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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试验和标准手册》中的建议将补充《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及其附

件《规章范本》。《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修订版是根据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

委员会截至第二十届会议(1998 年)为止作出的决定编写的。  

 对第三修订版的更正载于本出版物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中的修改是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2000 年 )通过的 (参见 ST/SG/ 

AC.10/27/Add.2)。这些修改涉及到对锂电池组的分类标准和试验程序的新规定。根

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 7 月 26 日第 2001/34 号决议的要求将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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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对《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修订版英文版的更正 

第 1 页  

1.1.2  中文无改动。  

第 2 页  

1.3.1  将“2.0.3.1”改为“2.0.3.3”。  

第 13 页  

10.1.2  将“2.1.1.3”改为“2.1.1.4”。  

第 19 页  

10.4.1.1  将“2.1.1.3”改为“2.1.1.4”。  

第 35 页  

11.4.1.5  在最后一个竖行“结果”栏目下最后一格加上“－”。  

第 119 页  

13.5.1.2.2 中文不变。  

第 139 页  

表 14.1  4(a)，在“试验名称”栏下，在“物品”一词前加“无”。  

第 140 页  

14.4.1.4(b)和(c) 中文不变。  

第 168 页  

16.4.1.4  将“附录 B”改为“第 2.1 章”。  

第 183 页  

17.6.1.2.5 将“1、2 和 3”改为“(c)”。  

第 191 页  

17.8.1.3.1 将“16.6.1”改为“1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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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4 页  

20.2.3(a)  将“2.4.2.3.1”改为“2.4.2.3.1.1”。  

第 204 页  

20.2.6  将第“33.2 节”改为“第 33.3 节”。  

第 226 页  中文不变。  

第 267 页  

25.4.2.5  中文不变。  

第 292 页  

26.4.4.2  中文不变。  

第 339 页  

32.2.5  将“(见 32.6)”改为“(见 32.5.2)”。  

第 340 页  

3.2.3.1.5  将“32.3.1.6”改为“32.3.1.7”。  

32.3.1.6(c) 在“ 20%”后加上“，条件是硝化纤维素干物质所含的氮不超过

12.6%”。  

第 371 页  

34.1.1  将“第 2.5.2.2.1 和 2.5.2.2.2 段”改为“2.5.2.2 和 2.5.2.3”。  

34.2.1  在“和 2.5.2.2.2”之后加上“或 2.5.2.3.1 和 2.5.2.3.2”。  

34.3.1 和  

34.3.2  将“第 2.0 章”改为“2.0.3 节”。  

第 374 页  

34.4.1.4.2 在第 34.4.1.5 前面的一段，将“第 1.44 段”改为“第 2.0.3 节”。  

第 400 页  

38.3.4.3.2.2.1 中文不变  

第 402 页  

38.3.4.3.2.1 在最后一句中，将“38.3.4.3.3.2”改为“38.3.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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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0 页  

附录 5  在第三段中，“Mt”，在“有机过氧化物”之后加上“或自反应物

质”。  

第 431 页  

附录 5  在例子中，“Mt”和在第 4 段中(第 1 和第 2 段)，在“有机过氧化

物”之后加入“或自反应物质”。  

第 436 页  

附录 6  中文无改动。  

第 438 页  

附录 6  在第 5.1 段(a)中，将“自加热性”改为“自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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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对《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修订版的修改 

 第 38.3 节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8.3 节修改如下：  

 “38.3  锂电池组 

 38.3.1  目  的 

 本节将介绍对锂电池和电池组进行分类应遵守的程序(见 UN3090 和 3091, 以

及《规章范本》第 3.3 章的适用特殊规定)。  

 38.3.2  范  围 

 38.3.2.1  锂电池和电池组应在某一特定电池或电池组型号运输之前，进行

《规章范本》第 3.3 章特殊规定 188 和 230 要求的试验。锂电池或电池组如与试验

型号具有下述差别：  

(a) 阴极、阳极或电解液有按重量超过 0.1 克或 20%的变化(以较大者为

准)；或  

(b) 有会显著影响试验结果的变化。  

 应被视为新的型号并进行所要求的试验。如果一个锂电池或电池组型号不符合

一项或多项试验要求，应采取步骤纠正造成不符合要求的缺陷，然后对该电池或电

池组型号重新进行试验。  

 38.3.2.2  为了分类目的，适用下列定义：  

 合计锂含量是指组成电池组的各个电池的锂含量或锂当量含量克数之

和。  

 电池组是指以固定方式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或多个电池，包括外壳、接

头和标记。  

注：通常称为“电池组件”、其主要功能是为另一件设备提供动力源的装置，

在本规章中当作电池组处理。 

 钮扣形电池或电池组是指总高度小于直径的圆形小电池或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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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是指单一的封闭电化学装置 (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 )，其两个电极

