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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用液冷机组检测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调研阶段：2022 年 6 月开始，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各单位

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分工，同时进行调研分析，收集

资料，准备立项审查答辩；

标准立项阶段：2022 年 9 月，在线上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的专家立项评审会，

经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用液

冷机组检测规范》

标准立项；编写研制阶段：2022 年 10 月-2023 年 4 月标准编写组根据立项

专家组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写组进行标准编写研制，形成了标准草案稿；

中期稿评审阶段：2023 年 5 月在线上召开了第二次标准的专家中期评审会

对标准草案稿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时代（福建）储能发展有限

公司、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芝海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哲

弗智能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江苏埃泰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华强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喜超，男，正高级工程师，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储能

事业部生产技术中心主管，国网公司首届青年托举人才，北方工业大学能源动力

专业兼职硕士导师，北京先进碳材料产业促进会储能专委会委员，安徽省自动化

学会储能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储

能技术、氢能系统集成与应用技术专业分会副秘书长，储能领跑者联盟副理事长，

《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编委会委员。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1项，参

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 2项，国家能源局咨询课题 2项，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

目 6项，参与编写行业标准 1项，企业标准 2项，主持团体标准 3项。近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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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发表 SCI/EI 检索文章 1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软件著作权 3项，

获中国电力科技成果一等奖 1项。

主要成员：周喜超、王楠、赵锦、李振、窦宝峰、冯建云、郝东威、蔡兴桐、

王宝全、吴安兵、耿曼、黄国强、陈旭、刘海涛、徐牧野，郝志，杨家祥、周建

国、万晓兵、李新生、韩宗希、涂豹、伍阳阳、刘华军、朱超等专家共同起草。

所做的工作：本标准由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负责

了项目的前期准备、标准起草、修改以及各单位协调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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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标准编制。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在于规范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用液冷机组检测标准，将测试

液冷机组规范到同一平台上。

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用液冷机组已经大量应用，但一直缺少相关的液冷机组的

检测规范，导致不同单位或厂家的技术参数、试验条件、试验方法等均不一致。

制定本标准响应市场现状，填补现有标准的空白，服务于磷酸铁锂储能都有重要

且积极的意义。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对磷酸铁锂储能用液冷机组试验环境、检测仪器、检测步骤及合格判

据进行统一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磷酸铁锂液冷储能系统。

3. 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属于首次制定。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目前尚未有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用液冷机组检测规范相关标准，本项目对磷酸

铁锂电池储能用液冷机组的试验环境、检测仪器、检测步骤及合格判据进行统一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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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液冷机组作为磷酸铁锂储能的核心构成，是电池散热的重要载体，相比较风

冷散热具备散热密度大、能效高、电池温差小等优点，在国内大型储能项目上得

到相当广泛的应用。液冷厂家对该类产品进行设计、研发、试验及验证工作，集

成厂家及业主单位对液冷机组进行试验验证工作，本标准主要功能要求和性能指

标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该团标的制定，将进一步完善我国标准体系，规

范统一磷酸铁锂储能用液冷机组检测规范，进而为磷酸铁锂储能用液冷机组提供

检测标准依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规范统一了磷酸铁锂储能用液冷机组检测规范，为磷酸

铁锂储能稳定运行创造了条件，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高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更有利于提高中国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和管理经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规定了磷酸铁锂储能用液冷机组的检测规范要求，由于国内外储能行

业尚无相关标准规范。因此，填补磷酸铁锂储能技术标准体系空白，为解决储能

液冷机组提供技术支撑。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的规程、规范、标准、规定及相关技术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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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注发布 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