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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能量储存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轨道交通地面装置储能系统的系统构成、应用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以电池、超级电容、飞轮等储能介质的列车再生制动能量储存系统。当该系统与电阻

吸收装置、能馈装置、双向变流装置等联合使用时，本文件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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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402—2010  轨道交通 牵引供电系统电压（IEC 60850:2014,MOD） 

GB/T 3859 (所有部分）  半导体变流器[IEC 60146(所有部分)] 

注1：GB/T 3859.1—2013  半导体变流器 通用要求和电网换相变流器 第1-1部分：基本要求规范（IEC 60146-1-

1:2009,MOD） 

GB/T 3859.2—2013  半导体变流器 通用要求和电网换相变流器 第1-2部分：应用导则(IEC/TR 60146-1-

2:2011,MOD) 

GB/T 3859.3—2013  半导体变流器 通用要求和电网换相变流器 第1-3部分：变压器和电抗器(IEC 60146-1-

3:1991,MOD) 

GB/T 3859.4—2004  半导体变流器 包括直接直流变流器的半导体自换相变流器(IEC 60146-2:1999,IDT)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 60529:2013，IDT） 

GB/T 13422—2013  半导体电力变流器 电气试验方法 

GB/T 24338(所有部分）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IEC 62236） 

注2：GB/T 24338.1—2018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1部分：总则(IEC 62236-1:2008,MOD) 

GB/T 24338.2—2018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2部分：整个铁路系统对外界的辐射(IEC 62236-2:2008,MOD) 

GB/T 24338.3—2018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3-1部分：机车车辆 列车和整车(IEC 62236-3-1:2008,MOD) 

GB/T 24338.4—2018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IEC 62236-3-2:2008,MOD) 

GB/T 24338.5—2018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4部分：信号和通信设备的发射与抗扰度(IEC 62236-

4:2008,MOD) 

GB/T 24338.6—2018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5部分：地面供电装置和设备的发射与抗扰度(IEC 62236-

5:2008,MOD) 

GB/T 25890.7—2010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直流开关设备 第7-1部分：直流牵引供电系统专用测

量、控制和保护装置 应用指南( IEC 61992-7-1:2006,IDT) 

GB/T 32579—2016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变流机组额定参数的协调及其试验（IEC 62589:2010,MOD） 

GB/T 32593—2016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变电所用电力电子变流器（ IEC 62590:2010,MOD） 

GB/T 36271.1—2018  交流1kV以上电力设施 第1部分：通则(IEC 61936-1:2010+AMD1:2014) 

3 术语和定义和缩略语 

http://www.bzmfxz.com/biaozhun/Soft/GJBZ/2014/02/17/197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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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 

GB/T 3859（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储能系统  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 

可以从直流母线获取并存储电能，并可将电能回馈至该直流母线。 

3.1.2  

再生制动 regenerative braking              

将电动机的能量反馈到电网或车载储能装置的电动力制动。 

注：如（电池、飞轮）等储能装置 

[来源：GB/T 2900.36-2021] 

3.1.3  

储能单元 energy storage unit 

ESU 

可进行电能存储和释放的设备。 

注：储能单元是任何可用的存储介质，例如电池（锂离子、镍金属氢化物等）、电容器（双电层电容器、锂离子电

容器等）或飞轮等。 

3.1.4  

电力电子变流器 electronic power converter 

又一个或多个阀器件连同变压器、滤波器（如有必要）和辅助设备（如有）所组成的运行单元。 

[来源：GB/T 2900.33-2004] 

3.1.5  

工作周期 duty cycle 

一个周期内电力电子变流器或储能单元充电、放电、待机的工作时序。 

3.1.6  

短时耐受电流能力 short-time withstand current capability 

在规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承受电流的能力。 

3.1.7  

充放电效率 charge-discharge efficiency  

储能系统通过其电气端口的放电能量与充电能量之比。               

注：使用7.1.4中描述的方程式计算效率。 

3.1.8  

充电电流 system charge current  

从供电网络流向储能系统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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