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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保险事故动力蓄电池查勘检测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保险事故动力蓄电池查勘中的处理方法、检测方法和损失情况分类分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新能源汽车保险事故动力蓄电池查勘、检测、损失评估进行使用。其它事故新能源汽车

动力蓄电池维修作业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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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31-202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T 5624-2019 汽车维修术语 

GB/T 16739.1-2014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GB/T 18344-2016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GB/T 31486-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JT/T 1344-2020 纯电动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T/IAC CAMRA 20.3 事故汽车维修工时测定规范 第 3部分：拆装工时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2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力蓄电池 traction battery 

为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提供能量的蓄电池。又称作蓄电池包，通常包括蓄电池组、蓄电池管理系统、蓄电

池箱及相应附件（冷却部件、连接线缆等），具有从外部获得电能并可对外输出电能的单元。 

3.2 

单体蓄电池  secondary cell  

将化学能与电能进行相互转换的基本单元装置，通常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外壳和端子，并被设计

成可充电。也称作电芯。 

[来源：GB/T 19596-2017，3.3.2.1.1] 

3.3 

蓄电池模组  battery module 

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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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以上单体蓄电池按照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并作为电源使用的组合体。 

3.4 

动力蓄电池风险级别  risk rating of the traction battery  

依据事故场景与损伤情况，对动力蓄电池风险进行分级。 

3.5 

动力蓄电池损伤级别  damage rating of the traction battery  

根据动力蓄电池损伤范围及程度，结合事故类型，对动力蓄电池损伤进行分级。 

3.6 

碰撞事故  crash accident 

汽车与外界物体发生撞击的意外事故。包括汽车与行人、非机动车、或固定物体发生的碰撞事故。 

3.7 

水淹事故  flooding accident 

汽车在使用过程中涉水或遭遇水淹所引发的意外事故。 

3.8 

火灾事故  fire accident 

汽车本身或外部原因引起的、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意外事故。包括自燃、引燃、碰

撞起火、雷击、爆炸、充电意外事故等情况。 

3.9 

托底事故  bottom impact accident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其底部与地面、地面凸起物或石头等物件发生碰撞所造成的意外事故。 

3.10 

荷电状态（SOC）  state of charge 

当前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中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条件可以释放的容量占实际容量的百分

比。 

[来源：GB 38031-2020，3.9] 

3.11 

健康状态（SOH） state of health  

综合表示动力蓄电池生命周期内实际容量衰减程度变化的指标。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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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蓄电池诊断  diagnosis of traction battery  

通过车载设备或外接检测设备读取动力蓄电池的物理参数或化学参数并判断故障的过程。 

4 查勘要求 

4.1查勘人员要求  

新能源汽车查勘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通过动力蓄电池查勘定损技能培训； 

b) 应了解新能源汽车结构、事故风险、电安全等查勘技能； 

c) 应了解专用工具、防护设备、救援设备使用方法； 

d) 应了解火灾、水淹、触电施救方法、应急高压断电方法。 

4.2查勘设备要求 

应配备试电笔、绝缘检测仪、护目镜、绝缘手套、防酸碱手套、绝缘鞋、绝缘服、绝缘拆装工具等。 

4.3救援要求 

新能源汽车事故救援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救援应遵循国家相关部门的指导意见和汽车生产企业的具体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电动汽车安全指

南》和随车《应急救援手册》《应急救援卡》等； 

b) 参与协助救援作业人员应穿戴必要的绝缘防护装备。 

4.4动力蓄电池风险级别 

应按照事故场景与损伤情况确定动力蓄电池风险级别，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查勘实务要求开展作

业，详见表 1。 

表 1 事故后动力蓄电池风险级别及作业要求 

风险级别 事故场景与损伤情况 作业要求 

一级 
动力蓄电池未遭受碰撞或动力蓄电池箱体轻微变形；无故障

报警。 

无需穿戴专业防护设备开展作

业 

二级 
动力蓄电池遭受碰撞，箱体有一定变形；安全气囊起爆；水

淹事故插接口有水渍；高压已断电；有故障报警；漏液。 

如需触碰车辆，作业过程中应

穿戴 4.2 中要求的防护设备 

 

  

IA
C



T/IAC 49--2023 

4 

 

表 1 事故后动力蓄电池风险级别(续) 

三级 

动力蓄电池遭受碰撞，箱体变形、模组或电芯外露或破损、

高压线裸露；动力蓄电池温度异常、有异味、烟雾、有过火

迹象；水淹事故且车辆长期浸泡；有故障报警。 

需要专业救援人员开展作业 

5 动力蓄电池检测 

5.1检测人员上岗要求 

应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并通过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或汽车生产企业相关培训合格后

