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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由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北京中星微

电子有限公司、北京赛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鹏林、胡京平、曹璇、苏金然、陈志奎、伍渊明、李武岐、林能其、冯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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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引言旨在介绍本标准的要求所依据的原则,理解这些原则对设计和生产安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

池组是很有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本标准仅考虑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最基本的安全要求以提供对人

身和财产的安全保护,而不涉及性能和功能特性。
随着技术和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要求进一步修订本标准。
在本标准范围内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导致的危险是指:
———漏液,可能会直接对人体构成化学腐蚀危害,或导致电池供电的电子产品内部绝缘失效间接造

成电击、着火等危险;
———起火,直接烧伤人体,或对电池供电的电子产品造成着火危险;
———爆炸,直接危害人体,或损毁设备;
———过热,直接对人体引起灼伤,或导致绝缘等级下降和安全元器件性能降低,或引燃可燃液体。
漏液危险可能是由内部应力或外部应力的作用下壳体破损引起的。造成起火和爆炸危险的原因可

能是电池内部发生热失控,而热失控可能是由于电池内部短路、电池材料的强烈氧化反应等引起的。
在确定电池或电池组采用何种设计方案时,需遵守以下的优先次序:
———首先,如有可能,优先选择安全性高的材料,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出现热失控的材料;
———其次,如果无法实行以上原则,那么需设计保护装置,减少或消除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如增加保

护装置等;
———最后,如果上述方案和其他的措施均不能彻底避免危险的发生,那么需对残留的危险采取标识

和说明的措施。
上述原则不能代替本标准的详细要求,只是让设计者了解这些要求所依据的原则。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性与其材料选择、设计、生产工艺、运输及使用条件有关。其中使用条

件包含了正常使用条件、可预见的误用条件和可预见的故障条件,还包括影响其安全的环境条件诸如温

度、海拔等因素。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要求覆盖上述所有因素对人员引起的危险。人员是指维修人员和使用

人员。
维修人员是指电子产品及其电池的维修人员,维修人员在有明显危险时可以运用专业技能避免可

能的伤害。但是,需对维修人员就意外危险进行防护,例如用标识或警示说明以提醒维修人员有残留的

危险。
使用人员是指除维修人员以外的所有人员。安全保护要求是假定使用人员未经过如何识别危险的

培训,但不会故意制造危险状况而提出的。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材料选择、设计、工艺等生产过程环节对其安全性至关重要,生产过程的质

量控制示例见附录A,设计和制造工艺可参考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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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便携式电子产品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以下简称为电池和电池组),属于本标准

范围内的便携式电子产品示例如下:

a) 便携式办公产品:笔记本电脑、PDA等。

b) 移动通信产品:手机、无绳电话、蓝牙耳机、对讲机等。

c) 便携式音/视频产品:便携式电视机、便携式DVD播放器、MP3/MP4播放器、照相机、摄像机、
录音笔等。

d) 其他便携式产品:电子导航器、数码相框、游戏机、电子书等。
上述列举的便携式电子产品并未包括所有的产品,因此未列出的产品并不一定不在本标准的范

围内。
对于在车辆、船舶、飞机上等特定场合使用,以及对于医疗、采矿、海底作业等特殊领域使用的便携

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或电池组可能会有附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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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4943.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5169.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5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
确认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5330—2003 工业用金属丝编织方孔筛网

GB/T6005—2008 试验筛 金属丝编织网、穿孔板和电成型薄板 筛孔的基本尺寸

GB8898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T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锂离子电池 lithiumioncell
含有锂离子的能够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该装置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容器和端子

等,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3.2
锂离子电池组 lithiumionbattery
由任意数量的锂离子电池组合而成且准备使用的组合体。该组合体包括适当的封装材料、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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