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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伦晟汽车产业研究院，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牛鹏、许广益、许亚仙、傅浚洪、李维时、王敏、许智嘉、黄宇。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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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动力电池安全存放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动力电池安全存放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存放前准备、存放要求、废旧及故障电

池特殊要求、应急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能源动力电池安全存放的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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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6.1  爆炸性环境第1部分:设备通用要求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堆放（填埋）场 

GB 19432  危险货物大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6493  电池废料贮运规范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4570.1-2017  电动工具用可充电电池包和充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电池包的安全 

GB 3803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T 38698.1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管理规范 第1部分：包装运输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XF 1131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公消〔2015〕301号） 

3 术语及定义 

GB/T 1959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新能源动力电池  new energy power battery 

以电能作为驱动能量向工具进行供应的能量贮存装置，区别于以常规燃料作为动力来源的驱动装置。 

3.2  

电池包  battery pack 

电池组、电池管理（控制）和壳体的组合。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shjbh/xgbzh/201705/W0201705113324908490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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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4570.1-2017,定义3.3] 

3.3  

电池模块  battery module 

将一个以上电池单体按照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并作为电源使用的组合体。 

[GB 38031-2020,定义3.2] 

4 存放前准备 

4.1 存放信息确认 

电池存放方应向电池托运方获取动力电池运输需求信息单，信息单上至少应包括电池编码、电池类

型、电池SOC（电池荷电状态）、规格尺寸、电池数量、电池来源、电池去向企业等信息，保留信息单

三年备查。如属于故障电池包，还应包括电池包故障等级、故障描述等关键信息。 

4.2 电池接收管理 

电池存放方应建立电池接收标准，对照标准进行验货收货，并做好出入库记录，出入库登记表见附

录A。电池接收标准至少包括如下项目： 

a) 动力电池运输需求信息单； 

b) 对电池外观进行检查，确认电池包、模组的包装符合出厂厂家要求，且无破损、无变形、无漏

液等； 

c) 是否有一级和二级故障等级的电池包； 

d) 核验电池包电量是否低于 30%； 

e) 检测电池温度是否低于 40 ℃。 

4.3 安全风险判定 

4.3.1 电池存放方和电池托运方共同按双方认可的技术标准对故障电池包安全风险等级进行判定并记

录，至少分为高危电池包和普通故障（废旧）电池包。 

4.3.2 以下情况可直接判定为高危电池包： 

a) 现场测量发现电池表面温度＞40 ℃或电池电量＞50%； 

b) 电池包外观有磕碰、变形、破损、腐蚀、漏液等明显外伤； 

c) 现场检测发现绝缘不良，且技术确认包内故障； 

d) 存在冒烟现象，或曾起过火、有起火痕迹； 

e) 超过出厂家规定的其他安全限制条件。 

4.3.3 被判定为高危电池包的，不得直接包装、运输及存放，必须先对电池包进行预处理，做好防护

措施并记录，达到电池存放方和电池托运方双方认可的技术条件后方可进行包装、运输及存放。 

4.3.4 故障电池包安全风险等级判定流程、要求及高危电池包预处理的方法可参照 GB/T 38698.1 的规

定执行。 

5 存放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贮存单位应按照设计单位划定的堆装区域线独立设置电池贮存场所，贮存场所面积应不低于 10 

平方米。贮存场所的布局、贮存类别及核定的最大贮存量不应擅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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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贮存场所应配套搬运工具、温湿度监测控制装置、贮存货架、通讯、照明、消防安全设备等基

础设施，并具有环保防范设施，如废液收集装备、废水处理系统。贮存高危电池包的贮存场所还应配置

放电柜、应急盐水池、防爆箱等专业设施。 

5.1.3 贮存场所应有明显标记划分货物堆存区和人员行走的安全路线，应依据货物类别按 GB 15562.1 

的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如禁止烟火、禁止吸烟等。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布置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并应保持畅通。贮存场所内不应设置员工宿舍。 

5.1.4 贮存场所地面应硬化并做防渗漏、放静电处理等。 

5.1.5 电池应存放在独立的贮存场所，周围严禁堆放可燃物和易燃物，与周边建筑防火间距应满足 GB 

50016 的要求，贮存场所应不低于丙类要求，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成品库的电池应按照不同的品质状