上岗作业。 

5.2检测设备要求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检测设备要求： 

a) 动力蓄电池检测应配备绝缘手套、绝缘鞋、绝缘服、护目镜、绝缘拆装工具； 

b) 动力蓄电池检测应配备表2要求的专用设备。 

表 2 动力蓄电池检测专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用途 

1 绝缘电阻测试仪 测量车辆及高压零部件绝缘阻值 

2 万用表 测量车辆及高压零部件电压等示值 

3 气密性检测仪 测量动力蓄电池密封性 

4 漏液检测仪 测量动力蓄电池内电解液泄露情况 

5 游标卡尺 测量动力蓄电池箱体变形情况 

6 动力蓄电池诊断设备 读取动力蓄电池故障报警及数据信息 

7 升降平台车 辅助拆卸动力蓄电池从整车上拆卸 

5.3检测场地要求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检测场地要求： 

a）应具备与服务项目相匹配的工位并符合GB/T 16739的场地要求； 

b) 场地应布局合理、划分工位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保持标志清晰； 

c) 应满足GB/T 18344和JT/T 1344的安全要求； 

d) 应具备动力蓄电池检测、维修专区，设置各类指示标志，保持标志清晰。动力蓄电池检测、维修专用

工位应配备安全隔离警告栏等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工位周边不应有易燃物品及与工作无关的金属物品； 

e) 应配备消防栓、非水基灭火器、绝缘钩、消防沙、电池安全箱、灭火毯等消防应急设备； 

f) 应设有动力蓄电池存放专区并配备充放电设备，设置防护栅栏及警示标识，贮存地应阴凉干燥通风，

温度保持在-20℃～40℃之间。长期存放动力蓄电池应保证SOC小于等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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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检测项目及检测指标 

5.4.1外观检查 

动力蓄电池外观应检查以下内容： 

a）动力蓄电池箱体异味； 

b) 动力蓄电池箱体表面变形、破损、渗漏、锈蚀情况； 

c）固定件、冷却管路接口、维修开关、平衡阀、高压线束及插接件的松动、变形、破损、渗漏、锈蚀痕

迹情况； 

d) 动力蓄电池外部高低压接口内部水迹、烧蚀等痕迹和低压通信接口端子变形或松动情况。 

5.4.2绝缘检测 

使用绝缘电阻检测仪测量高压零部件的绝缘阻值，应符合 GB/T 31498的绝缘电阻要求。 

5.4.3气密性检测 

动力蓄电池气密性检查内容如下： 

a）使用气密性检测仪完成动力蓄电池、冷却系统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车辆维修手册要求。如检测结果

不符合要求应进行b）c）检测项目； 

b) 检测动力蓄电池内部灰尘、微小颗粒、雨水、液体侵蚀痕迹； 

c) 检测动力蓄电池箱体结构和密封圈。 

5.4.4漏液检测 

拆包检测或使用漏液检测仪检测动力蓄电池箱体内电解液挥发气体浓度应满足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或汽

车生产企业要求浓度。 

5.4.5诊断检测 

    动力蓄电池诊断方式包括车载自动诊断系统（OBD）诊断、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诊断、上位机诊断，具体

检测项目如下： 

a）电池参数检测：包括总电压、总电流、电芯电压及压差、SOC、SOH、温度、温差、绝缘电阻等； 

b) 故障诊断检测：传感器故障、通讯故障、电池故障、电池过充或过放、过流、过温、绝缘故障等。 

5.4.6健康状态检测 

动力蓄电池健康检测内容如下： 

a) 使用容量检测设备或通过后台检测数据，检测动力蓄电池实际容量，评估动力蓄电池的SOH； 

b) 检测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异常情况，SOC的充电电量线性变化。 

5.4.7冷却系统检查 

动力蓄电池冷却系统检查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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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査冷却液高度，液面高度应符合厂家要求；  

