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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安全”是电动汽车产业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近年来电动汽车火

灾事故频发且事故诱因分析难度大。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到“安全”28次，提出，

到 2025年动力电池、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安全水平全面提升；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也正逐步加大电动安全技术研判和缺陷调查力度，防范

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电动汽车品牌较多，技术路线多样化，但是目

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对各个技术方案的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估，行业

和消费者也无法鉴别各技术方案的优劣。因此，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正式开展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性测试评

价技术研究，形成了《电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性评估方法》，通过研究

防火安全测试评价技术探索安全风险点，为电动汽车安全技术开发、

缺陷分析和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者选车用车提供参考，既

是是保障车辆、人员和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电动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1.2 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陈斌、赵永刚、吴诗宇、张凯庆、杨超、周亚鹏、

马什鹏、范立、王健雁。



1.3 工作过程

作为标准起草的牵头单位，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组织标准起草组，按照标准编制计划及成员单位分工，开展了以下工

作：

2022年 1 月 2 日，标准起草组在招商车研召开第一次会议。会

议确定了标准研制的积极意义，其对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该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提高电动汽车的火灾防护性能，该标准

的制定将弥补国内、国际电动汽车领域没有整车级热扩散要求的空白。

会议还就标准的基本框架、适用范围、研制试验方法等进行了讨论，

并对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分工进行了安排。

2022年 6月 3日，标准起草组在这招商车研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会议再次评价了该标准的国际、国内影响力，肯定了该标准对电动汽

车火灾安全的积极意义。会议主要就试验试验方案、试验宣传及数据

共享方案等进行了详细讨论。

2022年 6月 3日-2023年 5月 8日，完成电动汽车火灾防护安全

要求行业调研，汇总了来自国内主流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电池制造

企业和零部件制造企业的设计要求和技术发展路线。

2023年 5月 9日~2023年 12月 20日，形成标准草案。

1.4 参与起草人及其工作

起草人 起草人单位 工作

陈斌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新能源试验研究中心

组长，主要负责验证试验统

筹、协调试验样品、方案、

试验进度、试验报告审核、



起草人 起草人单位 工作

标准编制审核等工作。多次

讨论会主持。

赵永刚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新能源试验研究中心

副组长。主要负责验证试验

组织实施及结果统计分析，

标准征求意见稿、送审讨论

稿、送审稿、报批稿编制等

工作。

吴诗宇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新能源试验研究中心
标准管理组织协调工作。

张凯庆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新能源试验研究中心
标准管理组织协调工作。

杨超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科技质量部
标准审查。

周亚鹏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新能源试验研究中心
积极参与讨论标准各条款。

马什鹏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新能源试验研究中心
标准试验研究工作。

范立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新能源试验研究中心
标准管理组织协调工作。

王健雁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新能源试验研究中心
积极参与讨论标准各条款。

2 标准编制原则及思路和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及思路

以“立足安全，兼顾行业、敢于突破、切实可行”为编制原则，

标准具体内容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编写。

（1）立足安全

火灾安全是电动汽车健康发展之本。本标准立足电动汽车火灾安

全，分析相关事故特征及相关标准，以提高电动汽车发生火灾时的安

全性为目的，从而降低或减少因起火事故造成的驾乘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2）兼顾行业

本标准是企业标准，是以行业安全水平为宗旨，因此制定过程中

兼顾行业现状，以解决电动汽车起火事件汇总暴露出的主要问题为目

标，提出适合电动汽车技术特征的安全要求。

（3）敢于突破

目前国内外没有相关的标准，因此要敢于突破。我国电动汽车的

产量最大、使用情况最为复杂，事故数量和形态较多，制定电动汽车

火灾安全标准意义重大，其对电动汽车行业、甚至国外电动汽车行业

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该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提高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性

能。

（4）切实可行

通过对行业内主流电动汽车制造企业的多辆电动汽车进行验证

试验，并与主管部门、生产企业、检测机构、高等院校等行业专家充

分沟通、讨论，确保了标准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具有可操作性。为

标准发布后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2.2 标准主要依据

本标准制定引用如下：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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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有标准名称、适用范围、术语、技术要求

及相应的试验方法。

3.1 标准名称

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性评估方法。

3.2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性要求、试验方法和评估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M1类和N1类电动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

电动汽车。

本文件不适用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3.3 术语

GB/T 15089、GB/T 19596、GB 380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文件。

（1）荷电状态

当前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中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条

件可以释放的容量占实际容量的百分比。

（2）热失控

电池单体放热连锁反应引起电池温度不可控上升的现象。

（3）热扩散



电池包或系统内由一个电池单体热失控引发的其余电池单体接

连发生热失控的现象。

（4）危险状态

威胁驾乘人员、车辆本身安全的状态，当有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出现时，可判定车辆进入危险状态。

