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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检测与维修规范》团体标准（以下简称本团体标准）

由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提出，规定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维修的基本要求、检测

内容与要求、维修评估以及评估报告，适用于汽车维修行业对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

池的维修作业，保险行业对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的理赔作业，其他机构可参照执

行。

一、背景及必要性

1.背景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

统性变革。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

转型。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新能源汽车是低碳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

经过国家大力培育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呈爆发增长的态势，2022 年前 11 个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25.3万辆和606.7万辆,同比均增长1倍,新能源车在

所有乘用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 30%，新能源车保有量已超过 1149 万辆。

随着新能源汽车生产数量和保有量不断的上升，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成为售后维修

市场的新领域。动力蓄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其价格占新能源汽车整体价

格比重高。但由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技术发展时间短，维修检测手段在不断完善

中。制定本团体标准工作依据国家双碳战略导向，结合事故汽车维修技术和业务实际

需求，结合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发展需求，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实地调研基础上完成，

汽车维修、保险等相关行业确定维修方案提供一致性依据，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2.实施必要性

动力蓄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零部件，其价格占整车比重较大。根据中保

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发布的零整比数据统计，乘用车动力蓄电池售后价格的零整比高达

30%-80%。由于新能源汽车发展时间短、增长速度快，制造企业的主要精力放在满足

制造环节，其维修技术和方法的发展相对较为滞后，大量存在以换代修的模式，使其

维修费用高昂，给汽车消费者及售后服务带来相应问题。同时由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

电池存在多种技术路线，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领域还未真正形成统一的维修标准。

本标准根据汽车生产企业、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动力蓄电池维修企业及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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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新能源动力蓄电池维修中的需求和行业经验，对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维修的

场所、设备设施、人员及安全要求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在检测内容与要求、维修评估

及评估报告等给出了指导性方法，这也是本标准必要性的根本体现。本标准对新能源

汽车动力蓄电池维修及售后服务等企业的实际工作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对规范新能

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维修，促进维修行业升级转型起着进一步促进作用。

二、 任务来源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新能源汽车风险管理需求不断上升。

为了规范汽车维修行业对于新能源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测和维修工作，为保险行业对

于新能源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理赔工作提供参考依据，降低新能源汽车理赔管理风险，

在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技术与标准化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检测与维修规范》的标准编制工作。

三、 主要工作过程

1.研讨和调研

2021 年 6 月 20 日，成立主要编制小组，随即对各大电池生产企业、电池维修企业

进行走访调研；

2022 年 7 月 8 日，主要编制小组走访清研精准了解学习电池检测流程、维修方法和

步骤、目前环境和场地的要求等；

2. 团体标准制订过程

2021 年 6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项目启动会，正式向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技术与标

准化委员会申请立项并获批；

2021 年 7 月 28 日，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初步确定了编制内容、时间进度、项目分

工；并形成例会制度，每周对标准进行讨论、推进；

2021 年 12月底，完成标准初稿，召开小组工作会议，对前期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初

稿进行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修订方向及要求等；

2022 年 7 月 8 日，主要编制小组走访清研精准了解学习电池检测流程、维修方法和

步骤、目前环境和场地的要求等；

2022 年 2 月至 2022 年 9 月，经过四次内部讨论、两次评审会议，对标准进一步的

修改、完善，现已经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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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

四、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团体标准严格按照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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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按本团体标准章节内容分别进行说明。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维修的基本要求、检测内容与要求、维修评

估以及评估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维修行业对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的维修作业，保险行业对

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的理赔作业，其他机构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了以下标准：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T 16739.2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2部分：汽车综合小修与专项维修业户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 3803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JT/T 816 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

T/IAC CAMRA 20.3 事故汽车维修工时测定规范 第3部分：拆装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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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DA 17 二手纯电动乘用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T/CSAE 117 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性能（台架）试验方法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直接使用 GB/T 19596 和 GB/T 3803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并对蓄电池模

组 battery module、健康状态 state-of-health SOH、电池维修与更换 battery

repair and replacement、电池均衡 battery balance 等术语进行了专门定义。

4基本要求

本标准对从事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维修企业的场所要求、设备设施要求、人

员要求及安全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5检测内容与要求

本标准对动力蓄电池的检测对象、检测内容、检测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6维修评估

本标准根据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的维修流程，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维修方

案，必要时更换故障零部件。当检测到电池单体出现质量问题，应由经过相应培训的

专业人员严格按相关操作规程更换单体电池或所在模组。

当电池箱外观发生明显变形时，如经检测后确认电池系统未受影响，应维修或更

换箱体。如经检测后确认单体或模组受损，应更换。

如发生加热回路与电池短路的故障，应考虑对经检测确认的受影响的电池单体或

模组进行更换，并排除再次短路的风险。

如内部存在明显的多模组进水、锈蚀、打火、烧蚀、冷却液泄露等严重故障，建

议更换模组或电池包。

如电池系统出现热失控故障，并存在爆喷或明显烧蚀痕迹，建议整包更换或更换

部分模组。

7评价报告

本标准要求经检测流程检测及评估后形成评估报告，并给出了参考报告的样例A。

五、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检测与维修规范的概况

交通运输部的推荐标准 JT/T 1344-2020 纯电动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中明确：纯电动汽车高压系统维护作业人员应取得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并经专业培

训合格后上岗；在国外，经调研检索，欧美要求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人员在涉及高压

系统作 业时须取得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或 TUV （莱因）相关机构的认证（类似

国内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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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检测与维修规范的标准，因此，起草制定本

