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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性国家标准

《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规范》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强链专项《构建动力电池安全预警与缺陷召回机制及研制

相关国家标准项目》的支撑项目。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五批推荐性国

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32 号）要求，《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

池缺陷监测与分析规范》（计划号：20242214-T-469）由全国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463）归口管理和组织制定，项目周期 18 个月。

（二）起草单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制定标准背景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截至 2024 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140 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 8.90%。换电模式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补能方式，有效缓解了用户的“里程焦虑”，

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 2024 年底，我国换电站保有量达 4443 座，实现分钟级

高效补能，显著缓解了传统充电模式耗时长的难题。

换电模式涉及换电过程、换电站运行、车载运行等多场景，以及电池企业、车企、换电运营商

等多主体协同，导致动力蓄电池全生命周期运行数据分散，安全与缺陷监测、分析难度较高。然而，

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运行监测方法良莠不齐，缺乏统一规范，难以识别高危电池及缺陷产品，无

法保障换电电池的安全运行。

鉴于换电模式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广泛应用及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的紧迫需求，制定《换

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规范》国家标准必要且迫切。该标准基于多场景、全周期动力

蓄电池数据，构建“电池-车-站”全链条监管体系，通过“线上数据监测+线下信息分析”开展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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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分析工作，识别共性故障模式与失效致因，将指导换电运营企业有效开展换电电动汽车动力蓄电

池缺陷监测与分析。此外，规范实施将助力政府部门精细化监测动力蓄电池安全风险，推动电动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起草过程

1、预研阶段

2023 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工作组，工作组收集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及相关文献等材料，开展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的前期调研工作。2023 年

4 月，工作组召开标准内部研讨会，对标准框架及研究内容的可行性进行交流研讨。2023 年 4 月—

2023 年 7 月，根据工作组工作安排，在查阅和了解了相关资料后，形成了标准（草案）。

2、立项阶段

2023 年 8 月，全国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3）组织开展标准立项预

答辩会议，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论证。

2023 年 12 月，SAC/TC463 参加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召开的立项答辩会。会上，工作组向

审查专家介绍了项目起草背景、必要性和目的意义、标准主要内容等，并就审查专家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答辩。2024 年 4 月，该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

2024 年 4 月-5 月，标准项目拟立项公示期间，针对公示期征集到的反馈意见，全国产品缺陷

与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3）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召开标准协调会，确定标准名称及范围；

2024 年 6 月-7 月，标准讨论修改，形成标准立项修改稿，标准立项计划下达。

3、起草阶段

2024 年 8 月-11 月，走访调研换电相关企业 4家，了解行业现状，收集企业需求，修改草案数

据项目、监测方法等关键技术内容，补充分析流程和分析维度、明确 7 类数据项目及监测方法；

2024 年 12 月，向 17 家单位定向征求意见，共收到 9家单位的 72 条修改意见。

2025 年 2 月，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对 72 条修改意见进行深入研讨，采纳 50 条、不采纳 22

条。调整优化分析程序图；明确监测方法及指标的国标字段项目的必选性，补充“召回识别范围”

术语定义、“静态信息”、离群类数据项目计算方法等内容。

2025 年 4 月，向 21 家单位定向征求意见，共收到 19 家单位的 34 条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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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召开标准技术研讨会，针对草案内容及 34 条修改意见开展研讨，采纳 16 条，部

分采纳 7 条，不采纳 11 条。明确数据项目监测方法及指标必选性、缺陷产品范围识别的主体为换

电运营服务平台，补充完善“静态信息”内容。

2025 年 6 月，SAC/TC463 与 SAC/TC114 开展组织协调工作，已就标准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2025 年 7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四、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编制标准的基本原则和思路：

——目的性原则：明确适用对象为换电电动汽车使用的动力蓄电池，明确缺陷监测与分析程序，，

满足换电场景下的动力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缺陷监测分析需求；

——科学性原则：制定过程中进行充分的企业调研，数据项目具有可获得性和实际应用性；

——协调性原则：本标准与现有相关标准和法规相协调。

（二）标准编制依据

本文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

理条例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产品召回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

事故报告的补充通知》为总体指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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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分析程序、缺陷监测、缺陷分

析、缺陷分析报告编制、附录 A 共 9 个部分，其中：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的缺陷监测与分析流程，缺陷监测过程的信息收集、缺陷

产品范围识别、危害影响程度分析，缺陷分析过程的运行周期信息分析、OTA 升级信息分析、事故

信息深度分析、缺陷工程分析试验，缺陷分析报告编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换电电动汽车使用的动力蓄电池。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 GB/T 29317《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GB/T 32895《电动汽车快换电池箱通

信协议》、GB/T 32960.1《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GB/T 32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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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GB 38031《电动汽车

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T 40032《电动汽车换电安全要求》、GB/T 43387《产品召回 术语》、

GB/T 43388《家用汽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指南》、GB/T 44130.1《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信

息交换 第 1 部分：总则》、GB/T 45415《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和 GB/T XXXX《纯电动汽

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引用或规定了“换电”“换电运营服务平台”“车企平台”“静态信息”“电池滥用行为”

“缺陷”“缺陷产品范围识别”“缺陷分析”等 8 个术语。

（4）缩略语

本文件给出了“BMS”“OTA”“SOC”等 3个缩略语。

（5）分析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的缺陷监测与分析程序，明确缺陷监测与分析的开展条件、