a)电池包有火焰喷出；

b)车辆内部有火焰出现；

c)电池包发生爆炸；

d)乘员舱内烟雾浓度≥1000 ppm；

e)乘员舱内一氧化碳浓度≥600 ppm；

f)乘员舱内氧气含量≤19.5%；

g)车内任一温度监测点温度大于60 ℃。

其中a)、b)和c)为一级危险状态，d)、e)、f)和g)为二级危险状

态。

（5） 高温预警

当电池发生过热时，乘员舱内部发出的报警信息，通常以声光信

号的形式表现。

（6）热失控报警

当电池发生热失控时，乘员舱内部发出的报警信息，通常以声光

信号和文字的形式表现。

（7）热失控车外警示



当电池发生热失控时，车辆外部发出的警示信息，通常以点亮危

险报警闪光灯、点亮前照灯、鸣笛等一种或多种组合形式表现。

（8）热失控报警提前量

从车辆发出危险报警至车辆进入危险状态所经过的时间。

3.4 场地及环境条件

a)试验应在专业火灾试验室内进行，试验室内部尺寸应不小于

20 m×20 m×20 m；

b)试验室应配备新风系统；

c)试验室应配备烟雾处理系统，排风量≥230000 m³/h；

d)试验室应具备污水收集能力；

e)试验室应配备完善的消防设施；

f) 试验过程中，人员与试验车辆之间应设置安全距离和隔离措施；

g)试验初始环境温度＞0 ℃，相对湿度为 10%~90%，大气压力

为 86 kPa~106 kPa，风速≤2.5 km/h。

3.5 车辆要求

a)动力电池 SOC状态不低于生产企业规定的正常 SOC工作范围

的 95%；

b)对于混合动力车辆，燃料箱应排空；

c)辅助蓄电池应处于满电状态；

d)车辆处于启动模式，档位置于 P档；



e)整车通讯正常，系统正常且无故障报警；

f) 试验过程中，全部车门、车窗和天窗处于关闭且锁止状态（儿

童锁处于解锁状态）；

g)车辆照明、信号装置及其他辅助装备处于关闭状态，空调系统

处于内循环且关闭状态；

h)车辆座椅前后位置居中，靠背位置居中，头枕上下居中，方向

盘位置居中；

i) 轮胎气压调整至生产企业的规定值；

j) 上述未提到的部件，均保持出厂状态；

k)除试验需要，车内不放置任何非车辆自带物品。

3.6 数据采集

按照图 1和表 1的规定布置传感器，监测点定义如下：

a) A1、A2、A3监测点分别点为座椅头枕正面、座椅靠背正面正

中央和座椅上表面正中央；

b) B点为座椅前方、电池包上方地板；

c) C点为方向盘正中央；

d) D点为仪表台上方正中央；

e) E点为车内顶棚正中央。



图 1监测点示意图

表1 传感器类型及布置要求

序号 监测数据类型 布置位置 数量（个）

1 温度

监测点 A1、A2、A3、B、C、

D、E
各 1

触发热失控电池单体表面 1

2 一氧化碳浓度 监测点 A1 各 1

3 氧气浓度传感器 监测点 A1 各 1

4 烟雾浓度传感器 监测点 A1 各 1

5 车内视频

车内能够观察到仪表、地

板、座椅和车门的位置，车

外能够观察到电池包和车

身整体情况的位置

根据需要确

定

6 车外视频

车身周围，能够观察到车身

各个角度及车辆四周环境

的位置

4



4 主要试验情况分析、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4.1 试验情况

在标准的制订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对国内多家企业生产的各种

类型的电动汽车进行了验证试验。试验的结论是：

（1）普遍热失控报警信息不明确;

（2）危险事件发生时对周围人员警示不足;

（3）热失控报警发出的同时直接断开高压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4）电芯防爆阀压力设定不合理;

（5）电池包热扩散防护措施有待提升；

（6）充电接口高温未做提示，且故障提示不及时；

（7）故障提示信息无等级划分；

（8）泡沫和水可有效扑灭车身及车厢内部火焰；

（9）灭火毯可有效防治火焰蔓延，减少起火车辆对周围环境及

其他车辆的影响；

（10）对于电池包外部喷淋，细水雾比水流对电池包的降温效果

更佳；

7 车底视频

车辆底部，呈仰视状态，能

够观察到车辆底部情况的

位置

2

8 高压母线电压 参见附录 B 3



（11）任何灭火措施从外部都无法有效抑制电池包内部火焰复燃；

4.2 社会效益、对产业的作用

该标准将统一电动汽车火灾情形车辆安全性试验方法、试验环境

条件和试验室要求，潜在使用者为电动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国家和地

方电动汽车安全监管部门，主要用于评估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性，明确

不同技术路线的安全性差异，探索车辆安全风险点，为电动汽车安全

技术开发、缺陷分析和事故调查等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者选车和用

车提供参考，促进电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目前，国内外 GTR 20、UN R100 和 GB 38031 等法规、标准中，

有对动力电池系统火烧和热扩散的相关试验方法及要求，无电动汽车

整车火灾情形车辆安全性试验方法标准。公开的试验多数是在室外空

旷场地进行，无法控制试验环境；且是以验证动力电池系统是否发生

热失控试验目的，并未对发生热失控后车辆功能完整性、乘员应急逃

生、车辆应急处置逻辑、火灾痕迹等进行系统的研究；仅采集动力电

池系统的试验数据，未对车内外环境变化情况、车辆控制系统信号等

其他试验过程中的数据进行采集，导致试验数据不完整，无法为新能

源汽车安全技术正向开发、缺陷分析和行业监管提供有效技术支持。

6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技术上是 GB 38031 的延伸，明细了整车级热扩散的试

验方法并对车辆安全性评估方法进行了规范。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及依据

无。

8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1.2 标准起草单位
	1.3 工作过程
	1.4 参与起草人及其工作

	2 标准编制原则及思路和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及思路
	2.2 标准主要依据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3.1 标准名称
	3.2 标准适用范围
	3.3 术语
	3.4场地及环境条件
	3.5 车辆要求
	3.6 数据采集

	4 主要试验情况分析、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4.1试验情况
	4.2社会效益、对产业的作用

	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6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及依据
	8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