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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储能设备安装的注意事项研究 

——以江西某光伏配储项目为例 
庄祥祥  

（上海联之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0000） 

摘要：文章主要探究电力储能设备安装的注意事项，助力于提升设备安装质量。研究过程中，简要阐述储能设备
安装场地要求、安装要求、调试运维要求，以江西某光伏配储项目为例，分析现有储能设备安装技术的应用难点，并
提出项目规划设计、设备组装、设备运行检验、设备管控机制，以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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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化石能源消耗加剧环境污染下，可再生能

源发电得以迅速发展，却由于弃光问题严重、发电不确

定性，多采取储能设备平抑其出力波动，以免对整体电

力系统造成冲击，稳定电网运行。现阶段，可再生能源

发电以光伏发电为主，建设光伏电站数量逐渐增加，规

模逐渐增大，对储能设备安装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在

电力储能设备安装中，应当做好注意事项控制，提高安

装质量。 

1 电力储能设备安装的注意事项 
为保证电站运行稳定、安全，电力储能设备安装必

须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具体注意事项如下： 

（1）场地要求。储能设备要求地基平稳，场地需平

整，禁止出现明显坑洼或高低差，根据电站要求确定场

地面积，需超过设备自身面积[1]。而储能设备安装位置应

与工程物、建筑物、电力线路预留安全距离，预防短路，

维护人身安全。安装地点保持良好通风，避免气流过强

或过弱，否则会降低设备运行效果，环境温度 5~40℃，

无腐蚀性气体、水汽、粉尘等。 

（2）安装要求。储能设备种类繁多，包括温控系统、

消防系统、逆变器等，需考虑成本、性能、维护等选择

设备，将其安装在安全可靠、通风干燥、便于维护位置[2]。

整体流程严格按照说明书、技术标准规范操作，保证安

装质量。并预留操作空间与安全通道，周围设置防护栏，

严禁存放杂物。此过程中，保证接地线接地良好，安装

防静电、防雷设施，配置电流保护开关，做好线路绝缘

处理。 

（3）调试运维。储能电站与电网交互，调度与并网

技术作为关键点，需保证接网平稳性，使其迅速响应调

度指令。并做好运行维护工作，安排专人完善管理制度，

定期检查设备，使其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制定应急预案，

便于应对突发情况。 

2 电力储能设备安装技术的应用难点 
在电力储能设备安装中，安装技术受多方面因素影

响存在应用难点，必须结合工程情况开展具体分析。以

江西某光伏配储项目为例，拟利用面积 639 亩池塘水面

与地面区域建设光伏电站。项目总规划容量 50MWp，配

套建设 7.5MW/7.5MWh 储能系统，布置于升压站内，安

装 N 型 550Wp 单晶硅双面双玻太阳能组件 94248 块，装

机容量 51.8364MWp（DC）/35.2MW（AC）。该项目重点

在于储能设备安装，主要存在以下技术难点： 

第一，设备性能难点。储能设备要求最大充放电功

率为 1C，要求供应商打样分析，安排专人参与评估，确

定满足技能要求。并且，电芯厂内测试，1C 情况下，电

芯容量深度不满足。 

第二，设备安装问题。一是设备安装中，遇到安装

位置受限问题，如设备重量过大、空间不足等，使得设

备难以正常安装。并且，设备间预留空隙不足，导致设

备无法散热及稳定运行。二是 pack 侧面无封板，现场存

储安装需注意防水防潮。三是电池舱内摄像头和消防下

无下引线槽，底板未开孔，设计错误，需现场开孔。四

是现场舱体运输车辆为 17.5m，无法进入厂区，现场只能

进入 13.5 米车，需要舱体在站外转运发至厂内。 

第三，设备调试问题。设备调试作为电力储能设备

安装最后环节，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人员操作不熟练，

导致单机设备、联动设备调试不足，出现零部件异常、

冷却不足、润滑不良等情况。或是对设备性能、参数调

试操作形式化，未能仔细检查漏气、漏水等现象，影响

后期储能设备运行应用。 

第四，人员安全问题。储能设备涉及高温、高压电

等一系列安全隐患，要求施工人员遵守操作规程，落实

防护装备，保证安装安全性[3]。 

3 电力储能设备安装技术的应用策略 
3.1 电力储能的项目规划设计 

该项目储能设备需求 7.5MW/7.5MWh，以此规划设

计，每个储能电池舱容量 2.5MWh，由 10 个电池簇组成，

每组电池簇设计为 1 台高压箱加 20 台电池模组插箱结

构，系统充放电倍率为 1C。项目由三个电池舱组成，总

容量 7.5MWh，系统配置见表 1。 

表 1  储能系统配置 

类型 型号/参数 低电压 高电压 额定电 能量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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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压/V /Wh 台 

