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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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深圳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电

网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电气科学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新能电力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长园

深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欣旺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永泰数能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库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昆宇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布雷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布雷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怡勇、刘文锋、肖敏英、田杰、黄超、李媛红、李艳、周頔、杜进桥、钟隽、方

萍、赵利宏、张宇童、唐芬、李淳伟、尹芳辉、龚敏明、黄彧、黄勤河、李健盛、岳洪亮、周斌、石桥、

李微佳、杨忠亮、张艳辉、姜兆远、胡国平、李腾腾、齐绩、杨国威、王凯、李玉成、李晓彬、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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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接入配电网的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的总体要求、验收要求和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功率50 kW或额定容量50 kWh及以上的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的现场验收，其他类型

储能设备的现场验收可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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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5013.1 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T 5023.1 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9666—2019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

GB/T 34120 电化学储能系统储能变流器技术要求

GB/T 34131 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

GB/T 36276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GB/T 36548 电化学储能电站接入电网测试规程

GB/T 42726 电化学储能电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DL/T 2528—2022 电力储能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DL/T 2528—202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 lithium ion battery energy storage equipment

通过锂离子电池进行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的储能设备。

3.2

储能变流器 power conversion system

电力储能系统中能够进行整流或逆变，实现对电能存储设备充放电的功率变换设备。

3.3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监测电池的电、热等参数，具有相应的控制、保护和通信等功能的装置。

3.4

储能监控系统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of energy storage

以应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为基础,对储能设备进行实时监视与控制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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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辅助系统 auxiliary subsystem

储能设备中用于实现除电能存储、转换或释放外附加的特定功能的设备组合。

4 总体要求

4.1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内容包括资料验收、储能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储能变流器、储能

监控系统、电线电缆、辅助系统和设备性能，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表见附录 A。

4.2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原则上由建设单位组织实施，可自行或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单位进行

验收。

4.3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宜连续无故障运行 168 小时后依据本文件开展验收工作。

4.4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人员应熟悉锂离子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变流器等设备特性，具备

电气一、二次设计经验，熟悉本文件，掌握设备验收方法。

4.5 附录 A 中所有验收项目均通过验收后，储能设备则通过验收。

5 验收要求

5.1 资料验收

5.1.1 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应具有出厂检验报告和具有检测资质认定的机构出具的符合 GB/T

36276 的型式检验报告。

5.1.2 电池管理系统应具有出厂检验报告和具有检测资质认定的机构出具的符合 GB/T 34131 的型式检验

报告。

5.1.3 储能变流器应具有出厂检验报告和具有检测资质认定的机构出具的符合 GB/T 34120 的型式检验报

告。

5.1.4 储能监控系统应具有出厂检验报告和具有检测资质认定的机构出具的符合 GB/T 42726 的型式检验

报告。

5.1.5 消防火灾报警产品、变压器（如有）、负荷开关、断路器、熔断器应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型

式试验报告。

5.1.6 消防灭火介质产品应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型式试验报告。

5.1.7 储能设备所使用的电线电缆应采用阻燃电线电缆，阻燃性能不低于 GB/T 19666—2019 规定的 B 类

阻燃要求，并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5.1.8 储能设备厂家应提供完整的设备技术规范书、产品说明书或操作手册、设备电气一、二次图纸。

5.1.9 储能设备厂家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消防验收并出具消防检验报告。

5.2 储能电池

5.2.1 储能电池模块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铭牌、安全警示标识清晰可见、无破损；

b) 未见明显变形及锈蚀、无划痕、正负极无锈蚀、无电解液漏出，螺栓无缺失、无松动、无螺纹露

出；

c) 电池端子极性正确，正负极清晰标识，且极性与标识的极性相一致；

d) 高/低压线束金属部分无裸露，无明显破损；

e) 连接器无明显破损、松脱，如有锁扣，锁扣应正常在位并可靠锁定。

5.2.2 电池模块直流电压超过 60 V 时，应配置直流开断、保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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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电池簇回路应配置直流开断、保护设备。

