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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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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四川享锂来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享锂来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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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梯次利用安全预警平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锂电池梯次利用安全预警平台规范的术语和定义、系统架构、功能模块、信息记录要

求、产品形式、技术要求、运行测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锂电池梯次利用安全预警平台的建设、实施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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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5532-2008 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

GB/T 20270-2006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988-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

与软件质量模型

GB/T 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

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GB/T 30882.1-2014 信息技术 应用软件系统技术要求 第1部分：基于B/S体系结构的应用软件系

统基本要求

GB 38031-202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T 37721-2019 信息技术 大数据分析系统功能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梯次利用 cascaded utilization

梯次利用原本是指某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产品已经达到原生设计寿命，再通过其他方法使其功能全部

或部分恢复的继续使用过程，且该过程属于基本同级或降级应用的方式。“梯次利用”与“梯度利用、

阶梯利用、降级使用”在概念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不能视为翻新使用。

3.2

锂电池梯次利用 lithium battery cascaded utilization

指动力蓄电池从电动车上退役后性能仍满足小动力电动车使用要求的车用动力锂电池，梯次应用到

其他目标领域，其功能全部或部分恢复的继续使用过程。由若干个单体电池和电池管理系统组成，单体

电池与电池管理系统可放置于一个单独的机械电气单元内，也可分开放置。

3.3

电池安全预警 battery safety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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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安全预警是指锂离子电池发生故障时，在故障早期即热失控之前能够发出报警信号。此时，通

过切断故障电池簇（或模组）能够阻断热失控的发展和蔓延。本标准中的电池安全预警系统与消防系统

相互独立，不影响消防系统的动作决策。

4 系统架构

锂电池梯次利用安全预警平台系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见图 1：

图1 锂电池梯次利用安全预警平台系统组织框图

5 功能模块

锂电池梯次利用安全预警平台功能模块主要分为运营管理模块、安全管理模块及业务管理模块、平

台网站前端、数据接口等。

5.1 运营管理模块

5.1.1 电池监测

5.1.1.1 智能云端

系统通过信号采集传感器、信息控制模块及内置程序实现智能终端监控，通过智能云端可全程实时

监控充电终端电流、电压、功率及配电设备状态、温度、设备异常等各种信息，进行平台智能化、远程

综合管理，进而实现电池状态性能远程评估，通过对电池设备的实时定位，实现电池设备运行轨迹查询

与回放，防止电池被盗。

5.1.1.2 电池安全要求

梯次利用动力蓄电池单体需满足GB 38031-2020的要求，包括过放电、过充电、短路、温度循环、

挤压、低气压等。

5.1.1.3 电池荷电保持率与容量恢复率要求

梯次利用锂电池应根据GB/T 31486-2015中第6.3.10项进行测试，蓄电池的荷电保持率不低于85%，

容量恢复率应不低于90%。

5.1.1.4 电池循环寿命要求

梯次利用锂电池应根据GB/T 31486-2015中第6.2.5项进行测试，当衰减到初始容量90%时，循环次

数高于400次，当衰减到初始容量80%时，循环次数应高于800次。

5.1.2 电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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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远程设备控制：通过预警系统的界面或命令，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系统中的电池设备进行远程

控制，如启动、停止、调整工作状态等操作。

5.1.2.2 远程指挥控制：提供远程指挥功能，使管理员能够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系统进行远程操作和控