态分区存放，配备良好的防排烟系统，且有故障连锁报警装置。 

5.1.6 电池、电池包、电池模块应独立贮存，在货架上进行整齐摆放，不得堆放过高。货架层数一般

不超过 3 层，贮存后总高度不得超过 1.8 m。不得与其他货物、废物混合，不得侧放、倒放，不得直接

堆叠。货架及其他存放设施应使用不燃烧材料制作，并采用防静电措施。 

5.1.7 电池应存放在干净、通风、阴凉的环境中，贮存场所远离水源、热源，避免日照、潮湿、高

温、灰尘、腐蚀性气体、剧烈震动、机械冲击和重压等状况。 

5.1.8 电池使用现场应配置事故电池处理桶及消防设施，工作结束后应将车间内的电池回收到安全区

域存放。 

5.1.9 应对照 GB 38031 的要求定期检查电池单体、电池包、电池模块的安全性能。落实 1 次/天的防

火巡查，夜间防火巡查每 2 h 一次，并做巡查记录。如发现有安全、环保等隐患应及时采取措施处置。 

5.2 岗位要求 

5.2.1 贮存单位应配备必要的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应经过培训掌握消防知识并熟悉动力电池

的种类、特性，具备应急处置能力等。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还应配备 24 小时值班的安全管理人

员。 

5.2.2 涉电作业人员应取得低压电工操作资格证等相应资质。对于电池单体、电池包、电池模块试

验、维修等涉电操作岗位，应对岗位进行风险辨识，制定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作业标准，作业过程中班组

长及安全管理人员对安全操作规程或作业标准执行情况进行巡检，降低涉电作业发生触电及火灾等生产

安全事故。 

5.2.3 涉电作业岗位均采用自动化操作，外来及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该区域；现场配备红外线热成像摄

像头，实行监控室 24 h巡检，配备绝缘棍、绝缘靴、以及水基灭火器、消防水池、移动式抽排烟机等

触电及消防应急救援物资，开展每月点检及必要时补充完善，确保风险有效管控及各项安全防护措施、

应急物资到位。 

5.2.4 涉及高压电气部件的维护和检修操作，要求设立监护人员进行对作业人员进行监督和保护；提

供完整的检测辅助绝缘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绝缘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绝缘垫、检测仪表等。 

5.3 分类贮存 

5.3.1 贮存场所内贮存电池应按电池包装上的指示标识及堆码要求分类、分堆、限额堆放，生产车间

不应存放超过当班次使用量的电池和电芯。每个堆垛的面积不应大于 150 m²，物品堆放应符合 XF 1131

的规定。废旧动力蓄电池贮存量不应超过 5 t。 

5.3.2 正常电池之间应采用隔开贮存，普通故障（废旧）电池之间应采用隔开贮存，高危电池之间应

采用隔离贮存。 

5.3.3 正常电池、普通故障（废旧）电池、高危电池之间应采用隔离贮存。如采用隔离贮存无法保证

安全的，则应采用分离贮存。 

5.3.4 电池分类贮存应该符合表 1 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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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池分类贮存规定 

贮存方式要求 隔开贮存 隔离贮存 分离贮存 

平均单位面积的贮存量/（t/ m²） 1.0 1.5~2.0 0.7 

单一贮存区最大贮存量/t 200~300 200~300 400~600 

贮存区间距/m 0.3~0.5 0.5~1.0 0.5~1.0 

通道宽度/m 1~2 1~2 5 

墙距宽度/m 0.3~0.5 0.3~0.5 0.3~0.5 

 

5.3.5 已修复电池包、待修故障电池包（含故障模块）分开存放，待修故障电池包 SOC 不超过 50%。

已修复电池包可无外包装存放在货架上。 

5.3.6 电池不得满负荷贮存，贮存时应做好绝缘保护，避免发生短路。待出货电池宜降低到 70% SOC

以下存放。 

5.3.7 正常蓄电池贮存时长应不超过 3 个月，贮存普通故障（废旧）蓄电池和高危蓄电池时长应不超

过 1 个月。锂电池如需长期存放（6 个月以上）应充入 50%-70%的电量，并从仪器中取出存放在干燥阴

凉的环境中，并每隔 3 个月充一次电池。 

5.3.8 贮存场所应根据电池的分类结果及特性实施包装。 净重不超过 400 kg 的电池按 GB 12463 的要

求实施包装，净重超过 400 kg 的按 GB 19432 的要求实施包装。故障电池的包装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承