5.2.4 储能设备应配置温控系统，储能设备充放电结束时同一电池簇单体温度极差不大于 6 ℃。

5.2.5 储能设备充电结束时同一电池簇单体电压极差不大于 250 mV；储能设备放电结束时同一电池簇单

体电压极差不大于 350 mV。

5.2.6 电池模块、电池簇通过绝缘性能检测。

5.3 电池管理系统

5.3.1 电池管理系统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外置式电池管理系统铭牌、标识清晰可见、无破损；

b) 通信及采样线连接可靠，无松动、脱落现象。

5.3.2 电池管理系统应满足以下通信要求：

a) 遥信：遥信信号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b) 遥测：遥测数据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c) 遥控：遥控功能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5.3.3 电池管理系统应设置管理员权限。

5.3.4 报警和保护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根据故障严重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其中：

1) 一级报警信息为需要立即停机或停电处理的报警信息；

2) 二级报警信息为需要立即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报警信息；

3) 三级报警信息为需要加强监视及一、二级报警复归的报警信息。

b) 电池管理系统具备电池过压、欠压、过流、漏电、绝缘等电量保护功能正常，以及过温、气体等

非电量保护功能正常，并能发出报警信号或跳闸指令，实施就地故障隔离。

5.4 储能变流器

5.4.1 储能变流器的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油漆电镀牢固、外观平整，无结构变形、剥落、锈蚀及裂痕等现象；

b) 机构面板平整，文字和符号要求清楚、整齐、规范、正确；

c) 铭牌、标志、标记完整清晰；

d) 开关操作灵活。

5.4.2 储能变流器外壳的防护等级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户内型储能变流器不低于 IP20；

b) 户外型储能变流器不低于 IP54。

5.4.3 储能变流器应具备启停机控制功能，能根据控制开关或指令实现储能变流器的启动和停机。

5.4.4 储能变流器与电池管理系统出现通信故障时，应能进入停机保护状态。

5.4.5 储能变流器与储能监控系统出现通信故障时，应能进入停机保护状态。

5.4.6 直流侧保护应包括过/欠压保护，过流保护、输入反接保护、短路保护、接地保护等。

5.4.7 交流侧保护应包括过/欠压保护，过/欠频保护、交流相序反接保护、过流保护、过载保护、过温

保护、相位保护、直流分量超标保护、三相不平衡保护。

5.4.8 储能变流器应通过外部保护接地导体可靠连接至安装场所的接地网络。

5.4.9 储能变流器应在交流端口配置浪涌保护器。

5.5 储能监控系统

5.5.1 储能监控系统应满足以下通信要求：

a) 遥信：遥信信号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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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遥测：遥测数据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c) 遥控：遥控功能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5.5.2 储能监控系统应采集储能系统公共连接点，并网点、储能变流器、电池管理系统、运行环境等设

备的模拟量、状态量、报警信息与保护动作及其他数据。

5.5.3 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实时和历史报警功能，宜按照级别、发生时间、恢复时间、设备、行为进行

显示和查询。

5.5.4 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手动/自动控制模式切换，手动模式下应具备启/停/复位、充放电功率调节、

紧急停机等控制功能，自动模式下应可灵活设置充放电时间和功率。

5.5.5 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参数设置功能，可通过能量管理系统设置变流器、电池管理系统报警阈值。

5.5.6 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对时功能，可通过协议对变流器、电池管理系统发送对时指令。

5.5.7 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权限管理，可根据用户权限采用分级管理，赋予用户不同的权限。

5.5.8 储能监控系统正常运行时中央处理器（CPU）平均负载率不超过 50 %；历史数据保存周期不少于 3

个月。

5.5.9 储能监控系统应能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BMS）上传的电压、电流、荷电状态（SOC）、功率、

温度、报警等信息。

5.6 电线电缆

5.6.1 储能设备配电用固定布线电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额定电压 450/750 V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线电缆，符合 GB/T 5013.1 电气安全的要求；

b) 额定电压 450/750 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电缆，符合 GB/T 5023.1 电气安全的要求。

