂电池⼯作温度范围窄、⾼低温性能差、安全性能差等

针对当前锂离⼦电池技术和产业⾯临的困境，⽬前开发基于铝基负极的新型锂离⼦电

池，采⽤⾼容量铝基负极取代传统⽯墨类负极材料，不仅具有突出的成本优势，⽽且能量

密度显著提升，并具有宽⼯作温度范围及优异的⾼低温性能（零下 70℃⾄ 80℃）、⾼倍率

性能和⾼安全性能。然⽽，如何准确评价铝基电池的电化学性能，进⽽为优化电池性能提

供科学依据，已成为铝基电池应⽤端⽤户最为关⼼的问题，但⽬前还暂⽆对应的标准。

基于铝基电池拥有⼴阔的发展潜⼒和市场前景，因此有必要对其进⾏标准⽴项。本标

准紧密贴近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可以为铝基电池的性能检测和验收提供依据，对铝

基电池⼯业化⽣产和应⽤具有指导意义。

⼆、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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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进⾏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性和可操作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电池⾼低温放电性能测试情况分析如下：
1) 实验条件
电池或电池模块在室温条件下，电池以I2电流放电⾄电池电压不⾼于放电终⽌电压时停⽌放电，
静置1h, 然后以I2恒流充电，⾄电池电压不低于充电截⽌电压时转恒压充电，⾄充电电流降⾄
I10时停⽌充电。充电后静置lh。然后在⾼温环境（80℃）下搁置6h后，以I2电流放电⾄终⽌电
压，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95%或在低温（-20℃/-40℃/-60℃）下搁置12h后，以I2电流
放电⾄终⽌电压，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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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结果
电池或电池模块测试后外观没有任何变换，没有出现漏液现象，⾼温80℃情况下电池或电

池模块放电容量于常温放电容量⽐值⾼于100%，低温-60℃情况下电池或电池模块放电容量于
常温放电容量⽐值⾼于70%。测试结果合格。测试如下图1所示。

图 1
2、电池⾼低温循环性能测试情况分析如下：

1) 实验条件
⾼温循环：电池或电池模块在室温条件下，电池以I2电流放电⾄电池电压不⾼于放电终⽌电压
时停⽌放电，静置1h,然后在⾼温环境（45℃）下搁置6h后，电池以I1恒流充电，⾄电池电压不
低于充电截⽌电压时转恒压充电，⾄充电电流降⾄I10时停⽌充电。搁置0.5h；以I1电流放电⾄
终⽌电压，搁置0.5h，后再重复之前的充放电制度进⾏循环500周，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
量的80%
低温循环：电池或电池模块在室温条件下，电池以I2电流放电⾄电池电压不⾼于放电终⽌电压
时停⽌放电，静置1h,然后在⾼温环境（-10℃）下搁置16h后，电池以I3恒流充电，⾄电池电压
不低于充电截⽌电压时转恒压充电，⾄充电电流降⾄I10时停⽌充电。搁置0.5h；以I1电流放电
⾄终⽌电压，搁置0.5h，后再重复之前的充放电制度进⾏循环500周，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
容量的80%

2）测试结果
电池或电池模块测试后外观没有任何变换，没有出现漏液现象，⾼温45℃情况下电池或电池模
块循环880周容量保持率80%以上，低温-10℃情况下电池或电池模块循环500周容量保持率91%
以上。测试结果合格。测试如下图2、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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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背景及⼯作情况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作委员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中

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作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技术审核，批准《双离⼦电池通⽤技术规

范》团体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CI XXX-2022.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提出，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

根据计划要求，本标准完成时限为4个⽉。

（⼆）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负责标准⽂档起草及相关

⽂件的编制等。中国科学院⾦属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岛⽣物能

源与过程研究所、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复旦⼤学、同济⼤学、武汉理⼯⼤学、郑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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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科瑞能实业有限公司、⼴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起草，负责标准中重

要技术点的研究和建议，并参与标准内容的讨论。

（三）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作计划

1、前期准备⼯作

项⽬⽴项前，标准编制⼩组查阅、研读相关国内外⽂献，⼴泛搜集双离⼦电池技术相

关的材料。同时，多次与双离⼦电池技术相关研发⼈员进⾏调研、交流，⼴泛征求标准制

定⽅⾯的意⻅和建议。

2、标准起草过程

团体标准⽴项通知公示后，标准编制⼩组⾸先组织了标注制定⼯作会议，各编写⼈员

根据⼯作计划分⼯和编写要求开展了相关⼯作。在标准起草期间，编制⼩组主编单位及参

编单位组织了数次内部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经过多次修改，于2022年3⽉完成了标准初稿

及编制说明的撰写⼯作。

3、征求意⻅情况

2022年4⽉初，标准编制⼩组先后通过现场会议、视频会议、电话等多种形式征集⾏业

专家相关意⻅和建议。针对征集的意⻅，标准编制⼩组召开了研讨会，将收集到的意⻅进

⾏汇总处理分析，在充分吸纳合理意⻅的基础上，先后修改和完成标准内容，于2022年6⽉

初根据在各单位反馈意⻅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稿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提交全

国标准信息平台公示。

五、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

1)标准需要具有⾏业特点，指标及其对应的分析⽅法要积极参照采⽤国家标准和⾏业

标准。

2)标准能够体现出产品的具有关键共性的技术要素。

3)标准能够为产品的开发、改进指出明确的⽅向。

4)标准需要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5)要能够结合⾏业实际情况和产品特点。

6)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致。

7)促进⾏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5

六、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双离⼦电池通⽤技术要求，正⽂部分共分七章，内容包括标准的适⽤范

围、规范性引⽤⽂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类型、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此外，

还包含附录A、附录B、附录C。

七、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规范性引⽤⽂件包括：

GB/T 13384《机电产品包装通⽤的技术条件》

GB/T 17478《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性能特性》

GB⁄T 36972-2018《电动⾃⾏⻋⽤锂离⼦蓄电池》

GB⁄T36672-2018《电动摩托⻋和电动轻便摩托⻋⽤锂离⼦电池》

GB/T 36276-2018《电⼒储能⽤锂离⼦电池》

GB/T 40559-2021《平衡⻋⽤锂离⼦电池和电池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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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4131-2017《电化学储能电站⽤锂离⼦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1486-2015《电动汽⻋⽤动⼒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验⽅法》

DB37/T 2752-2016《通讯基站及储能⽤磷酸铁锂电池组通⽤技术条件》

⼋、重⼤意⻅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没有重⼤分歧意⻅。

九、后续贯彻措施

建议由铝基电池相关⾏业标准化管理机构组织贯彻本标准的相关活动，利⽤各种活动

（如⼯作组活动、⾏业协会的管理和活动、专家培训、标准化技术刊物、⽹上信息、产品

认证等）尽可能向铝基电池⾏业相关单位和机构宣贯该标准。

建议本标准发布之⽇起半年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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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组

2022年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