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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ES 137-2022  液态金属电池储能模组技术规范.pdf液态金属电池储能模组技术规范
icalspecificationforliquidmetal*at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液态金属电池组技术要求， 5.1环境条件... 5.2性能要求. 温度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6.1温度管理系统功能， 6.2温度管理系统元器件要求， 6.3温度管理系统性能要求， 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7.1 电池管理系统功能 7.2电池管理系统性能要求. 出厂试验项目和方法 8.1仪器仪表. 8.2电池一致性试验.. 8.3电池组试验 8.4温度管理系统性能试验， 8.5电池管理系统性能试验 
本文件按照GB/十1.1一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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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储能技术专业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团体标准技术办公室提出并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耐百特电力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 电电气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西咸新区宁石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宁晓辉、蒋凯、王康丽、周妍、周敏、李浩秒、何亚玲、宋政湘、单智伟、王 玉平、郑磊、沈达勇、牛帅、王晟、张娥。 
本文件按照GB/T1.1一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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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储能技术专业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团体标准技术办公室提出并解释广州市交通项目交通管理与安全子项土建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耐百特电力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 电电气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西咸新区宁石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宁晓辉、蒋凯、王康丽、周妍、周敏、李浩秒、何亚玲、宋政湘、单智伟、王 玉平、郑磊、沈达勇、牛帅、王晟、张娥。 
液态金属电池储能模组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液态金属电池储能模组中包含的电池组、温度管理系统及电池管理系统试验检测所应 遵循的原则、技术要求和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液态金属电池储能模组， 其他类型电池储能模组可参照本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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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131一2017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36276一2018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GB/T36558一2018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条件 GJB4477一2002锂离子蓄电池组通用规范 QB/T2502一2000锂离子蓄电池总规范 QC/T743一2006电动汽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QC/T897一2011电动汽车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条件 O/GDW1884一2013储能电池组及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单体电池cell 构成液态金属电池储能电池组的最小单元，一般由正极、负极、电解质、外壳及引线端子组成。 3.2电池组*atterypack 多个单体电池以一定方式相连而成的组合体。 3.3储能模组energystoragemodule 电池组、温度管理系统、电池管理系统的组合，还应包括外壳、端子、接口、标志及保护装置等 3.4额定电流ratedcurrent 电池组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下，可以稳定工作的电流。 3.5输出功率outputpower 电池组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下，以额定电流运行时，单位时间内输出的能量，并由制造商声日 的电池功率，单位为W。 3.6容量capacity 电池组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下，以恒定电流运行时输出的电量，包括充电容量、放电容量， 位为A·h 
3.7额定充电容量ratedchargingcapacit
ratedcharging capacity
明的电池容量，单位为Ah 
3.8额定放电容量rateddischargingcapacity