5.6.2 储能电池直流母线线缆应为橙色线皮，并具有永久性正负极标识。

5.7 辅助系统

5.7.1 储能设备应具备防凝露措施，装设防爆型通风装置或泄压阀。

5.7.2 储能设备应至少配置电池模块、电池簇两级消防灭火系统，电池柜/舱内应至少设置可燃气体探测

器、温感探测器、烟感探测器等任意两种火灾探测器，每个电池模块可单独配置探测器，宜预留水消防接

口。

5.7.3 电池柜/舱外宜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画面保存时间不少于 7 天。

5.7.4 电池柜/舱内外连接的电缆通道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填塞密实。

5.8 设备性能

5.8.1 储能设备放电量应不小于设备技术规范书中约定的电量值。

5.8.2 储能设备额定能量效率应不小于设备技术规范书中约定的效率。

5.8.3 储能设备在额定功率运行时，在距离水平位置 1 m 处噪声应不大于 80 dB。

6 检测方法

6.1 电池单体温度、电压极差检测

6.1.1 以额定充电功率恒功率充电至电池簇的充电截止条件，静置 10 min，通过电池管理系统读取电池

单体电压极差、电池单体温度极差。

6.1.2 以额定放电功率恒功率放电至电池簇的放电截止条件，静置 10 min，电池管理系统读取电池单体

电压极差、电池单体温度极差。

6.2 绝缘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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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电池模块绝缘性能试验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a) 将待试验的电池簇与充放电装置连接；在（25±5）℃下静置 5h；以额定功率放电至电池模块放

电截止条件，静置 10min；以额定功率充电至电池模块充电截止条件，静置 10min；

b) 将电池模块的正极、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与绝缘耐压试验装置连接，关闭电池模块的绝缘电阻监

测功能；

c) 按表 1 施加试验电压，持续 1min，记录正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绝缘电阻、试验电压，断开绝

缘耐压试验装置与电池模块的连接；

d) 将电池模块的负极、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与绝缘耐压试验装置连接；

e) 按表 1 施加试验电压，持续 1min，记录负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绝缘电阻、试验电压，断开绝

缘耐压试验装置与电池模块的连接；

f) 分别计算正负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绝缘电阻和电池模块标称电压的比值。

表 1 绝缘电阻性能试验电压

试验样品充电截止电压（U）

V

试验电压

V

U<500 500

500≤U＜1000 1000

U≥1000 2500

6.2.2 电池簇绝缘性能试验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a) 将待试验的电池簇与充放电装置连接；以额定功率恒功率放电至电池簇放电截止条件，静置 10min；

以额定功率恒功率充电至电池簇充电截止条件，静置 10min；

b) 将电池簇的正极、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与绝缘耐压试验装置连接，关闭电池簇的绝缘电阻监测功

能；

c) 按表 1施加试验电压，持续 1min，记录正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绝缘电阻、试验电压，断开绝

缘耐压试验装置与电池簇的连接；

d) 将电池簇的负极、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与绝缘耐压试验装置连接；

e) 按表 1施加试验电压，持续 1min，记录负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绝缘电阻、试验电压，断开绝