电芯 220AH 2.8 3.65 3.2 704 3600 

电池

箱 
1P18S 50.4 65.7 57.6 12672 200 

电池

簇 
1P360S 1008 1314 1152 253440 10 

系统 10*1P352S 1008 1314 1152 2534400 1 

电池模组采取 1P18S 串并方式，以风道空调冷却，

可在-20~55℃下放电，0~45℃下充电，工作温度范围广

泛，符合项目要求。 

3.2 电力储能的设备组装 

电力储能设备组装涉及因素较多，根据项目要求，

需做好安装前确认、位置准备、电源连接等工作，确定

安装流程见图 1。 

开始安装

安装前确认

设备各组件的安装

确认设备的安装位置

设备安装于19英
寸标准机柜

设备安装于
工作台

设备组装

地线及电源线额连接

配置电缆的连接

安装结束  
图 1  电力储能设备安装流程图 

3.2.1 组装准备 

在组装前，根据项目存在的技术难点，开展安装准

备工作，为后续安装提供支持。具体如下：（1）货到前，

先按常规要求测试，厂内提前确认测试方案，提前制定

方案，即充电 70，按 0.8C、0.5C 放电依次调整。如不满

足，将电压上下限调高，做好评估，将其用于现场。（2）

安排人员与电缆厂家沟通，对于采购的 0.6/1KV 交流电

缆，考虑电缆电压等级选择中，不同电压等级差异在于

电缆绝缘层厚度，1KV 约 1.6mm，3KV 约 2.0mm，与载

流量无关，后续电缆选择，需在计算载流量的前提下，

确认电压等级，避免高压低选。（3）车辆无法进入现场，

租赁一辆 50T 吊车，一辆 13.5 挂车，场外转运。并在现

场配置 1 辆 100T 吊车负责卸货，转运费 6000 元。以此

做好准备工作，确保设备性能、电缆参数、场地等均符

合组装要求。（4）安装人员均穿戴防护装置，提前开展

设备组装培训，保证其了解电池、配套系统、电缆敷设

等安装要求，提高人员综合素质。 

3.2.2 设备组装 

（1）pack 电池安装 

pack 侧面无封板，安排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操作，对

于分批到货的 pack，立即开展现场安装，提前勘探现场。

安装过程中，电池间距超过 15mm，放置于远离易燃物的

地方，控制周围环境避免出现大量有机溶剂气体，或是

阳光强烈直射。电池室内配置环境控制装置，做好防护

工作，舱体空调开除湿，于现场确认，5 月下旬即可接入

空调电源，确保 pack 电池拥有良好工作环境，且配置报

警装置[4]。安装人员需做好环境检查，避免蓄电池安装、

使用中出现电池腐蚀、浸水事故。并合理安装电池架，

安装设计便于巡检人员操作、观察电池外部情况，预留

充足层间距离，为后期维修保养提供支持[5]。并且，为避

免电池组安装、运输中漏液短路，需避免接地。而电池

安装连接线，尽量缩短材料，截面积超过负载用线截面

积，连接线作业禁止金属工具两端接近电池正负端子，

做好绝缘包装，以免金属工具导电产生危险情况。为避

免电池打火，连接安装后以扭矩扳手紧固螺栓，外部设

备与电池连接前保持断开状态，连接后则要紧固连接线。 

（2）电源线及地线连接 

在电池组装后，需将储能设备电源输入端地线连接

机箱，保证机壳接地良好，漏电流、感应电能够流入大

地，增强整机抗电磁干扰性。在交流电源插座中，使用

中性单点接头的多功能微机电源插座或三相电源插座，

建筑物中可靠接地，于施工布线时确定电源中性电埋地。

未配置 UPS 下，交流电源线连接将存储设备附带机壳接

地线一端与机箱面板接地柱连接，一端就近接地[6]。进而

将电源线插入机箱电源插座上，一端插入外部供电插座

上，检查电源指示灯闪烁情况，确保连接电源正确。配

置 UPS 下，接地线连接要求相同，仅将存储设备 2 根电

源线连接机箱电源插座与 UPS 电源插座即可。 

（3）配置电缆连接 

配置电缆为 8 芯电缆，一端压接 RJ-45 插头，插入

存储设备串口内，一端插入 UPS 串口插座。整体安装中，

根据现场情况确定电缆长度，对其剥皮敷设，固定电缆

同时，保证其接地质量。并考虑电池舱内摄像头和消防

下无下引线槽，现场使用冲击枪开孔，敷设槽盒，拉网