制，如发送指令、更新设置等。

5.1.2.3 参数设置与调整：管理员可以通过预警系统进行电池的参数设置和调整，如充电电流、放电

电流、电池温度等设定，以满足实际需求。

5.1.2.4 充放电控制：通过预警系统对电池的充放电过程进行控制和调整，如设置充电时间、放电时

间、充放电算法等。

5.1.2.5 故障处理与遥诊：通过远程控制功能，支持管理员对电池梯次利用系统的故障进行处理和遥

诊，如远程重启、故障重置等操作。

5.1.2.6 远程升级与固件更新：提供电池控制功能的远程升级和固件更新，确保系统始终拥有最新的

功能和升级修复。

5.1.2.7 安全权限管理：对电池控制功能进行权限管理，确保只有授权人员才能进行远程控制和操作，

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可信度。

5.1.3 大数据分析

5.1.3.1 应依据 GB/T 37721-2019 中第 7、8 部分的要求，对电池梯次利用进行实时记录以及电池状态

性能远程评估。

5.1.3.2 基于采集到的大数据，系统能够进行电池状态性能评估，包括电池容量、内阻、健康程度等

方面的评估和分析。

5.2 安全管理模块

5.2.1 电池保护

系统对于电池应有五重保护：

a) 过压、欠压保护：系统远程监控电池，出现过压、欠压状态应自动断电；

b) 过充、过流保护：出现充电过量时，应自动关闭充电口，放电过量时，应自动关闭放电口；

c) 温度过高、过低保护：电池温度过高、过低时，应自动停止充放电；

d) 防水保护：电池外壳应为特殊防水材料，电池内部遇水短路时，应自动断电；

e) 防盗保护：每个电池应内部含GPS，随时查看电池实时位置。

5.2.2 电池安全预警

5.2.2.1 电池安全预警系统面向智能充换电柜中的电池储能舱单元，监测电池在故障早期产生的特征

信号并发出预警信息，实现阻断电池故障发展，防止事故蔓延，保障电池充换电柜及储能舱安全。

5.2.2.2 锂电池在故障早期的特征现象包括：

a) 电池过充或短路时会产生特征气体，该气体能够从电池壳渗漏到储能舱中；

b) 电池故障时内部产生的气体会冲破安全阀，发出强度较大、特征相似的声音信号；

c) 电池安全阀打开后，内部的电解液汽化并逸出到储能舱中扩散，产生气液逸出物；

d) 对于液冷散热储能舱中的密封模组，电池故障产生的气体泄露至模组内部，模组内部气压增大。

5.2.2.3 监控方式及监控内容

5.2.2.3.1 监控系统应包含各种信号采集传感器、信息控制模块及内置程序等，其中信号采集传感器

主要是针对电池热失控及燃烧产生的温度变化、火焰和烟气等现象进行温度、红外光源、CO/CO2浓度等

信号采集。

5.2.2.3.2 温度传感器应布置在充换电柜内部，监测电池表面温度变化。

5.2.2.3.3 火焰传感器应分布在充换电柜四周，监测整个充换电柜内的空间是否有明火产生。

5.2.2.3.4 烟气传感器应布置在充换电柜顶部，检测到烟气时向安全预警防护系统发送开关信号。

5.2.2.3.5 电池管理系统自动进行 24 小时风险监控、风控部门 24 小时进行人工监控、及时响应。

5.2.2.3.6 电池安全预警防护系统中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火焰以及烟气信号参数超出系统设置的阈

值时将向电池管理系统发生不同等级的预警状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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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通知方式

系统通过 APP 内信息提示、短信、电话等形式及时报警通知用户。

5.3 业务管理模块

本系统通过云计算平台与物联网终端的结合，使得服务器能完全自主订单管理、订单结算、客服答

疑等完全自助服务。

5.3.1 自主订单管理

5.3.1.1 订单创建和编辑：用户可以创建新订单并填写相关信息，如订单编号、客户信息、电池规格

等，同时也可编辑已有订单的信息。

5.3.1.2 订单查询和列表显示：提供订单查询功能，用户可根据订单编号、客户姓名、日期范围等条

件进行订单搜索，并以列表形式展示查询结果，方便用户快速找到所需订单。

5.3.1.3 订单取消和退款：用户可以申请订单取消和退款，同时系统也支持管理员对订单进行取消和

退款的处理。

5.3.2 订单结算

5.3.2.1 订单状态管理：对订单进行状态管理，包括待审核、待支付、已支付、待发货、已发货等状

态的变更和更新，以及显示订单的当前状态。

5.3.2.2 支付管理：提供支付接口和支付方式选择，允许用户完成订单支付，并记录支付状态和支付

金额。

5.3.3 客服答疑

5.3.3.1 问题答复和解决方案：客服团队应针对用户提交的问题，提供详细的答复和解决方案，以满

足用户的需求和解决问题。

5.3.3.2 用户反馈和追踪：用户可对客服答复进行评价和反馈，客服团队可根据反馈及时调整解决方

案，并跟踪问题的解决进程。

5.3.3.3 多渠道支持：应支持多种渠道进行问题提交和解答，例如在线表单、邮件、电话等，提供更

便捷的沟通方式。

5.4 平台网站前端

5.4.1 平台网站前端包含会员注册模块、用户认证和登录、系统设置和个人资料管理、仪表盘和数据

可视化、梯次利用监控、故障诊断和预警、实时通知和消息推送、用户反馈和支持等，用户通过网站前

端进入相应的触发阶段。

5.4.2 会员注册功能模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用户注册：通过登录网站前端注册账户、录入基本信息和上传对应资格证明文件；

b) 用户登入/出；

c) 角色分权。

5.4.3 用户认证和登录：提供用户注册、登录、密码找回等功能，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用户个人信息

的保密性。

5.4.4 系统设置和个人资料管理：用户可进行系统设置，如报警阈值的调整，以及管理个人资料和账

户信息。

5.4.5 仪表盘和数据可视化：展示实时的电池梯次利用情况和各项指标的数据图表，以便用户能够直

观地了解电池的状态和利用情况。

5.4.6 梯次利用监控：显示电池梯次利用情况的实时监控页面，包括梯次次数、充放电量、充放电效

率等指标的实时更新。

5.4.7 故障诊断和预警：当系统检测到电池梯次利用过程中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向用户发出预警信息，

并提供故障诊断报告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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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实时通知和消息推送：将重要的预警信息、报告和更新通知实时推送给用户，确保用户能够及

时获取关键信息。

5.4.9 用户反馈和支持：用户可以提交反馈、提问问题或向客服寻求帮助，系统提供支持和及时响应。

5.5 数据接口

5.5.1 数据接口包括系统各硬件探测器部分接口、系统与第三方系统对接接口、系统支付通道接口。

5.5.2 预警系统各硬件探测器部分接口要求：

a) 数据采集接口：与系统各硬件探测器进行数据采集和交互，包括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的实