电池组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下，以额定电流放电至终止电压时的测得的放电容量， 声明的电池容量，单位为A·h。 
3.9能量 energy 
电池组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下，以恒定电流运行时测得的电池能量，包括放电能量 单位为W·h 
3.10额定能量ratedenergy
电池组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下运行时，以额定电流充放电至终止电压时的测得的能量，并由制 造商声明的电池能量，包括充电额定能量、放电额定能量，单位为W·h。 
3.11能量效率energyefficiency
电池组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下，以恒定电流运行时，放电能量与充电能量的比值 表示。 
3.12热失控thermalrunaway
电池单体内部放热反应引起不可控温升的现象 热失控扩散 thermal runaway diffusion 
保温功率insulationp
3.17首次稳定化时间
3.24SOC估算误差SOCestimationerror
下列符号、代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s：5h率额定容量（A·h） Is:5h率放电电流，其数值等于Cs/5h（A) Es:5h额定能量（W·h） 
a) 运行温度：20°℃～700℃； *） 相对湿度：5%~95%； C） 海拔高度：≤2000m。 
按照8.2.2进行试验，电池组中单体电池容量差异应不超出5A·h； *） 按照8.2.3进行试验，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直流内阻差异应不超出2mΩ； 按照8.2.4进行试验，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的库伦效率应大于98%； d） 按照8.2.5进行试验，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的能量效率应大于70%。 
a） 按照8.2.2进行试验，电池组中单体电池容量差异应不超出5A·h； *） 按照8.2.3进行试验，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直流内阻差异应不超出2mΩ： C） 按照8.2.4进行试验，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的库伦效率应大于98%； d） 按照8.2.5进行试验，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的能量效率应大于70%。 
I的额定电压宜为12V、24V、36V、48V、72V 
按照8.3.1.3进行试验，电池组的输出功率应不低于额 
a）过充电：电池组按照8.3.2.1进行试验，不应发生起火、**； *）过放电：电池组按照8.3.2.2进行试验，不应发生起火、**； c）短路：电池组按照8.3.2.3进行试验，不应发生起火、**； d）热失控扩散：电池组按照8.3.2.4进行试验，不应发生起火、**、热失控扩散。 
a）过充电：电池组按照8.3.2.1进行试验，不应发生起火、**； *）过放电：电池组按照8.3.2.2进行试验，不应发生起火、**； c）短路：电池组按照8.3.2.3进行试验，不应发生起火、**； d）热失控扩散：电池组按照8.3.2.4进行试验，不应发生起火、**、热失控扩散。 
5.2.8电气绝缘性能
电池组的端子、连接件等应进行绝缘处理，符合GB/T18384.3中第6章对触电防护方式的 款。 
且与电池管理系统接口宜采用CAN，支持CAN2 
5.2.10标识和标志
6.1温度管理系统功能
液态金属电池在高温下运行，为保证电池模组正常运行，需设立温度管理系统，其应具备以下功能： a）温度管理系统为电池组在一定温度下稳定运行提供热量，应至少包括加热装置、保温材料、控 制装置； *）温度管理系统应能检测保温系统内部、电池组内单体电池表面的温度； c）温度管理系统应具备温度失控时实时报警和故障保护功能： 
a）隔热板保温性能好，因此其导热率应在0.02～0.03W/mK的范围内； *）隔热板材质轻便，密度不高于300kg/m"； c）隔热板最高耐受温度不低于900℃； d）线收缩率（24h）
6.3温度管理系统性能要求
6.3.1首次稳定化时间
按照8.4.1进行试验，电池组温度管理系统首次稳定化时长不大于5h。 
6.3.3温度控制偏差
按照8.4.3进行试验，温度管理系统温度控制偏差不超过±5°℃ 
a）电池管理系统应能监测电池的电相关的参数信息，至少包括各单体电池及电池组的电压、回路 电流等参数； *）电池管理系统应能对电池的荷电状态（SOC）进行实时估算； c）电池管理系统应能对电池组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并可以根据具体故障内容进行相应的故障处 理，上报故障码、警示和保护等； d）电池管理系统应具有均衡管理功能，平衡电池组不同单体电池间的差异； e）电池管理系统应能与变流器和就地监控装置进行信息交互。 
交流电源额定电压为220V或380V，直流额定电源为110V或220V。 
按8.5.3.1进行试验，电池管理系统与电池相连的带电部件与壳体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 
按8.5.3.1进行试验T／CAMET05001-2020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抗风压防火门.pdf，电池管理系统 
7.2.3状态参数测量误差
a） ）单体电池电压采样周期为100ms； *）单体电压测量误差≤5mV±0.5%FS： C） 电池组电压采样精度±0.5%FS； d ）电池组电流测量误差+3%FS。 
按照8.5.3.2进行试验后，电池管理系统均衡电路低压侧电压不低于单体电池标称电压，高压侧电 压不低于电池组标称电压 
7.2.7SOC估算误差
湖北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 第7册 通风空调工程.pdfa） 电流测量装置：准确度不低于0.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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