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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柜通用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2年12月，根据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制修订计划，

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分工；

2023年1月开始，标准编写组向各单位进行调研分析，收集资料。2023年1月标准

编写组根据意见和建议，完成标准初稿，2023年2月-3月，标准编写组对初稿进行讨论

修改后形成标准草案。

2023年6月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的专家评审会，

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写组收集了近几年来国内相关储能柜相关资料，通过整理分析，确定

了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主要由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牵头完成标准初稿编制，

其他参与单位配合编制，并负责收集相关资料、提出建议。

主要参与单位有：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国网上海能源互联

网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省储能行业协会等单位。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与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团体标准要求，目的在于全面规范储能柜建

设要求，实现储能柜的可靠运行，为设备厂家、集成厂家、业主提供生产和

使用依据，有助于各企业资源共享、充分协作、合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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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GB/T 36545 移动式电化学储能系统技

术要求》、《GB/T 36547 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网技术规定》等文件。

此外，本标准同时依据并参考查阅了《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化工作管

理办法（试行）》（电技学发字［2022］051号）有关规定。

本标准主题章分为十章，由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系统组成、使用条件、性能要求、安全要求、存储和运

输、试验等章节组成。对设备的使用范围、使用条件作出了规定，对系统组

成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对设备的技术性能、安全性能、试验性能等制定了通

用技术要求，进一步提高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推动储能柜的技术进

步和发展。

储能是发展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是当前国家重点培育的新业态。

现阶段，电力系统供需两侧波动性同时增大，对电网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

储能柜调节灵活、响应速度快，可以解决用户三相不平衡、无功等问题，是

优质的灵活性资源。但目前用户侧储能百花齐放，规格不一、品质不一，无序的

建设、并网对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也造成一定的威胁，亟需进行统一的标准进行指

导、约束，推动各企业资源共享、充分协作、合理竞争。

本标准为新制度标准，无主要技术差异。

按照本标准条款要求，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组织实施了储能

柜通用技术规范调研工作，联合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储

能柜应用场景的详细调研，针对峰谷套利、需量控制、动态增容等场景开展

了示范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江苏省经济发达，工业企业用电量巨大，

峰谷电价差较大，可以进行峰谷套利，还可以通过需量控制降低用户电费支

出，特别适合储能柜的应用与推广。同时，随着未来电力现货市场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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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业企业以储能化柜通用技术规范为基础，通过以调峰补偿的方式，配合

推动电力系统供需平衡赚取收益。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本标准对储能柜做出规范性要求，填补国内在储能柜通用技术规范的空

白，通过建立储能柜通用技术规范标准，规范化储能柜的集成与建设。储能

柜调节灵活、响应速度快，可以解决用户三相不平衡、无功等问题，是优质

的灵活性资源。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未对国外

的样品、样机进行测试，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

行了是否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建议本团体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1）规定储能柜的集成厂家，按照此标准相关要求开展设备的选型与

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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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电工学会牵头推广《储能柜通用技术规范》，组织企业、单

位进行试点应用。

（3）建议对储能柜技术进行持续跟踪，确保本规范的先进性。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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