之间有电位差。在本规章中，如果封闭的电化学装置符合“电池”的定

义，它即是“电池”而不是“电池组”，不管在本规章外该装置被称为

“电池组”还是称为“单一电池的电池组”。  

组成电池是指电池组包含的一个电池。  

 交替充电放电周期是指对可再充电电池或电池组完全充电和完全放电

的一个程序。  

 解体是指排气或破裂使电池或电池组任何部分的固体物质穿过放在离

电池或电池组 25 厘米处的丝网筛(直径 0.25 毫米的软铝丝，网格密度每

厘米 6 至 7 条铝丝)。  

 流出物是指电池或电池组排气或渗漏时释放出的液体或气体。  

当量锂含量在锂含量定义中界定。  

 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是指完成所有制造工序之后的起始充电放电

周期。  

 完全充电是指可再充电的电池或电池组被充电到其设计标定电容量。  

 完全放电是指下述两种情况之一：  

原电池或电池组被放电到失去其标定电容量的 100%；或  

可再充电的电池或电池组被放电到制造商给定的终端电压。  

 大型电池组是指完全充电时其所有阳极的合计锂含量大于 500 克的电

池组。  

 大型电池是指完全充电时其阳极的锂含量或锂当量含量大于 12 克的

电池。  

 渗漏是指物质从电池或电池组漏出。  

锂含量适用于锂金属或锂合金电池和电池组，电池的锂含量是指锂金

属或锂合金电池阳极中的锂质量，对于原电池，锂含量是在电池未放电的

状态下测量的；对于可再充电电池，锂含量是在电池完全充电的状态下测

量的。电池组的锂含量等于电池组各组成电池的锂含量克数之和。  

 锂当量含量适用于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电池的锂当量含量按以安培

小时为单位的电池标定电容量乘以 0.3 计算，乘积用克表示。电池组的锂

当量含量等于电池组各组成电池的锂当量含量克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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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离子电池或电池组是指可再充电的电化学电池或电池组，其正、负

电极都是夹杂混合物 (离子或准原子形态的锂与电极材料网格夹杂在一

起 )，两个电极都没有金属锂。利用锂离子化学性质的锂聚合物电池或电

池组在本规章中当作锂离子电池或电池组处理。  

 重量损失是指超过下面表 1 所列数值的重量损失。重量损失数值可用

下式计算。  

(M1 – M2) 
   重量损失(%) =            × 100 

M1 

式中 M1是试验前的重量，M2是试验后的重量。如重量损失不超过表 1 所

列数值，应视为“无重量损失”。  

表 1：  重量损失限值 

电池或电池组重量M 重量损失限值 

M＜1克 0.5% 

1克＜M＜5克 0.2% 

M≥5克 0.1% 

 

 原电池或电池组是指设计成不能充电或再充电的电池或电池组。  

 棱柱形电池或电池组是指其端面是相似、相等和平行的直线图形，其

侧面是平行四边形的电池或电池组。  

 保护装置是指切断电流流动、阻止电流往一个方向流动或限制电流在

一个电路上流动的装置，如保险丝、二级管和电流限制器。  

 标定电容量是指电池或电池组经受制造商给定的负荷、温度和电压截

断点后测得的电容量，单位为安培小时。  

 可再充电的是指设计成能再充电的电池或电池组。  

 破裂是指内部或外部原因引起的电池容器或电池组外壳的机械损坏，

导致固体物质暴露或溢出，但不喷出。  

 短路是指电池或电池组的正极和负极之间直接连接，为电流提供一个

几乎零阻力的通路。  

小型电池组是指由小型电池组成的、完全充电时其所有电池阳极的合

计锂含量不大于 500 克的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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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电池是指完全充电时其阳极的锂含量不大于 12 克的电池。  

