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中汽协会《复合集流体熔断特性测试方法》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1、立项背景

我国新能源电池行业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对锂电安全性能和轻量

化要求越来越高，代替传统铜箔和铝箔的复合集流体应运而生。复合集流体相较

于传统集流体，在安全性、能量密度、成本上（放量后）有较大优势。安全性好。

普通集流体穿刺时会产生大尺寸毛刺，造成内短路，且由于集流体尚未熔化，无

法阻挡电流传递，易造成热失控。而复合集流体中间的绝缘基材具有阻燃特性，

且其金属导电层较薄，短路时引起的温度升高阶段，将导致绝缘层熔断或者鼓胀，

导电层变得不连续，所以电阻迅速增大，电流迅速降低，抑制了焦耳热的产生，

从而可以有效降低因电池内短路所引起的局部温度迅速增加，降低锂离子电池着

火以及爆炸方面的风险。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复合集流体会如保险丝般熔断，使

得短路电流大幅减小，温度升高幅度小，电池损坏仅局限于刺穿位点形成“点断

路”，快速融化从而不进一步传导电流，最终阻止电芯燃烧，防止热失控。复合

集流体能够在锂离子电池受热时熔断，切断活性物质与集流体的接触，从而切断

导电通路避免进一步热失控，起到短路时的熔断保护作用，保护电池包电池，避

免起火爆炸。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以及换电模式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提高电池的安全

性和轻量化，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提高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成为了行业

中的重要命题。相应的复合集流体在提高以上两方面性能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对

复合集流体的熔断特性进行评价，得到不同结构设计的复合集流体的熔断特性，

对指导复合集流体的结构优化尤为重要。

复合集流体是一种应用于锂电池中的新兴材料，截至目前，仍未有相关的企

业或机构开展复合集流体熔断特性测试标准制定与评价工作。国外也未见复合集

流体熔断特性测试相关标准，未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2、任务编号

该文件编号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汽协函字[2023]508 号，名称为关于《智



能网联汽车视频图像数据标注技术方法》等 22 项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函。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安迈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尼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北京聚睿众邦科技有限公司。任务分工见表1。

表 1任务分工

单位 主要工作

安迈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标准文件组织、起草、修订等

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草案讨论、修订

尼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标准草案讨论，并提供相应数据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标准草案讨论，并提供相应数据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 标准草案讨论，并提供相应数据

北京聚睿众邦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草案讨论，并提供相应数据

（三）标准研讨情况

2023年3月，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开始行业背景调研和相关资料收集，完成

标准立项建议书编写；

2023年5月26日，在汽车动力电池专业委员会2023年标准立项工作会议上，

通过标准立项答辩，完成标准立项；

2023年6-8月，进行标准草案编写及相关试验数据测试，并召开网络会议，

请相关起草单位参与讨论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23年10月-2024年1月，完成草案修订及编制说明，召开工作组研讨会，形

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年2-3月，根据征求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形成报批稿；

202年4-5月，向联盟提交报批稿，组织审定评审会，并根据意见修订形成报

批稿；

2024年6-8月，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发布标准。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制定的原则

(1) 严格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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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相关要求进行了编写；

(2) 与相关标准和法规协调一致的原则；

(3) 结合行业发展和市场实际情况以及标准的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有6个部分，包括范围、术语和定义、测试原理、测试

过程和数据处理、测试报告。其中：

(1) 范围：本部分规定了复合集流体熔断特性的制样和测试方法。其他金属

与高分子组成的复合集流体可参照执行。

(2) 术语和定义：本部分提出了以下术语：复合集流体、熔断特性、熔断电

流、熔断时间、熔断温度和安全电流，并对术语分别做了定义。

(3) 测试原理：将试样两端分别固定在夹具上，可选测试条件有：通恒流电、

针刺或者挤压装置、针刺或者挤压装置通脉冲电流，随着复合集流体表面金

属层携带电流密度越来越高，造成试样发热，当温度超出材料承受的极限温

度时，试样将发生熔断，经测试设备传感器采集得到电流、时间和温度数据。

(4) 测试过程：本部分规定了设备要求、测试环境、样品制备和测试步骤。

(5) 数据处理：本部分规定了每组试样个数不少于5个，试样结果以算数平均值

表征。安全电流和熔断电流、熔断时间、熔断温度的单位。

(6) 测试报告：本部分规定了测试报告应包含的内容。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未参考国外标准。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经过与团体标准参与企业进行腾讯会议线上讨论，参与企业积极反馈，确定

了以下关键指标。

（1）设备精度要求需满足：

—熔断测试仪配针刺、挤压装置和热电偶；

—电流传感器精度：±0.1%；

—稳压精度：≤0.2%

—时间传感器精度：0.001S；

—热电偶精度：±0.1℃；



—压力传感器精度：±0.1N。

（2）出特护试验应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15%~90%的环境中进行，

可得出不同金属层厚度的复合集流体熔断特性值，测试结果重复性较高。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未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违背的地方。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在相关的行业会议上进行宣贯。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