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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7546:2016《空间系统 航天器用锂离子蓄电池组 设计与

验证要求》。
本标准与ISO17546:2016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与ISO17546:2016

的章条编号对照。
本标准与ISO17546:2016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
本标准与ISO17546:2016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单体蓄电池的漏率指标:ISO17546:2016的5.1.4中规定单体蓄电池的漏率不大于1.0×10-6

Pa·m3·s-1,根据国内型号实际应用现状,本标准中6.3.1.2对该指标进行了加严,规定不大

于1.0×10-7Pa·m3·s-1。
———剩磁设计:ISO17546:2016中未涉及锂离子蓄电池组剩磁设计,而锂离子蓄电池组剩磁矩的

大小可能会影响整星的设计,因此增加了7.1.4.6剩磁设计章条,明确了蓄电池组在设计时应

尽可能采用低磁性材料,同时尽可能降低产生磁矩的电流回路面积,必要时可采取正负线双

绞、低磁导流条排布等方式降低蓄电池组的剩磁。
———蓄电池组过放电保护(欠压保护):ISO17546:2016中未涉及蓄电池组过放电保护(欠压保

护)。与过充电可能会出现安全性问题类似,过放电后的蓄电池组,由于其内部可能已发生了

铜溶解及析出,再对其进行充放电同样可能会出现安全性问题。在使用蓄电池组时,应避免出

现过放电。基于此,本标准增加了7.2.3.12欠压保护,明确蓄电池组应设计有欠压保护。
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改变标准名称以便与现有的标准系列一致;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
本标准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晨、杨淼、徐冬梅、田娟、孟玉凤、瞿轶、周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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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用锂离子蓄电池组设计与验证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宇航用锂离子蓄电池组(包括聚合物锂离子蓄电池组,以下简称“蓄电池组”)的设计

和最低验证要求。
蓄电池采用可嵌入化合物(可嵌入锂以离子或准原子的形式存在于电极材料的层间)作为正负极

材料。
本标准适用于蓄电池组的设计和验证。性能、安全和保障是本标准描述的重点。
本标准不包含蓄电池组的处置和循环利用的专门内容,但给出了蓄电池组处置的一些建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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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4113 空间系统 空间碎片缓解技术要求(Spacesystems—Spacedebrismitigationrequire-
men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激活 activation
蓄电池制造过程中,通过加注电解液使得蓄电池具备功能的过程。这通常被定义为蓄电池贮存期

限的起点。

3.2
蓄电池组 battery
由两个或多个单体蓄电池通过电连接(并配备有必要的器件,例如:箱体、电连接器、标识和保护器

件)形成的组合体。

  注1:包含一个单体蓄电池的蓄电池组看作一个单体蓄电池。

  注2:蓄电池组也可包括一个或多个附件,例如:电流旁路器件,充电控制器件、加热带、温度传感器、热控开关和热

控元件。

  注3:本标准中,“模块(modules)”等具有向其他设备提供电能这一基本功能的单元,均看作蓄电池组。

3.3
单体蓄电池 cell
单独入壳的,具体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且通过两个极柱能显示出电压差的电化学单元。

3.4
解体 disassembly
泄压或破裂,来自于单体蓄电池或蓄电池组任一部分的固体物质穿过距离单体蓄电池或蓄电池组

25cm的金属网(由直径0.25mm的铝线组成,网格密度为每厘米采用6根~7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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