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广东省能源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书

项目名称 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

英文译名 Code For Risk Assessment of Thermal Runaway Fires in Energy Storage Systems

制定或修订 ☑ 制定 □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

标准属性 □ 产品 ☑ 规范 计划起止时间 2024.1.1-2024.10.30

项目提出单位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广东南海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季华东路 33号 2座 13-15层

联 系 人：郑瑞春 职 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13702961519 电子邮箱：13702961519@139.com

目的﹑意义或

必要性

1.目的：

（1）安全保障。该评估能有效识别和评估电化学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

的潜在危险，确保系统的安全性，旨在预防事故发生，保护人员安全，并尽

量减少财产损失。

（2）风险识别。评估有助于识别与电化学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相关的

具体风险和脆弱性，包括分析电池化学特性、设计缺陷、操作条件和外部影

响等因素，以了解可能导致火灾事件的因素。

（3）缓解策略。通过了解涉及的风险，评估促进制定有效的缓解策略

和预防措施。它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实施适当的安全协议、火灾抑制系统和应

急响应计划，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热失控火灾的影响。

2.意义：

（1）行业最佳实践。该评估促进采纳行业最佳实践和从过去事件中吸

取的教训。它鼓励知识分享、合作和在电化学储能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运营

中不断改进，以减少与火灾相关的风险。

（2）公众信心：通过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增强公众对电化学储能系

统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信心。这表明了积极管理风险的承诺，并防范潜在的灾

难，从而建立投资者、客户和公众之间的信任。

3.必要性：

法规合规性。许多法域要求对储能系统进行风险评估，作为监管框架的

一部分。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确保符合适用的安全标准、规范和法规，避免

法律问题和处罚。

总体而言，电化学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危险性评估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评

估、缓解和管理与火灾相关的风险。它旨在增强安全性，遵守法规，并建立

对储能技术可靠运行的信任。



适用范围和

主要技术内容

1.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适用于各种应用场景中的

电化学储能系统，包括多种电池类型，如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铅酸(碳)

电池等。

2.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电化学储能系统分析：对储能系统的整体结构、组件特性、工作

原理进行分析和了解，包括电池模块/组、电池管理系统（BMS）、电池包装

和连接方式等。

（2）热失控火灾机理：研究和分析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的形成机理、

扩展过程和影响因素，包括过充、过放、高温、外部损伤等。

（3）热失控火灾风险识别：通过评估储能系统的设计参数、操作条件、

环境因素、设备状况等，结合上述研究分析的结论，识别潜在的热失控火灾

风险点和脆弱性。

（4）热失控火灾风险评估：基于风险识别，安全设计和措施、应急响

应、监测和维护措施进行定量或定性评估，确定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的概率、

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1.国内情况：在中国，随着储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扩大，对储能系

统热失控火灾危险性评估的需求逐渐增加。一些相关标准化组织、行业协会

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了相关研究和标准制定工作。例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发布了一些指南和规范，涵盖了储能系统火

灾风险评估的内容。此外，一些储能系统制造商和工程公司也在其设计和建

设过程中重视热失控火灾的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2.国际情况：国际上，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危险性评估同样备受关注。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标准化组织、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都在进行相关研究和标

准制定工作。例如，美国国家消防保护协会（NFPA）发布了 NFP



（4）火灾风险评估方法：调研火灾风险评估的方法论、指标和工具，

如定性评估、定量分析和风险矩阵等。研究火灾起源概率、扩散路径、热释

放速率以及火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防火措施和安全设计：调查储能系统的火灾防护措施，如温度监

测、气体检测、消防设备等。了解适用的设计标准和指南，如 NFPA 855（美

国）和 IEC 62619（国际），以确保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和防火能力。

（6）应急响应和灭火策略：调研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的应急响应程序

和灭火策略，包括报警、疏散、灭火剂选择等。研究不同灭火系统的适用性，

如液氮抑爆灭火系统、喷淋系统等。

（7）监测和维护：调查火灾监测和预警系统，如烟雾探测器、温度传

感器等。研究定期维护和检查要求，以确保监测设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2. 大纲

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危险性评估的大纲，用于评估和识别储能系统在热

失控状态下可能发生的火灾风险：

（1）引言：

说明热失控火灾危险性评估的目的和重要性。

概述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的潜在危害和影响。

（2）范围

（3）规范性引用文件

（4）术语和定义

（5）储能系统描述：

描述正在评估的储能系统类型、规模、技术和设计特点。

包括电池类型、容量、构造、放置方式等信息。

（6）火灾机理：

解释热失控火灾的起因、机制和扩展过程。

分析储能系统在过热、过充电、短路等情况下可能导致火灾的原因和路

径。

（7）火灾风险评估方法：

介绍火灾风险评估的方法论、指标和工具。

包括定性评估和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

（8）火灾风险因素：

确定影响储能系统火灾风险的关键因素。

包括电池参数、温控系统、运行条件、环境条件等因素。

（9）火灾起源概率评估：

评估储能系统发生热失控火灾的起源概率。

考虑到电池故障率、控制系统失效、操作人员失误等因素。

（10）火灾传播路径分析：

分析火灾在储能系统内部和周围环境中的传播路径。

考虑电池排列方式、防火隔离措施等因素。

（11）火灾后果评估：

评估储能系统火灾可能导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和环境影响。

考虑火灾扩展速率、热辐射、毒性气体排放等因素。

（12）风险控制措施评估：



评估减少火灾风险的方案和控制措施。

包括设计、安装消防设备、培训人员等措施。

（13）应急响应和灭火策略评估：

评估储能系统热失控火灾的应急响应程序和灭火策略。

包括报警、疏散、灭火剂选择等方面的指导策略。

（14）监测和维护评估：

评估储能系统火灾监测和维护的策略。

包括温度传感器、烟雾探测器、定期检查等要求。

3. 规范编制计划

（1）确定需求：明确规范项目的目标、范围和适用对象，并明确项目

的背景和意义。 计划 1个月时间完成

（2）调研与分析：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标准、规范进行调研和比对分

析，了解现有情况和发展趋势。 计划 1个月时间完成

（3）制定框架：确定规范的整体结构和章节内容，编写标准的导则和

范围。 计划 1个月时间完成

（4）技术编写：根据评估要求及流程，编写具体的技术要求、测试方

法、安全管理等章节内容。 计划 3个月时间完成

（5）征求意见：将初稿或草案提交给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和利益相

关者征求意见和反馈。 计划 1个月时间完成

（6）修订和完善：根据意见反馈进行修订和完善，形成最终的标准文

件。 计划 1个月时间完成

（7）规范发布：经过审定和批准后，将标准发布，并进行推广和应用。

计划 3个月时间完成

4.人员组成

广东南海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深圳研究院、燔石高

端装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深圳赛瑞多科技有限公司等。

5.初稿编制情况

已经开始初稿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