缘耐压试验装置与电池簇的连接；

f) 分别计算正负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绝缘电阻和电池簇标称电压的比值。

6.3 电池管理系统报警和保护功能检测

按照电池管理系统提供的报警信息,根据各参数当前实际运行值，在电池管理系统或储能监控系统操

作界面调整至满足触发条件的一级、二级、三级报警越限值，观察电池管理系统和储能监控系统是否出现

相应的报警信息，并且储能设备满足5.3.4的保护要求。

6.4 储能变流器通信故障检测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储能变流器通信故障检测：

a) 设置储能变流器运行模式为放电模式或充电模式，储能变流器进入充电或放电状态；

b) 手动断开储能变流器与电池管理系统/储能监控系统之间的连接，模拟通信故障；

c) 记录储能变流器运行状态和报警信息；

d) 核对储能变流器是否具备通信故障报警与停机保护功能。

6.5 放电量检测



DB4403/T 538—2024

6

储能设备放电量检测应符合GB/T 36548的有关规定或在储能系统稳定运行且处于额定功率放电条件下，

按以下步骤进行：

a) 以额定功率充电至充电终止条件时停止充电；

b) 以额定功率放电至放电终止条件时停止放电，以包含辅助用电的储能设备交流侧并网点作为测量

点，记录本次放电过程中储能设备的放电量 E；

c) 重复 a)～b)步骤两次，分别记录每次循环放电量 E1、E2、E3；

d) 按照式（1）计算其平均值，记 Ed为储能设备的放电量。

E� = �1+�2+�3

3
······················································ (1)

式中:

E1——第 1 次循环的放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E2——第 2 次循环的放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E3——第 3 次循环的放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Ed——储能设备的放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6.6 额定能量效率检测

储能设备额定能量效率检测应符合GB/T 36548的有关规定或在储能系统稳定运行且处于额定功率放电

条件下，按以下步骤进行：

a) 以额定功率放电至放电终止条件时停止放电；

b) 以额定功率充电至充电终止条件时停止充电。以包含辅助用电的储能设备交流侧并网点作为测量

点，记录本次充电过程中储能设备的充电量 Ec；

c) 以额定功率放电至放电终止条件时停止放电。以包含辅助用电的储能设备交流侧并网点作为测量

点，记录本次放电过程中储能设备的放电量 Ed；

d) 重复 a)～c)步骤两次，分别记录每次循环充电量 Ec1、Ec2、Ec3，以及放电量 Ed1、Ed2、Ed3；

e) 按照式（2）计算能量转换效率。

η = 1
3

( ��1
��1

+ ��2
��2

+ ��3
��3

) × 100%··········································(2)

式中:

η——能量转换效率；

Ec1——第 1 次循环的充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Ec2——第 2 次循环的充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Ec3——第 3 次循环的充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Ed1——第 1 次循环的放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Ed2——第 2 次循环的放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Ed3——第 3 次循环的放电能量,单位为瓦时(W·h)。

6.7 噪声检测

按照 GB 12348—2008 第 5 章和 GB 3096—2008 第 6 章的规定进行噪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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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表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表见表A.1。

表 A.1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表

序号 验收项目 验收要求 验收方式 验收结论 说明

1 资料验收

1.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簇应具有出厂检验报告和

具有检测资质认定的机构出具的符合 GB/T 36276 的型式

检验报告。

2.电池管理系统应具有出厂检验报告和具有检测资质认

定的机构出具的符合 GB/T 34131 的型式检验报告。

3.储能变流器应具有出厂检验报告和具有检测资质认定

的机构出具的符合 GB/T 34120 的型式检验报告。

4.储能监控系统应具有出厂检验报告和具有检测资质认

定的机构出具的符合 GB/T 42726 的型式检验报告。

5.消防火灾报警产品、变压器（如有）、负荷开关、断

路器、熔断器应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型式试验报告。

6.消防灭火介质产品应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型式试

验报告。

7.储能设备所使用的电线电缆应采用阻燃电线电缆，阻

燃性能不低于 GB/T 19666—2019 规定的 B类阻燃要求，

并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8.储能设备厂家应提供完整的设备技术规范书、产品说

明书或操作手册、设备电气一、二次图纸。

9.储能设备厂家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消防验

收并出具消防检验报告。

资料检查
通过□

不通过□

2 储能电池

1.储能电池模块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

a）铭牌、安全警示标识清晰可见、无破损；

b）未见明显变形及锈蚀、无划痕、正负极无锈蚀、无电

解液漏出，螺栓无缺失、无松动、无螺纹露出；

c）电池端子极性正确，正负极应清晰标识，且极性与标

识的极性相一致；

d）高/低压线束金属部分无裸露，无明显破损；

e）连接器无明显破损、松脱，如有锁扣，锁扣应正常在

位并可靠锁定。

目视
通过□

不通过□

2.电池模块直流电压超过 60 V 时，应配置直流开断、保

护设备。
目视、资料检查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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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表（续）