 型号是指电池或电池组的一个特定电化学系统和结构设计。  

 未放电的是指没有全部或部分放电的原电池或电池组。  

 排气是指以按设计用于防止破裂或解体的方式释放电池或电池组的内

部超压。  

 38.3.3  当一个电池或电池组型号须根据本分节进行试验时，待试验的每个型

号电池和电池组的数目和状态如下：  

(a) 原电池和电池组根据试验 1 至 5 进行试验时应为如下：  

(一) 十个未放电状态的电池；  

(二) 十个完全放电状态的电池；  

(三) 四个未放电状态的电池组，和  

(四) 四个完全放电状态的电池组。  

(b) 可再充电电池和电池组根据试验 1 至 5 进行试验时应为如下：  

(一) 十个在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完全充电状态的电池；  

(二) 十个在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完全放电状态的电池；  

(三) 四个在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完全充电状态的电池组；  

(四) 四个在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完全放电状态的电池组；  

(五) 四个在五十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结束后完全充电状态的电池组，

 和  

(六) 四个在五十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结束后完全放电状态的电池组。  

(c) 原电池和可再充电电池根据试验 6 进行试验时应为如下：  

(一) 对于原电池，五个未放电状态的电池和五个完全放电状态的电

 池；  

(二) 对于原电池组的组成电池，五个未放电状态的电池和五个完全放

 电状态的电池；  

(三) 对于可再充电电池，五个在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 50%设计标

 定电容量状态的电池和五个在 50 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结束后完

 全放电状态的电池，和  

(四) 对于可再充电电池组的组成电池，五个在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

 期 50%设计标定电容量状态的电池和五个在 50 个交替充电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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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结束后完全放电状态的电池。  

对于棱柱形电池，每一充电状态须用十个电池进行试验，而不是上述

的五个电池，以便沿纵轴对五个电池进行试验，沿另一个轴对另外五

个电池进行试验。在每种情况下，试验电池只经受一次压击。  

(d) 可再充电电池组根据试验 7 进行试验时应为如下：  

(一) 四个在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完全充电状态的可再充电电池

 组；和  

(二) 四个在 50 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结束后完全充电状态的可再充电

 电池组。  

(e) 原电池和可再充电电池根据试验 8 进行试验时应为如下：  

(一) 十个完全放电状态的原电池；  

(二) 十个在第一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完全放电状态的可再充电电池，

 和  

(三) 十个在 50 个交替充电放电周期结束后完全放电状态的可再充电

 电池。  

如果已通过所有适用试验的电池组用电线连接组成的电池组件在完全

充电时所有阳极的合计锂含量大于 500 克，该电池组件如装有能够监

测电池组件并防止短路、或电池组件内各电池组之间过量放电和电池

组件过热或过量充电的系统，即不需要进行试验。  

 38.3.4  程  序 

 每一电池和电池组型号必须经受试验 1 至 8。小型电池或电池组必须按顺序进

行试验 1 至 5。试验 6 和 8 应使用未另外试验过的电池或电池组。试验 7 可以使用

原先在试验 1 至 5 中使用过的未损坏电池组进行，以便测试交替充电放电过的电池

组。  

 38.3.4.1  试验 1：高度模拟 

 38.3.4.1.1  目  的 

 本试验模拟在低压条件下的空运。  

 38.3.4.1.2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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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电池和电池组必须在压力等于或低于 11.6 千帕和环境温度(20±5℃)下存

放至少 6 小时。  

 38.3.4.1.3  要 求 

 如果无重量损失、无渗漏、无排气、无解体、无破裂和无燃烧，并且每个试验

电池或电池组在试验后的开路电压不小于其在进行这一试验前电压的 90%，电池和

电池组即符合这一要求。有关电压的要求不适用于完全放电状态的试验电池和电池

组。  

 38.3.4.2  试验 2：温度试验 

 38.3.4.2.1  目  的 

 本试验评估电池和电池组的密封完善性和内部电连接。试验是利用迅速和极端

的温度变化进行的。  

 38.3.4.2.2  试验程序 

 试验电池和电池组在试验温度等于 75±2℃下存放至少 6 小时，接着在试验温

度等于－40±2℃下存放至少 6 小时。两个极端试验温度之间的最大时间间隔为 30

分钟。这一程序须重复 10 次，接着将所有试验电池和电池组在环境温度(20±5℃)

下存放 24 小时。对于大型电池和电池组，暴露于极端试验温度的时间至少应为 12

小时。  

 38.3.4.2.3  要 求 

 如果无重量损失、无渗漏、无排气、无解体、无破裂和无燃烧，并且每个试验

电池或电池组在试验后的开路电压不小于其在进行这一试验前电压的 90%，电池和

电池组即符合这一要求。有关电压的要求不适用于完全放电状态的试验电池和电池

组。  

 38.3.4.3  试验 3：振  动 

 38.3.4.3.1  目  的 

 本试验模拟运输过程中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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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4.3.2  试验程序 

