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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1.任务来源

本标准依照《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中国

交通运输协会轨道安全技术专业委员会于2023年6月提出，报请中国交通

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立项为团体标准，标准立项时间为2023

年7月7日，按计划标准编制完成日期为2023年12月。

2.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全技术专业委员

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危化品运输专业委员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交通大学，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三星环新（西安）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一机包头北方创业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科学技术研究所。

3.标准主要起草人

1 杨玉国 北京交通大学 副教授 标准起草

2 王秉春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

货运处
原副处长 标准起草

3 李晓琳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

货运处
高工 标准起草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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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1）锂电池铁路运输需求提升。锂电池因可以提供较高的能量和较

长的操作时间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

各个方面。大量锂电池及产品出现在运输流通环节。

化石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是全球汽车产业面临的共同挑战，

各国政府及产业界积极应对，纷纷提出各自发展战略，新能源汽车已成为

21世纪汽车工业的发展热点。我国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非常重视新能

源汽车的研发。国家通过的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决定实施新能源汽车发

展战略，重点强调将以新源汽车为突破口，加强自主创新，形成新的竞争

优势。

在实际运输方面，国际上动力型锂电池道路运输约占70%，铁路约占

20%，水路约占5%、航空约占5%。国外部分国家动力型锂电池利用铁路、

水路运输合计占比超过25%，部分地区锂电池铁路运输占比甚至高达50％。

我国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锂电池运量

也随之爆发式增长，目前锂电池通过水路、道路和航空进行国内国际运输，

面临舱位紧张、运输周期长等问题，锂电池生产企业迫切希望通过铁路（

中欧班列）运输锂电池，充分发挥铁路运输大运量、全天候、时效性强等

优势。

（2）国内锂电池铁路运输尚无标准。虽然铁路行业先后提出了新能

源汽车、消费型锂电池及产品的铁路安全运输条件和保障措施，但是基于

国家《危险货物品名表》（GB/T 12268-2012）,《铁路危险货物品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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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006-2022）均未确定锂电池及锂电池相关产品的铁路运输条件，

急需制定国内锂电池安全运输基本条件。

（3）国家局委托制定团体标准的意见。针对国内尚无动力型锂电池

及相关产品的铁路运输条件，国家铁路局已经委托中国交通协会，结合铁

路运输过程存在的安全风险，借鉴民航等行业关于锂电池运输经验，制定

动力型锂电池铁路运输技术要求，打通国内铁路运输渠道。

（4）现有锂电池运输规定尚不全面。目前国内已发布《支持新能源

商品汽车铁路运输的意见》(国铁运输监【2023】4号）、《铁路危险货物

品名表》等支持文件，但仅停留于锂电池产品铁路运输政策和措施，针对

锂电池铁路运输的意见和规范尚不集中、不全面。

（5）现场作业需要标准化规范。目前，铁路运输企业在受理、承运、

装载、运输、装、卸车作业及工具和与之相适应的场地等环节，均无标准

和依据，现场职工作业没有“可操作、能落实、真管用”的作业指导性文

件，也需要制定相关规范标准。

2.编制的意义

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全球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动力型锂电池产销量和运

输量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型锂电池生

产国，全球占比约61%；据初步统计2025年、2030年的动力型锂电池运输

量，将分别是2020年的5.5倍、10.2倍。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深化服务国家锂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积

极回应市场需求，保障锂电池及其产品铁路运输安全畅通，铁路提出了新

能源汽车铁路运输安全保障措施，但是国家尚未规定动力型锂电池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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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条件。目前国内动力型锂电池运输需求极为迫切，制定动力型锂电池

的铁路安全运输技术规范，对保证动力型锂电池的铁路运输安全、提高运

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任务部署阶段：2023年6月2日，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全

技术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团标编写启动工作会议，详细介绍了团体标准起草

的重大意义、任务来源、编写要求、工作时限等重点内容，团标编写组正

式成立。

2.大纲制定阶段：编写组经过充分调研和研讨，完成了工作大纲和标

准二级目录的编制，形成了立项报批稿。

3.立项阶段：2023年7月5日，召开了团体标准立项和工作大纲审查会，

通过了立项审查。会上，标委会领导及与会专家还对工作大纲和标准二级

目录进行了逐条研讨，对本标准前提条件等内容提出了修改建议，完善后

形成本标准的工作大纲和二级目录。

4.调研阶段：自2023年7月6日至9月3日，编写组成员广泛调研了北京

局北京、天津货运中心及相关营业部、成都局宜宾车务段、呼和局货运部、

宁德时代宜宾工厂、三星公司西安工厂、比亚迪深圳工厂。实地考察了动

力型锂电池的全链条生产过程，重点对电池芯密封、电解液注入、电荷量、

包装、存储等生产流程进行了调研和现场交流。

5.起草与征求意见阶段：2023年9月4日至9月18日，编写组总结了所

有调研情况，按照工作大纲和二级目录要求，起草了“动力型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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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初稿，并经反复讨论、协调和修改，在内