序号 验收项目 验收要求 验收方式 验收结论 说明

2 储能电池

3.电池簇回路应配置直流开断、保护设备。 目视、资料检查
通过□

不通过□

4.储能设备应配置温控系统，储能设备充放电

结束时同一电池簇单体温度极差不大于

6 ℃。

电池单体温度检测：

1.以额定充电功率恒功率充电

至电池簇的充电截止条件，静

置 10 min，通过电池管理系统

读取电池单体温度极差；

2.以额定放电功率恒功率放电

至电池簇的放电截止条件，静

置 10 min，电池管理系统读取

电池单体温度极差。

通过□

不通过□

5.储能设备充电结束时同一电池簇单体电压

极差不大于 250 mV；储能设备放电结束时同

一电池簇单体电压极差不大于 350 mV。

电池电压极差检测：

1.以额定充电功率恒功率充电

至电池簇的充电截止条件，静

置 10 min，通过电池管理系统

读取电池单体电压极差；

2.以额定放电功率恒功率放电

至电池簇的放电截止条件，静

置 10 min，电池管理系统读取

电池单体电压极差。

通过□

不通过□

6.电池模块、电池簇通过绝缘性能检测。

绝缘性能检测：

1.按 6.2.1 进行电池模块绝缘

性能检测；

2.按 6.2.2 进行电池簇绝缘性

能检测。

通过□

不通过□

3
电池管理系

统

1.电池管理系统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

a）外置式电池管理系统铭牌、标识清晰可见、

无破损；

b）通信及采样线连接可靠，无松动、脱落现

象。

目视
通过□

不通过□

2.电池管理系统应满足以下通信要求：

a）遥信：遥信信号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

过 5s；

b）遥测：遥测数据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

过 5s；

c）遥控：遥控功能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

过 5s。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3.电池管理系统应设置管理员权限。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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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表（续）

序号 验收项目 验收要求 验收方式 验收结论 说明

3
电池管理系

统

4.报警和保护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根据故障严重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其中：

一级报警信息为需要立即停机或停电处理的报警信

息；二级报警信息为需要立即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报

警信息；三级报警信息为需要加强监视及一、二级报

警复归的报警信息；

b）电池管理系统具备电池过压、欠压、过流、漏电、

绝缘等电量保护功能正常，以及过温、气体等非电量

保护功能正常，并能发出报警信号或跳闸指令，实施

就地故障隔离。

按 6.3 进行电池管理系统

报警和保护功能检测。

通过□

不通过□

4 储能变流器

1.储能变流器的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

a）油漆电镀牢固、外观平整，无结构变形、剥落、

锈蚀及裂痕等现象；

b）机构面板平整，文字和符号要求清楚、整齐、规

范、正确；

c）铭牌、标志、标记完整清晰；

d）开关操作灵活。

目视
通过□

不通过□

2.储能变流器外壳的防护等级应满足下列要求：

a）户内型储能变流器不低于 IP20；

b）户外型储能变流器不低于 IP54。

资料检查
通过□

不通过□

3.储能变流器应具备启停机控制功能，能根据控制开

关或指令实现储能变流器的启动和停机。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4.储能变流器与电池管理系统出现通信故障时，应能

进入停机保护状态。

储能变流器通信故障检测：

1.设置储能变流器运行模

式为放电模式或充电模式，

储能变流器进入充电或放

电状态。

2.手动断开储能变流器与

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连接，

模拟通信故障。

3.记录储能变流器运行状

态和报警信息。

4.核对储能变流器是否具

备通信故障报警与保护功

能。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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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表（续）