 电池和电池组以不使电池变形以便正确地传播振动的方式紧固在振动机平面

上。振动应是正弦波形，频率在 7 赫兹和 200 赫兹之间摆动再回到 7 赫兹的对数扫

频为时 15 分钟。这一振动过程须对三个互相垂直的电池安装方位的每一方向都重

复进行 12 次，总共为时 3 小时。其中一个振动方向必须与端面垂直。  

 对数扫频为：从 7 赫兹开始保持 1gn 的最大加速度直到频率达到 18 赫兹。然

后将振幅保持在 0.8 毫米(总偏移 1.6 毫米)并增加频率直到最大加速度达到 8gn(频

率约为 50 赫兹)。将最大加速度保持在 8gn 直到频率增加到 200 赫兹。  

 38.3.4.3.3  要 求 

 如果无重量损失、无渗漏、无排气、无解体、无破裂和无燃烧，并且每个试验

电池或电池组在试验后的开路电压不小于其在进行这一试验前电压的 90%，电池和

电池组即符合这一要求。有关电压的要求不适用于完全放电状态的试验电池和电池

组。  

 38.3.4.4  试验 4：冲  击 

 38.3.4.4.1  目  的 

 本试验模拟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撞击。  

 38.3.4.4.2  试验程序 

 试验电池和电池组用坚硬支架紧固在试验装置上，支架支撑着每个试验电池组

的所有安装面。每个电池和电池组须经受最大加速度 150gn 和脉冲持续时间 6 毫秒

的半正弦波冲击。每个电池或电池组须在三个互相垂直的电池或电池组安装方位的

正方向经受三次冲击，接着在反方向经受三次冲击，总共经受 18 次冲击。  

 不过，大型电池和大型电池组须经受最大加速度 50gn 和脉冲持续时间 11 毫秒

的半正弦波冲击。每个电池或电池组须在三个互相垂直的电池安装方位的正方向经

受三次冲击，接着在反方向经受三次冲击，总共经受 18 次冲击。  

 38.3.4.4.3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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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无重量损失、无渗漏、无排气、无解体、无破裂和无燃烧，并且每个试验

电池或电池组在试验后的开路电压不小于其在进行这一试验前电压的 90%，电池和

电池组即符合这一要求。有关电压的要求不适用于完全放电状态的试验电池和电池

组。  

 38.3.4.5  试验 5：外短路 

 38.3.4.5.1  目  的 

 本试验模拟外短路。  

 38.3.4.5.2  试验程序 

 待试验电池或电池组的温度必须予以稳定使其外壳温度达到 55±2℃，然后使

电池或电池组在 55±2℃下经受总外电阻小于 0.1 欧姆的短路条件。这一短路条件

应在电池或电池组外壳温度回到 55±2℃后继续至少 1 小时。电池或电池组必须再

观察 6 小时才结束试验。  

 38.3.4.5.3  要  求 

 电池和电池组如果外壳温度不超过 170℃并且在进行这一试验后 6 小时内无解

体、无破裂和无燃烧，即符合这一要求。  

 38.3.4.6  试验 6：撞  击 

 38.3.4.6.1  目  的 

 本试验模拟撞击。  

 38.3.4.6.2  试验程序 

 试样电池或电池组放在平坦表面上。一根直径 15.8 毫米的棒横放在试样的中

心。一块 9.1 公斤的重锤从 61±2.5 厘米高处落到试样上。  

 待受撞击的圆柱形或棱柱形电池的纵轴应与平坦表面平行并与横放在试样中心

的直径 15.8 毫米弯曲表面的纵轴垂直。棱柱形电池还须绕其纵轴转动 90 度以便其

宽侧面和窄侧面都经受撞击。每一试样只经受一次撞击。每次撞击都使用不同的试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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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币形或钮扣形电池经受撞击时，试样的平面应与平坦表面平行并且直径 15.8

毫米的弯曲表面横放在其中心。  

 38.3.4.6.3  要  求 

 电池和组成电池如外部温度不超过 170℃并且在进行这一试验后 6 小时内无解

体和无燃烧，即符合这一要求。  

 38.3.4.7  试验 7：过度充电 

 38.3.4.7.1  目  的 

 本试验评估可再充电电池组承受过度充电状况的能力。  

 38.3.4.7.2  试验程序 

 充电电流必须是制造商建议的最大连续充电电流的两倍。试验的最小电压应为

如下：  

(a) 制造商建议的充电电压不大于 18 伏特时，试验的最小电压应是电池

组最大充电电压的两倍或 22 伏特两者中的较小者。  

(b) 制造商建议的充电电压大于 18 伏特时，试验的最小电压应为最大充

电电压的 1.2 倍。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下进行。进行试验的时间应为 24 小时。  

 38.3.4.7.3  要  求 

 可再充电电池组如在进行试验后 7 天内无解体和无燃烧，即符合这一要求。  

 38.3.4.8  试验 8：强制放电 

 38.3.4.8.1  目  的 

 本试验评估原电池或可再充电电池承受强制放电状况的能力。  

 38.3.4.8.2  试验程序 

 每个电池必须在环境温度下与 12 伏特的直流电电源串联在起始电流等于制造

商给定的最大放电电流的条件下强制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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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的放电电流由将一个适当大小的电阻负荷与试验电池串联计算得出。每个

电池被强制放电的时间(小时)应等于其标定电容量除以起始试验电流(安培)。  

 38.3.4.8.3  要  求 

 原电池或可再充电电池如在进行试验后 7 天内无解体和无燃烧，即符合这一要

求。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