部征求意见，完善后，现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

2023年10月25日，召开了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审查会，与会专家

草案逐条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根据审查会意见编写组对征求意

见稿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6.后期工作计划：2023年11月上旬，根据专家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

行修改完善，形成审查稿并报请主管部门审查，召开审查稿审查会议，征

求专家意见；2023年11月下旬，根据审查稿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审查稿，

形成报批稿。根据协会对报批稿的意见，完善并提交修改后的报批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遵守现有

的相关法律、条例、标准和规范，编写格式和规则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1.1-2020）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起草，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适

用性和完整性。标准实施后可保障运输安全，符合铁路行业发展需求。

（二）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名称拟定为“动力型锂离子电池铁路运输技术规范”，英文表

述为“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nsport of Lithium-ion

Traction Battery By Railway”。本文件包含1）范围、2）规范性引用

文件、3）术语和定义，以及主要技术内容：4）基本要求、5）运输包装、

6）标记和标志、7）运输、8）应急处置和安全培训、9）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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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含电池组）的铁路运输基本要求、

包装方法、包装标志、运输管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新制造的动力型锂离子电池铁路货物运输。

说明：消费型锂电池和锂电池电动汽车已公布了铁路运输条件，常规

锂电池和运量大的动力型锂电池尚缺少运输条件，本标准针对新制造的动

力型锂离子电池提出动力型锂离子电池铁路运输的技术规范。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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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 通用技术条件

GB 19432-2009 危险货物大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GB 19521.11 锂电池组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TB/T 2687-2020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包装

TB/T 30006-2022 铁路危险货物品名表

TB/T 30008-2023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技术要求

XF 1131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ISO 1182 产品的阻燃防火测试-不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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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规章范本》规定了锂电池的联合国编号、正式运输名称和类

别、以及运输相关的规定；GB 6944和GB 12268规定了危险货物分类要求、

危险货物危险性的先后顺序、危险货物品名表和危险货物编号等通用内容。

本文件先根据GB 6944、GB 12268以及《规章范本》中锂电池相关内容确

定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的危险性类别、联合国编号、正式运输名称。根据TB/T

30006确定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的铁危编号、品名。

（2）动力锂离子电池的质量要求根据TB/T 30006和《规章范本》分

类要求制定；运输包装要求、标记和标志等要求与《规章范本》等国际规

则保持一致。根据ISO 1182规范了运输包装的阻燃材料要求。

（3）编写组采用GB 55037和TB/T 30008等制定本文件中动力型锂离

子电池储存要求。

（4）编写组采用TB/T 30008和XF 1131规定了动力型锂离子电池运输、

储存等事故应急、消防等安全要求。

3.术语和定义

为适应运输规章的要求，引用了《试验和标准手册》中电池、电池组、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标称能量、荷电状态等术语和定义。引用了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危险品规则》集合包装的术语和定义。

3.1 电池 cell

由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组成且两个电极之间有电位差的单一的、封闭

的电化学装置，可包含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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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38.3.2.3节cell的名词和

定义，有修改]

3.2 锂离子电池 lithium ion cell

正负电极都没有金属锂，而是将离子态或类原子态锂嵌于正负电极材

料晶格中的电池。

注：锂聚合物电池被视为锂离子电池。

[来源：《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38.3.2.3节lithium ion cell

or battery的名词和定义，有修改]

3.3 电池组 battery

用电路连接在一起的两个或多个电池或电池组，并安装有使用所必需

的装置，如外壳、电极端子、标记或保护装置等。

注：主要功能是为另一设备提供电源的、通称“电池包”、“电池模

块”或“集成电池”的、含有两个或多个电池的单元在本标准中被视为电

池组。

[来源：《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38.3.2.3节battery的名称

和定义]

3.4 锂离子电池组 lithium ion cell or battery

由锂离子电池形成的电池组。

[来源：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38.3.2.3节lithium ion

cell or battery的名称和定义改写而来]

