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汽协会《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近些年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特别是纯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噪音低、能源利用

率高、能源消耗低、零排放等优点充分显现。但同时也暴露出汽车电池充电时间长，固

定式电池箱不便于日常维护、更换，发生紧急情况时、特别是遇到电池着火时，只能任

由其烧毁等问题。

通过对目前市场上动力电池固定方式分析，绝大多数使用固定式的电池安装方式，

为解决固定式电池的问题，相关企业也提出了快速解脱的电池箱方案，原理就是在电池

突发情况时驾驶员能够快速将问题电池从车辆上分离出来，从而减少对财产和人员的伤

害。

虽然该方法同样是被动的处理，但在现阶段没有对电池热失控进行有效管理的技术

瓶颈下，相较加装灭火装置和加装防火隔层两种方法，该方法是较优的处置方案，所以

应该广泛进行推广应用。

市场上有多家企业提出过动力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类似方案，但很多因设计理念和

结构形式的局限，实际不能真正实现快速解脱和更换，没有真正解决固定式电池带来的

问题。

基于上述现实意义，通过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并通过相关标准的建立，能够

规范相关产品的技术性能指标，保证市场的良好应用。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辉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中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邯郸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聊城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格力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上海琥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辉程动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牵头标准初稿编制，负责组织参与单位专家开展标准

研讨，负责开展第 1版修订工作并形成修订文件，负责开展验证并形成验证意见汇总，

负责开展第 2版修订工作并形成修订文件，负责第 2版修订文件的企业应用并形成意见

汇总，完成终版并发布。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初稿研讨，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协助完成标准文件的修订、验证

及发布工作。

（三）标准研讨情况

本标准研讨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确定标准框架和内容：在研讨初期，需要确定标准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明

确标准的目标和定位。这包括标准规划、首先制定的标准项目即电动客车动力蓄电池快

速脱离装置技术及使用要求、标准主要要求。

b）收集和分析国内相关标准：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需要收集和分析国内相关的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标准，了解其优点和不足。通过对比分析，可以为制



定更加科学、合理、可行的测试评价规范提供参考。

c）讨论和确定标准第 1部分 总则和第 2部分电动客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技

术及使用要求：在研讨过程中，需要讨论和确定标准第 1部分的系列标准的规划、标准

制定的原则，需要讨论和确定标准第 2部分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使用要求、试验要

求等。

d）汇总意见和建议：在研讨过程中，组织桩企及运营商讨论，将各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进行汇总，形成完整的研讨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和

协商，以求达成共识。

e）形成标准草案：根据研讨成果，形成标准草案。标准草案应该明确、具体，具

有可执行性。在形成标准草案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条理性，确保标

准的内容能够被准确理解和执行。

f）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将标准草案向相关机构和专家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

行修改和完善。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反复进行，直到标准草案达到较为完善的状态。

g）评审和发布：组织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评审，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

用性。经过评审通过后，可以发布该团体标准，供相关机构和人员使用和参考。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编制原则

a）规范性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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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b）按车型制定原则：因为不同应用车型对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应用有不同的要

求，所以本标准按照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应用的车型种类进行标准制定。

c）广泛征求意见原则：工作组内企业对修订内容进行多次征求意见，并在会上充分讨

论。

主要内容

本文件对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第 1 部分 总则、第 2 部分电动客车

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技术及使用要求进行了规定 ，包括对系列标准的制定原则、

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作用、电动客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技术要求、使用

要求、试验验证等。

a）对系列标准的制定原则、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作用，具体参照本系列标

准《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第 1部分：总则。

b）对电动客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技术要求、使用要求、试验验证等规定。

具体参照本系列标准《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第 2部分：电动客车动力蓄

电池快速脱离装置技术及使用要求。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国外尚未发布此类标准，在国际上无对比对象。

四、 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起草牵头单位依据标准文件对北京辉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测试样件



进行测试，情况如下：

a） 快速脱离功能要求

本《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第 2部分《电动客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

置技术及使用要求》草案装第 6.1条规定“电池快速解脱装置应由人力或机械力实现快速插

合和解脱，无手动逐一插拔的连接器；在正常情况下，电池快速脱离装置从车辆系统中完全

分离开（电池包所有部分离开车体）的时间不应超过 10s”。本要求是电池安装和日常维护

时可以利用快速脱离功能实现操作的便利性，相关指标通过样件进行测试，实际时间为 4s。

图1 快速脱离功能测试

b）远距离应急解脱功能要求

本《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第 2部分 电动客车草案装第 6.2条规定“发

生紧急情况时，要求单人可以通过适当工具（或通过相关控制系统）实现远距离（距离电池

快速脱离装置正面垂直距离≥1m）解脱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电池快速脱离装置从车辆系统中

完全分离开（电池包所有部分离开车体）的时间不超过 15s。”本要求是为了应对电池突发

情况时的快速处置需求。相关指标通过实车样件进行测试，实际时间为 13s。



图 2 远距离应急解脱功能测试

c） 电连接器要求

本《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第 2部分《电动客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

置技术及使用要求》草案装第 7.4.1条规定了电连接器的相关要求，整体上的要求按现行相

关电连接器相关标准进行，对于为了实现快速脱离而增加的特殊要求进行了明确，比如温度

监测功能、导向浮动功能、拉脱力。

d）液冷连接器

本《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置》的第 2部分《电动客车动力蓄电池快速脱离装

置技术及使用要求》草案装第 7.4.2条规定了液冷连接器的相关要求，目前大部分电池是液

冷形式，所以对实现快速脱离的液冷连接器进行了要求，关注点在连接器的插拔力（不超过

200N）、泄漏量（液冷连接器阳、阴接头连接后或分离后，不允许有渗漏；连接器阳、阴

接头连接或分离时，连接或分离泄漏量不大于 2ml/次）、流阻（液冷连接器进出水口压降

应小于等于 0.25bar）、气密性（液冷连接器进出水口压降应小于等于 0.25bar）、IP 等级

（液冷连接器应满足 IP68 及 IPXXB 等级）。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a）内容的一致性：本标准的内容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保持一致，不

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b）标准的更新和维护：随着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发展，本标准可能需要不断更新和

维护。在此过程中，本标准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最新要求保持一致。

c）制定程序的透明度：本标准的制定程序始终保持透明度，充分吸收各方意见，

确保标准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政府监管部门和行业对电动汽车充电场站设施及场站服务能力等相关技

术能力进行评价的团体标准。

本标准发布后的宣贯实施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完善标准化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的标准化管理机构，明确职责，制定合理的工

作计划和目标，确保标准的贯彻实施。

b）加强标准培训：加强标准培训，提高企业的标准化意识和能力，使企业能够自

觉地遵守标准，执行标准。

c）强化标准执行：在生产、管理、经营等各个环节中，要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执行，

确保标准的贯彻实施。

d）持续改进：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

进行改进，不断提高标准的执行效果。

e）引入第三方认证：通过引入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企业的标准化工作进行认证，可

以提高标准的知名度和信公信力，同时也可以促进企业不断改进和提高标准的执行效果。

f）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加强宣传教育，使企业充分认识到标准的重要性和作用，增

强员工的标准化意识。

g）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可以提高行业

协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标准。

h）加强协作配合：在贯彻执行标准的过程中，行业组织和企业之间要加强协作配

合，形成合力，确保标准的贯彻实施。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