时采集。

b) 状态监测接口：获取硬件探测器的工作状态，包括是否在线、正常工作、发生故障等状态的监

测。

c) 故障诊断接口：接收硬件探测器上报的故障信息，并对故障进行诊断和分类，生成故障报告和

相应的处理建议。

d) 控制指令接口：向硬件探测器发送控制指令，如启动、停止、重启等操作。

5.5.3 预警系统与第三方系统对接接口要求：

a) 数据传输接口：与第三方系统进行数据传输和交换，包括向第三方系统提供锂电池梯次利用数

据和接收第三方系统的相关数据。

b) 预警信号接口：向第三方系统发送预警信号和警报信息，以便第三方系统进行相应的响应和处

理。

c) 配置信息接口：与第三方系统共享系统配置信息，如预警阈值、报警规则等设置。

d) 触发条件接口：与第三方系统共享触发预警的条件和规则，以便实现更灵活和准确的预警机制。

e) 数据分析接口：将预警系统的数据传输给第三方系统，以便第三方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f) 记录和日志接口：将预警系统的操作、预警记录和日志传输给第三方系统，以便记录和追踪相

关操作和事件。

5.5.4 支付通道接口包括支付宝 SDK 接口对接、财富通接口对接、微信支付接口对接、银行接口对接

和银联接口对接的一种、两种组合、或多种组合、或全部组合所形成的智能接口对接。

6 信息记录要求

6.1 信息采集

6.1.1 对梯次利用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模块进行信息采集，详细记录蓄电池单体的类型、额定容量、剩

余容量、（绝缘阻抗）内阻、尺寸、电压、温度、生产厂家等必要的数据。

6.1.2 应依据 GB 38031-2020 及 GB/T 31486-2015 的要求取得电芯安全性及电性能的强检报告。

6.2 数据记录

对梯次利用锂电池组关联模块信息，对梯次利用锂电池类型、电压、容量、温度及循环次数等进行

记录，并上报给平台保存信息，保证梯次利用锂电池组使用安全。

6.3 系统运行后自动记录和保存运行数据并更新维护对应操作的数据库，监管人员由监管触发模块进

入，调用对应资格的数据库中的资料并进行分析监管。

6.4 系统监管的数据应包括但不限于：梯次利用锂电池类型额定容量、剩余容量、（绝缘阻抗）内阻、

尺寸、电压、温度、循环次数、生产厂家等。

6.5 交易程序结束后系统应自动记录交易数据，交易数据包括租用记录和销售记录。

6.6 租用记录和销售记录应包括：项目名称、锂电池型号、充电器型号、单位、租金、备注信息等记

录。

7 产品形式

7.1 综合云端管理平台



T/CASME XX—2023

6

为了解决海量数据管理问题，推出智能云数据管理系统，实现数据资源一体化，高效检索、精准调

取功能。

7.2 场景 APP&小程序

为了灵活性、快速启动、离线功能，推出场景APP&小程序，针对移动设备，实现随时随地使用的灵

活性、便捷的离线功能、信息的快速分享。

7.3 电脑终端 APP

企业店铺管理综合移动端，可实现报表生成，数据分析，智能推送的功能。

8 技术要求

8.1 系统设计要求

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30882.1-2014 中的相关要求。

8.2 信息安全要求

8.2.1 系统信息安全应符合 GB/T 20270-2006、GB/T 20988-2007 的相关要求。

8.2.2 系统运用分布式存储、Hadoop 大数据处理技术、OAuth2.0 接口安全技术、DRDB 高可用数据存

储技术，保证数据安全性及数据的存储容量。

8.2.3 系统采用 RSA 以及 HTTPS 加密技术，保证交易双方及交易资料等信息的保密。

8.3 可靠性要求

8.3.1 应用软件应遵从 GB/T 25000.10-2016、GB/T 25000.51-2016 中的可靠性要求，在应用场景需求

内，长时间连续运行时不应出现崩溃、闪退、卡死、无响应、响应迟缓等问题。

8.4 备份和恢复要求

备份和恢复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宜有数据备份机制，并对备份数据进行保护；

b) 在使用恢复的数据前应校验其可用性、完整性；

c) 被非正常退出，或其他应用程序异常导致关机或者重启，再次启动时，功能应能恢复正常使用。

9 运行测试

9.1 测试范围

9.1.1 测试范围应包括系统功能测试和和非功能性测试。

9.1.2 对集成后的系统从业务以及功能角度进行测试并根据需要对同一信息平台进行非功能性测试，

非功能性测试包括性能测试、负载测试、压力测试等。

9.1.3 性能测试是通过性能测试工具模拟正常场景、正常峰值、异常负载对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

测试。从客户端、网络、服务器三方面，采用 LoadRunner（负载测试工具）等专业辅助工具进行性能

测试。

9.2 测试方法及检验规则

测试方法按GB/T 15532-2008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规定的方法及检验规则，在GB/T 15532-2008计算

机软件测试规范规定的测试环境下进行测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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