3.4 标称能量 nominal energy

由生产商公布的在规定条件下确定的电池或电池组的能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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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称能量的单位为瓦特小时（Wh），通过标称电压（以V为单位）

乘以额定容量（以Ah为单位）计算得出。

[来源：《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38.3.2.3节]

3.5 荷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SOC）

指电池的剩余容量状况，在数值上表示为当前剩余容量与额定容量的

比值。

[来源：《动力锂离子电池运输安全技术规》征求意见稿]

3.7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 lithium-ion traction battery

为电动车辆、电动船舶、工程机械等的动力系统提供能量的锂离子电

池或电池组。

[来源：《动力锂离子电池运输安全技术规》征求意见稿]

3.8 集合包装 overpack

为便于作业和装卸，一个托运人将一个或多个包装件放入一个封闭物

或打包成紧缩包装或捆扎件组成的一个单元。

[来源：《规章范本》1.2.1 OVERPACK的定义，有修改]

4 基本要求

4.1 电池质量要求

说明：根据TB/T 30006特殊规定78和《规章范本》2.9.4节，提出提

交运输的锂电池需满足的基本制造质量、设计、运输安全测试等要求。

4.2 荷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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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根据《动力锂离子电池运输安全技术规》征求意见稿提供的试

验数据，荷电状态的大小与锂离子电池发生事故的概率和事故后果有直接

影响。

4.3 运输分类

说明：根据GB 6944、GB12268、《规章范本》和TB/T 30006中相关条

目的部分信息，确定了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的类别、联合国编号、品名和铁

危编号。

4.4 防短路要求

说明：《规章范本》在锂电池分类和包装规范中均提出锂电池防短路

要求，本文件将防短路要求集中在基本要求中统一要求。

4.5 标称能量的标记

说明：锂离子电池根据额度能量的大小，其运输条件可区分为部分减

免规章限制和完全受规章限制两种情况，在电池外壳标记标称能量有利于

确定锂离子电池的运输条件。

4.6 运输安全

说明：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属于铁路运输的危险货物，除需满足本文件

中的基本要求还需满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要求。

5 运输包装

说明：本部分对动力型锂离子电池使用包装、大包装、集合包装做出

了规定。包装、大包装的要求与《规章范本》保持一致，集合包装的要求

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危险品规则》保持一致。

6 标记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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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对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的包装标记、标志、集合包装的标记做出

规定。

说明：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包装的标记和标志是从《规章范本》2016

版开始做出规定并开始应用，而我国铁路运输因引用的国标未及时更新，

与《规章范本》存在差异。因此，本部分增加了动力锂离子电池标记、标

志和集合包装的标记要求。

7 运输管理

说明：根据TB/T 30008和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本文

件按铁路货物运输流程，对动力型锂离子电池托运、受理和承运、存储、

装车、运输组织、卸车、交付各环节逐项提出要求。明确了动力型锂离子

电池货物承运人、托运人办理业务应具备的条件，与货物相适应的存储场

地及消防设施条件，装车及卸车作业、货物装载加固、运输组织关键环节

的细化要求。

8 应急处置和安全培训

说明：根据TB/T 30008和动力型锂离子电池货物特性，本部分对铁路

运输锂离子电池危险货物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培训提出具体要求。应急处置

部分提出了装车、途中和到达站应急装备配备、应急联系机制、应急处置

措施的要求。培训部分提出了托运人、承运人的参培人员范围、培训内容

等要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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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动力型锂离子电池或电池组的铁路运输一般要求、包装

方法、包装标志、运输管理要求等。

本规范适用于作为货物运输的新制造的锂电池铁路运输条件。

六、预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

在新能源规模化变革不断提速的当下，动力型锂电池正成为世界新旧

动能转换和汽车消费复苏的“顶梁柱”。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推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能源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2023

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

作。会议指出，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这是我国加快建设以

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举措。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

动力电池产业已成为我国出口新的增长点，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由于锂电池本身固有的危险特性，

导致运输事故时有发生。

为坚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提升我国新能源行业安全运输水平、促进新能

源行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标准建立了动力型锂离子电池铁路运输安全

技术规范，保障动力型锂电池铁路运输安全，更好服务于新能源铁路运

输。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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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主要参考联合国《规章范本》，本标准中动力型锂电池的分类、

包装要求、包装标志等基本技术要求与《规章范本》保持一致。在此基础

上，结合我国铁路运输特点，对锂电池的承、托运要求、运输作业要求、

应急响应等做出补充要求。

九、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