受正常搬运条件下的各种作业风险，能够有效阻断电池废液等渗漏，不得与其他货物混合包装。 

5.4 搬运要求 

5.4.1 电池搬运应使用专业搬运工具。单个电池模块可使用电动葫芦、气动葫芦、周转托盘、周装箱

等搬用工具搬运，多个电池模块必须放置在托盘中用叉车搬运。搬运工具应进行定期清洗。 

5.4.2 应综合考虑贮存场所的实际情况确定搬运路线，尽量避免办公区和生活区。 

5.4.3 电池包搬运禁止叠放转运，一台叉车一次只能搬运一块电池包。 

5.4.4 搬运过程中，应将电池捆紧并码放好，轻拿轻放，不要撞击、挤压、投掷、针刺、践踏电池，

防止出现暴晒、机械磨损、雨淋、泄露、遗撒等现象。属于普通故障（废旧）电池、高危电池应使用相

应的包装进行标识。 

5.4.5 搬运过程中禁止擅自倾倒和丢弃废旧电池。 

5.4.6 搬运时发现外壳破损并有电解液流出的电池，应采用绝缘、防渗漏、耐腐蚀的容器盛装。发现

有安全隐患的电池，应立即进行安全防护处理；已不具备防护条件的，应当报废处理。 

5.4.7 搬运结束后，应填写搬运记录，对搬运路线进行检查和清理，确保无电池或电池废料遗失在搬

运路线上。 

5.5 防雨防潮要求 

5.5.1 贮存场所应具备防雨、防涝条件，贮存场所封场时应控制封场坡度，防止雨水侵蚀。 

5.5.2 应设置排水系统、装卸雨蓬等防雨、防涝设施，贮存场所仓库库顶应保持密封。 

5.5.3 应根据应急预案落实防雨、防涝检查措施，检查是否存在漏雨点、排水系统是否运行良好、抗

涝工具是否齐全。应安排安全管理人员关注电台、电视天气预报，对暴雨预警、台风预警做到及时响

应。 

5.5.4 贮存单位应对电池渗滤液及其处理后排放废水污染物进行监测，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HJ 819要

求执行。监测频次应根据电池及其废料特性、覆盖层和降水等条件加以确定，至少每月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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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贮存场所应设置绝缘钩、绝缘鞋、绝缘手套等相关防触电救援工具。 

5.5.6 电池存放环境适宜湿度为（40±5）%，湿度应控制在 30%-70%范围内。 

5.5.7 应对贮存场所内部及外部湿度进行监测，如内部湿度高出外部湿度 15%时，应及时打开通风窗、

通风槽等进行换气通风，反之应对外部湿气进行阻隔。 

5.5.8 贮存场所应配备除湿机和机械通风装置，有条件的可购置智能湿度恒定控制系统，自动控制除

湿机的工作及停机。 

5.5.9 如电池存放环境超过适宜湿度，或对于环境湿度有严格要求的电池，贮存单位可使用塑料薄膜

对电池进行包装，以防止湿气腐蚀。 

5.6 防火防爆要求 

5.6.1 电池存放消防安全管理的安全责任、消防组织、消防安全培训、消防安全标志、消防安全职

责、消防安全检查、贮存管理、装卸安全管理、用电安全管理、用火安全管理、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管

理应符合 XF 1131 相关要求。 

5.6.2 贮存场所应设置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面积不得超过 250 m2，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50 h

的不燃烧体隔墙和 1.50 h 的楼板与其他区域分隔，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隔墙上需开设相互连通的

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6.3 应对电池存放环境温度进行监测，适宜温度为 15 ℃-25 ℃范围内，温度不得超过 30 ℃；当温度

超过限值，应有相关降温措施，以保证温度处于适宜值。宜设置 24 h温度监控传感器及报警器。 

5.6.4 应急出口指示灯、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完好有效。 

5.6.5 贮存场所应设置安防视频监控、防爆电气设备、通风系统及消防设施等。 

5.6.6 安防视频监控系统摄像头具备红外夜视功能，监控室应设专人值班。 

5.6.7 防爆电气设备应符合 GB 3836.1的有关规定。 

5.6.8 通风系统应采用非燃性材料制成，其结构应坚固，连接应严密，并不得有产生气体滞留的死

角。有墙壁风机和移动鼓风机组合的排烟设施，达到事故排烟能力不低于 12 次/小时的换气能力。 

5.6.9 电气设备应与通风系统联锁，运行前应先通风，并应在通风量大于电气设备及其通风系统管道

容积的 5 倍时，接通设备的主电源。进入电气设备及其通风系统内的气体不应含有可燃物质或其他有害

物质。 

5.6.10 消防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设置烟雾探测器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能及时发现火灾； 

b) 配备消防沙、灭火器、消防栓、消防喷淋系统、灭火毯、排烟系统等消防设备，消防设备数量

及灭火器类型应符合 GB 50140 的要求； 

c) 按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公消〔2015〕301 号）设立微型消

防站； 

d) 设置应急水池，当电池包出现冒烟、温度异常时，可将电池包直接投入水池； 

e) 消火栓距离最远电池不得大于 30 m。 

f) 设置消防控制中心并 24 h 有人值班。 

5.6.11 贮存场所内敷设的配电线路，应穿金属管或难燃硬塑料管保护，不应随意乱接电线、擅自增加

用电设备。场所内不宜设置电动叉车及蓄电池充电区域。 

5.6.12 电池老化室的每个防火分区面积宜控制在 5 平方米以下，相邻房间应是非明火、散发火花地

点，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6 废旧及故障电池特殊要求 

6.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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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贮存废旧电池及故障电池的单位应获得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批准，取得相应的经营资质，属于