线。配置终端与设备连接中，将电缆插头插入配置 PC 机

终端串口与设备串口。 

3.3 电力储能设备运行检验 

为保证每套电池系统、储能变流器符合设计功能运

行稳定，每个集装箱舱体储能保护功能正常，系统能够

长期稳定安全运行，无保护拒动或越级跳闸情况，需核

查各系统与储能系统联络信号，能够及时响应后台工作

站下发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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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储能系统检查 

系统各屏柜、电池 pack 检查安装固定情况，放置电

缆无缺失，线缆无破损，能够正常导通电路，布线整齐、

标签完好，接地良好。并且，动力线缆、光纤网线、控

制电缆连接紧固无误，舱体事故电源、照明系统运行正

常。该项目 3 套 PCS 变流生产一体机、6 台汇流柜、600

块 pack 电池、12 台工业空调、1 套协调控制柜均完成安

装。 

3.3.2 单体系统调试 

（1）电池管理系统调试。该系统上电检测连接线，

保证紧固无误，测量电池 pack 实际电压值，对比 BMS

采集显示值，保证采集精度与要求相符。并抽测温度采

集点、检查三级系统通信、对外接线端子接线、汇流柜

UPS 系统等。该项目系统通信正常，采集电压精度≤±

0.3%，温度精度≤±2℃，UPS 供电正常，能够准确自检、

通信、报警、信息处理及权限设置。 

（2）能量管理系统调试。检查 EMS 主机、上位机、

交换机等上电情况，完成相关接线，保证紧固无误，核

对内外部通讯链路是否完整畅通，完成 SCADA 界面建

模，信息显示与采集正常，与实际标准无误。该项目系

统监控画面清晰明了、无延迟卡顿情况，见图 2。 

 
图 2  项目能量管理系统界面 

3.3.3 分系统调试 

该项目各系统网络通讯链路正常，上传数据无误，

点位核对正确，满足项目要求。 

3.4 电力储能设备管控机制 

为发挥储能设备效果，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需制定

设备管控机制，做好定期检查、保养工作。一是开展设

备保养，定期维护电路与保养电池，维持电池工作环境

约为 15~25℃，延长电池循环寿命。例如，电池故障中，

检查界面故障信息，断开电源查看软硬件问题；保持电

池散热部件、模块、极柱等清洁性，发现积灰及时处理。

如果电池组缩短供电能力，联系厂家更换电池，注意新

电池规格参数与原厂一致。二是每年巡检，检查控制系

统面板信号灯正确与否，特别是管道、电线电缆等是否

存在漏电情况，是否及时更换配件，对于表面污垢做好

清理，认真记录检查结果。三是预防系统风险。储能设

备电池使用中，可能产生热力学、电化学反应，出现爆

炸燃烧风险、电击风险等。针对燃烧爆炸事故，做好系

统防护设计，汇流柜、电池包外壳使用阻燃材料，增加

内部散热性能，以免热积累过快引发爆炸。并利用 BMS

监控电池温度变化，温度失控及时报警。针对电击风险，

则以预防为主，每个电池包均要连接插件，避免裸露正

负极，利用系统开展绝缘监测，如果绝缘值在安全标准

下，直接切断电池系统。 

结论：综上所述，储能设备安装需要考虑施工条件

及实际电站需求，做好准备、组装等工作。通过分析江

西某光伏配储项目，获得以下结论： 

（1）储能设备安装中，需注意场地要求、安装要求、

调试运维要求等事项，把控安装细节。 

（2）电力储能设备安装技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

应用难点，必须结合工程情况开展具体分析，明确设备

性能、设备安装、设备调试等难点。 

（3）储能设备需结合项目做好规划设计，并开展

pack 电池安装、电源线及地线连接、配置电缆连接、运

行检验、制定管控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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