序号 验收项目 验收要求 验收方式 验收结论 说明

4 储能变流器

5.储能变流器与储能监控系统出现通信故障时，应

能进入停机保护状态。

储能变流器通信故障检

测：

1.设置储能变流器运行模

式为放电模式或充电模

式，储能变流器进入充电

或放电状态。

2.手动断开储能变流器与

储能监控系统之间的连

接，模拟通信故障。

3.记录储能变流器运行状

态和报警信息。

4.核对储能变流器是否具

备通信故障报警与保护功

能。

通过□

不通过□

6.直流侧保护应包括过/欠压保护，过流保护、输

入反接保护、短路保护、接地保护等。
资料检查、目视

通过□

不通过□

7.交流侧保护应包括过/欠压保护，过/欠频保护、

交流相序反接保护、过流保护、过载保护、过温保

护、相位保护、直流分量超标保护、三相不平衡保

护。

资料检查、目视
通过□

不通过□

8.储能变流器应通过外部保护接地导体可靠连接

至安装场所的接地网络。
目视

通过□

不通过□

9.储能变流器应在交流端口配置浪涌保护器。 目视
通过□

不通过□

5
储能监控系

统

1.储能监控系统应满足以下通信要求：

a）遥信：遥信信号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b）遥测：遥测数据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c）遥控：遥控功能正常且采集刷新频率不超过 5s。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2.储能监控系统应采集储能系统公共连接点，并网

点、储能变流器、电池管理系统、运行环境等设备

的模拟量、状态量、报警信息与保护动作及其他数

据。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3.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实时和历史报警功能，宜按

照级别、发生时间、恢复时间、设备、行为进行显

示和查询。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4.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手动/自动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模式下应具备启/停/复位、充放电功率调节、

紧急停机等控制功能，自动模式下应可灵活设置充

放电时间和功率。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5.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参数设置功能，可通过能量

管理系统设置变流器、电池管理系统报警阈值。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6.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对时功能，并可通过协议对

变流器、电池管理系统发送对时指令。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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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用户侧锂离子电池储能设备验收表（续）

序号 验收项目 验收要求 验收方式 验收结论 说明

5
储能监控系

统

7.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权限管理，可根据用户权限

采用分级管理，赋予用户不同的权限。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8.储能监控系统正常运行时 CPU 平均负载率不超

过 50 %；历史数据保存周期不少于 3个月。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9.储能监控系统应能接收并显示电池管理系统

（BMS）上传的电压、电流、荷电状态（SOC）、功

率、温度、报警等信息。

功能检查
通过□

不通过□

6 电线电缆

1.储能设备配电用固定布线电缆，应符合以下要

求：

a）额定电压 450/750 V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线电缆，

符合 GB/T 5013.1 电气安全的要求；

b）额定电压 450/750 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电缆，符合 GB/T 5023.1 电气安全的要求。

2.储能电池直流母线线缆应为橙色线皮，并具有永

久性正负极标识。

目视、资料检查
通过□

不通过□

7 辅助系统

1.储能设备应具备防凝露措施，装设防爆型通风装

置或泄压阀。
目视

通过□

不通过□

2.储能设备应至少配置电池模块、电池簇两级消防

灭火系统，电池柜/舱内应至少设置可燃气体探测

器、温感探测器、烟感探测器等任意两种火灾探测

器，每个电池模块可单独配置探测器，宜预留水消

防接口。

目视、资料检查
通过□

不通过□

3.电池柜/舱外宜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画

面保存时间不少于 7 天。
目视、资料检查

通过□

不通过□

4.电池柜/舱内外连接的电缆通道应采用防火封堵

材料填塞密实。
目视

通过□

不通过□

8 设备性能

1.储能设备放电量应不小于设备技术规范书中约

定的电量值。

按 6.5 进行储能设备放电

量检测。

通过□

不通过□

2.储能设备典型工况循环能量转换效率应不小于

设备技术规范书中约定的效率。

按 6.6 进行能量转换效率

检测。

通过□

不通过□

3.储能设备在额定功率运行时，在距离水平位置 1

m 处噪声应不大于 80 dB。

按照 GB 12348—2008 第 5

章和 GB 3096—2008 第 6

章的规定进行噪声检测。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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