标准属适应市场需求，填补行业空白。

六、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要求从事电池系统维修与更换及评估理赔的整车维修企业和专项维修企

业应符合 GB/T 16739.1 和 GB/T 16739.2 中要求。

本标准要求从事电池系统维修与更换及评估理赔的整车维修企业和专项维修企

业应具有规范的业务工作流程，满足 JT/T 816 规定的服务规范，并符合 JT/T 816

要求

七、 分歧意见的处理

序

号

章条

编号
修改意见内容（包括理由或依据） 意见采纳 未采纳原因 备注

1 3.16
battery balance 建议修改为

battery equalization
未采纳

两个词均有应用，

equalization更偏重于对

在线 BMS 均衡策略的描

述，本标准中均衡指维护

过程中，因此使用balance

2

4.4

人员

要求

人员要求建议需针对动力电池系

统进行维修培训（另外建议增加 B

级电压的术语定义）

部分采纳

B 级电压为电气行业公认

电压等级，电池系统电压

一般在 1500V 以下，此处

明确 B 级电压无意义，因

此删除

删除 B

级电

压表

述

3 4.5.3
充电机建议改为充放电设备，动力

电池系统检测有充电及放电需求
已采纳

4

5.2

检测

流程

与要

求

建议明确高风险事故动力电池包

的检测流程及要求，如长时间浸水

的车辆电池包、底部磕碰的电池

包，应第一时间进行车电分离，并

将电池包置于安全场地内，确保安

全后再进行相关检测维修工作。检

测流程建议：外观状态检查—故障

读取—拆卸、维修、更换—组装封

箱—性能检测（充放电 EOL 测试、

气密性测试等）

未采纳

1、由于各厂家电池包并不

统一，因此检测流程也很

难统一；2、车电分离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何操

作，对于部分出现严重故

障的电池包，第一时间车

电分离对人员存在风险

5 6.3

如经检测后确认单体或模组受损，

应更换。建议修改为：如经检测后

确认电池模组受损，应更换电池模

组

未采纳

各厂家成组方式不同，对

于老款螺栓紧固型电池，

可更换单体

6 6.5

如气密性检测不通过或内部存在

明显的多模组进水、锈蚀、打火、

烧蚀、冷却液泄露等严重故障，应

考虑更换模组或电池包。建议修改

为：如电池包内部存在大量进水 并

引起部件锈蚀、打火烧蚀情形，应

考虑更换模组或电池包。

部分采纳

由于气密性不通过问题在

排除密封条问题后，通常

需要返厂整包维修，对于

明显的多模组进水、锈蚀

等现象的电池包存在高风

险，也建议整包更换。但

考虑各厂家电池包额差异

性和未来发展趋势，将应

考虑修改为可考虑，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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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模组更换的情况

7
附录

A

表A.1电池系统品牌，建议修改为：

电池系统生产厂家
已采纳

8
附录

A

表 A.4 建议删除 DC-DC、驱动电机

控制器等的故障，不属于动力电池

系统故障范围

已采纳

9 4.3

建议将设备写全，不做简略。PPE

设备缺少，安全防护装备需列全。

将“设备设施要求”更改为“工

具设备要求”

未采纳

可能用到的设备校多，且

可能存在差异，无法全部

列举。并且维修场地须具

有吊装，拆卸、检测仪、

充放电设备等，需具备相

应设施要求，使用“设备

设施”更为合适。

10 4.4

“从事动力蓄电池维修从业人员

需具备低压电工作业证及经动力

蓄电池厂家培训合格”。动力蓄电

池维修都是B级电路且维修安全要

求高，需经过电池厂家培训。

部分采纳
4.4 中增加“经维修技能

培训合格”

11 5.2.7

离开电池包应设置隔离区，并放置

警示标识，电池包使用绝缘材料覆

盖。安全操作

部分采纳
增加放置警示标识，与建

议内容相符

12 6

建议增加“6.7 动力电池单体更换

标准：仅电池单体破损或故障的，

电池组其他单体、连接部件及其他

部件无损且更换后不影响电池组

效能与功率的，可进行动力电池单

体更换。”

未采纳

对于热失控故障，同时发

生了爆喷及明显烧蚀痕

迹，属于存在高风险的严

重故障，只更换电池单体，

无法消除故障隐患

13
补充

建议

建议在第5项中增加电池组拆装标

准及规范：明确哪些电池组可以拆

解检查；明确什么损失程度的电池

组可以拆解检查；明确拆装环境要

求。

未采纳

针对不同类型电池，不同

结构电池，不同厂家电池，

判断标准不同，难以统一

14

4.2

场所

要求

建议增加“应在操作区域内明示操

作流程规范、应急响应预案等上墙

文件”，目前部分行业前列电池厂

商有该要求

已采纳

15

4.2

场所

要求

建议增加“操作区域内须具备 24h

监控能力”，其中监控是否具备温

感功能并强调有 24h 响应能力，建

议专家确认，可降低安全风险

未采纳

对操作区域要求过高，且

操作区域重点为人员安全

及减少误操作造成的风

险，监控并非必要

16 5.2.9

对于提出“修理时宜使用一般磁化

工具”，如对工具特征进行描述的

话，建议增加绝缘性的描述，如一

般磁化绝缘工具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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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目前，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尚未征集到涉及专利的信息。

汽车维修行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高度重视本标准的修订进程和修订内容。标准实

施发布后，汽车维修企业按标审查自身服务流程是否符合规范，并自愿进行服务流程

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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