危险废物的应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6.1.2 应设置贮存废旧电池及故障电池的独立区域，并配备相应防护设施，包括： 

a) 地面做耐酸防渗处理，配备相应的耐酸塑料容器以及用于收集废酸的装置。作业人员应配备耐

酸工作服、专用眼镜、耐酸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禁止擅自倾倒电解液，拆解、破碎、丢弃废

电池； 

b) 配备排烟系统（含可移动式强排烟装置），有条件可设置早期快速抑制消防设备（如消防水

炮）。废旧电池及故障电池存放区现场设置可投放整个电池的应急冷却池； 

c) 必要时配备废水收集系统及设置废水污染物监测采样点； 

d) 应设置故障连锁报警装置，设置 24 小时温度监控传感器及报警器（45 ℃以上预警，60 ℃以上

报警），报警信号应设置在值班室。 

6.1.3 应建立废旧电池和故障电池贮存台账制度，贮存电池及其废料属于剧毒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应实

行五双管理制度，包括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双人领取、双把锁、双本账。 

6.1.4 应建立废旧电池和故障电池信息管理系统，记录每批次电池的类别名称、特性、收货时间、地

点、数量（重量）、来源、流向、交易情况等信息，上报统计信息，并保存相关信息至少两年。 

6.1.5 防火巡查应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废旧电池及故障电池的表面温度。 

6.2 废旧电池特殊要求 

6.2.1 贮存场所应设置废旧电池存放区。废旧电池应做放电处置后，单独存放。 

6.2.2 废旧电池的贮存设施应定期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 

6.2.3 建设贮存废旧电池的项目，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有关固体废物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的规定。 

6.2.4 废旧电池贮存应符合 GB/T 26493 的有关规定。 

6.2.5 应避免贮存大量的废铅酸电池，贮存场所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满足特殊管理要求。 

6.2.6 电池废料废件应按不同类别、组别、级别进行存放，不得相互混合。不允许混有密封容器、医

疗废物和带有放射性物品等其他夹杂物。电池废料废件应尽量予以清除。 

6.3 故障电池特殊要求 

6.3.1 贮存场所应独立设置故障电池临时存放区，存放区用防火墙或防火隔板隔开。安全性能异常的

电池应单独存放，存放区应有 6 m 的安全间隔距离或阻燃墙壁隔离。 

6.3.2 按故障类别对故障电池（含故障模组）进行分类存放并做好标识。 

6.3.3 故障电池包不宜使用货架存放，应无外包装在地面单层存放。 

6.3.4 故障电池间距不小于 1 m 并设置隔热板，有条件可保持至少 3 m 安全间距。 

6.3.5 故障模组放置在铁箱中或铁桶中存放保持至少 1m 安全间距。 

7 应急管理 

7.1 贮存单位应建立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预防机制，按 GB/T 29639 的要求编制安全环保应急预案，并

按要求定期组织火灾报警系统演示、消防灭火实操演练、触电及火灾应急演练等活动。 

7.2 应对相关作业人员、监护人员及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岗前、在岗培训，确保人员具备作业资格及相

应的能力、安全知识及意识，能够对电解液泄露、电池起火爆炸等进行应急处理。培训内容包括但不仅

限于： 

a) 安全操作规程作业标准内容； 

b) 消防相关知识； 

c) 触电/火灾等应急救援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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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能源动力电池知识； 

e)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7.3 各类应急预案之间应相互衔接，并与相关职能部门、应急救援队伍和涉及的其他单位的应急预案

相衔接。 

7.4 电池存放过程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应及时设立事故警戒线，启动应急预案，根

据风险程度采取相应措施，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进入现场进行处理，并向应急管理或生态环境等相关

部门报告或请求支援。 

  



T/GZBC 63—2022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池出入库登记表 

 

电池入库登记表见表A.1。 

表A.1 电池入库登记表 

     

     

     

 

电池出库登记表见表A.2。 

表A.2 电池出库登记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