分析流程。

1）当动力蓄电池产品经初步分析可能存在设计、制造、标识等问题，或需要启动缺陷监测与

分析的其他情况时，即启动分析程序；

2）分析流程如图，涵盖信息收集、缺陷产品范围识别、危害影响程度分析、运行周期信息分

析、OTA 升级信息分析、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动力蓄电池事故信息深度分析（若有）、同一型号同一

批次的动力蓄电池缺陷工程分析试验（若有）等部分，系统识别共性故障模式与失效致因，形成完

整的缺陷监测分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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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缺陷监测

本部分基于行业对动力蓄电池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需求，结合动力蓄电池的监测技术特性、

换电站与车载期间的多场景数据交互特点，给出了缺陷监测工作框架，包括信息收集、缺陷产品范

围识别、危害影响程度分析 3 个部分，其中：

1）信息收集部分主要规定了动力蓄电池在换电站内、车载期间应收集的数据项目，共分为 7

类，包括产品管理信息、电压类、SOC 类、电流类、温度类、绝缘类、其他类。并规定了各数据项

目的监测方法及指标、信息处理方、必选/可选等内容。

2）缺陷产品范围识别部分主要规定了缺陷产品范围识别过程和报告过程：一是汽车生产者需

将含 VIN 码等关键信息的生产者召回计划同步至换电运营服务平台；二是换电运营服务平台通过换

电车辆 VIN 码与召回计划信息比对分析，确定在召回范围内后，向召回主管部门报告缺陷相关信息，

并知会生产者。

3）危害影响程度分析部分主要规定了基于 GB/T 34402—2017 的要求，围绕动力蓄电池数据项

目系统开展危险事件或情形辨识、危险影响程度等级分析等过程，并给出了危害影响程度等级说明

表（见下表）。综合分析动力蓄电池数据项目可能触发的危险事件或情形的危害影响程度等级：当

等级为低时，需持续监测动力蓄电池运行信息；当等级为中级及以上时，需开展缺陷分析工作。

表 危害影响程度等级说明

危害影响程度等级 影响情况说明

高
存在极高的火灾风险，具有突发性，且难以控制或不可控，可能严重危及运行环境中的人身、

财产安全

中 存在较高的火灾风险，一般可控，可能危及运行环境中的人身、财产安全

低 火灾风险较低，简单可控，轻度伤害或无伤害运行环境中的人身、财产安全

（7）缺陷分析

本部分基于第 6 章的危害影响程度等级分析结果，给出了缺陷分析流程，包括概述、运行周期

信息分析、OTA 升级信息分析、事故信息深度分析和缺陷工程分析试验 5个部分，其中：

1）概述部分描述了本章节的内容，规定基于一个或多个可能触发中级及以上危害影响程度等

级危险事件或情形的动力蓄电池，应开展缺陷分析工作。

2）运行周期信息分析部分规定了实时数据、静态信息等运行周期信息收集内容，并规定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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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收集信息，识别动力蓄电池规格型号，对同一型号、同一批次动力蓄电池的实时数据和静态信息

进行对比关联分析,识别共性故障模式的过程。

3）OTA 升级信息分析部分规定了 OTA 升级活动和 OTA 升级备案信息等 OTA 升级信息收集内容，

并开展 OTA 升级合规性分析和 OTA 升级备案信息关联分析的过程。

4）事故信息深度分析部分参考 GB/T 45415—2025 规定了同一型号、同一批次动力蓄电池产品

的已发事故的信息收集内容，并规定了结合运行周期信息分析得到的同一型号、同一批次动力蓄电

池故障模式，开展对比关联分析，识别共性故障模式的过程。

5）缺陷工程分析试验部分规定了应按照 GB/T 45415—2025 第 8 章的要求开展同一型号、同一

批次动力蓄电池产品的缺陷工程分析试验，识别失效致因的过程。

（8）缺陷分析报告编制

本部分规定了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缺陷分析工作应形成的缺陷分析报告要求。

（9）附录

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是对换电站内、车载期间 6 个数据项目的监测方法及指标内容的计算方

法补充说明。

五、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聚焦动力蓄电池运行监测方法少、多场景下数据集中分析难度大等突出问题，规定了

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的缺陷监测与分析流程，可有效提升动力蓄电池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具有诸

多效益，主要表现为:

1、助力企业建立有效风险预警机制，升级风险防控体系，提升运营效率，减少各环节动力

蓄电池安全隐患，优化电池管理，提高品牌市场公信力。

2、通过多场景全周期监测，可有效提升换电安全性，降低动力蓄电池引发的安全事故风险，

保障用户生命财产安全，增强社会公众对电动汽车的消费信心与使用安全感。

3、有效支撑政府监管工作，规范行业秩序，统一多场景动力蓄电池的缺陷监测与分析流程，

提升监管精准性与效能，有力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目前国际、国外新能源汽车换电相关标准主要集中在换电车辆结构接口、换电界面等基础技术

要求，而涉及换电安全要求的标准缺失，特别是换电模式下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方面，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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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标准，存在明显的技术规范空白。

七、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

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目前国际及国外尚未发布换电场景下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领域标准，故本文件不存在采

用国际标准的情况。

八、与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现行法律、

法规和标准协调一致，无冲突和违背情况。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未涉及专利文件。

十一、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由全国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3）负

责解释、组织宣贯。建议批准发布后半年内实施。

十二、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说明

本文件起草单位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责任。本文件公平审查内容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相关要求，无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的内容。

十三、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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