b) 检査冷却管路固定情况、管路连接处渗漏情况；  

c) 检查散热器或冷却装置的外观受损情况、管路泄漏情况。 

5.4.8动力蓄电池内部检查 

动力蓄电池内部模组、单体蓄电池、内部冷却组件、线束、高压盒、高低压线束接插件等部件检查内容

如下： 

a) 检查模组或单体蓄电池外观变形、损坏、存在水渍的情况； 

b) 检查内部冷却组件变形破损情况； 

c) 检查线束外观破损、通断情况； 

d) 检查高压盒外观变形破损和内外固定螺栓松动情况； 

e) 检查高低压线束接插件破损、退针情况。 

6 动力蓄电池损伤级别判定与评估 

6.1 动力蓄电池损伤级别 

根据动力蓄电池损伤范围及程度，结合事故类型，将动力蓄电池损伤程度划分为四级，详见表 3。 

表 3 动力蓄电池损伤级别 

损伤级别 事故类型 损伤范围 

一级 
轻微托底事故、

水淹事故 

外观检查箱体有划伤，但未伤及冷却板、无故障报警。除外观检查外无

其他检测项目异常。 

二级 
碰撞事故、托底

事故 

外观检查箱体变形（模组、单体蓄电池、冷却板未损伤）、固定支架损

伤、插接件损伤，有故障报警信号、动力蓄电池检查内部保险丝或继电

器等控制模块损坏。无其他检测项目异常。 

三级 

水淹事故、严重

碰撞事故、托底

事故 

外观检查箱体严重变形、固定支架损伤、插接件损伤，诊断检查有故障

报警，气密性检测异常，模组或单体蓄电池损坏，冷却管路损坏、冷却

液泄露、动力蓄电池平衡阀进水、插接件进水。 

四级 

水淹事故、严重

碰撞事故、托底

事故、火灾事故 

动力蓄电池箱体有高压线束、模组或单体蓄电池裸露或破损、温度异

常、冒烟、起火、过火痕迹，安全检测异常，模组长期浸泡水淹导致蓄

电池模组或单体蓄电池大面积损坏。 

6.2 动力蓄电池损失评估 

6.2.1修复与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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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结合汽车生产企业维修手册和实际情况制定修复和更换方案。 

a) 动力蓄电池发生一级损伤时，通过检测结果确认电池参数均正常，可以仅进行外部涂层和钣金修复； 

b) 因碰撞、托底事故导致动力蓄电池发生二级和三级损伤时，通过检测确认电池系统未受影响，应选择

修复或更换动力蓄电池箱体和外部涂层。如检测后确认模组或单体蓄电池受损，应根据实际情况修复或更换

模组和损伤零部件，如检测后确认动力蓄电池的损伤已不可维修，可更换动力蓄电池总成；  

c) 因水淹事故导致的动力蓄电池一级、二级和三级损伤时，可烘干后检测确定损伤级别。根据实际情况

清洁、修复损伤零部件，必要时更换模组和相关零部件或动力蓄电池总成； 

d) 动力蓄电池发生四级损伤时，可更换动力蓄电池总成； 

e) 报废或拆解的动力蓄电池应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进行损余回收。 

6.2.2工时测定 

对于需要拆解、更换零部件可参考T/IAC CAMRA 20.3中拆装工时相关规定进行工时测定。 

6.2.3评估报告 

承修单位或检测服务单位应在承修72h内提供动力蓄电池评估报告，报告模版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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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动力蓄电池评估报告 

A．1 动力蓄电池评估报告信息 

动力蓄电池评估报告涉及客户信息、车辆信息、电池信息详见表A.1、A.2和A.3。 

表A.1 客户信息 

保险单号  报案编号  

被保险人  联系方式  

出险原因  出险时间  

送样单位  车辆使用性质  

联络人  联系方式  

表A.2 车辆信息 

厂牌型号  车型  

VIN  车辆类型 BEV    PHEV  其他 

车牌号  蓄电池包编码  

出厂日期  累计行驶里程  

 

表A.3 电池信息 

电池类型 三元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其它： 

内部结构 标准模组   CTP   CTC  CTB  其他 

冷却方式 风冷     液冷     其他 

电池出厂日期  电池生产厂家  

电池额定电压  电池额定电量  

电池额定总能量  剩余电量（SOC）  

总电压  模组数量  

A．2检测项目 

动力蓄电池评估报告涉及检测项目详见表 A.4、A.5、A.6、A.7、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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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外观检查 

序号 异常项目 图片 评价 

1 异味检查   

2 箱体检查  

破损位置： 

破损深度： 

破损面积： 

破损原因： 

3 外部高低压接口线束   

4 固定件   

5 冷却管路接口   

6 维修开关   

7 平衡阀   

表A.5 绝缘检测 

测试项 测试值 状态 

直流口高压输入端 

正负极间阻抗   

正极、车身间阻抗   

负极、车身间阻抗   

直流口高压输出端 

正负极间阻抗   

正极、车身间阻抗   

负极、车身间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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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诊断检测 

系统名称 故障码内容 状态 

低压故障 

   

   

高压故障 

   

   

 

表A.7 容量检测 

开始SOC  结束SOC  

充电模式 恒压   恒流  其他 实测能量  

绝缘状态  温度状态  

仪表盘检查  有无报警信息  

SOC漂移值  能量保持率  

能量衰减值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温度差  

 

表A.8 动力蓄电池内部检查 

检查项目 状态 

模组、单体蓄电池、线束、高压盒、高低压线束接插件  

模组或单体蓄电池外观  

内部水冷组件  

线束外观  

高压盒外观；内外固定螺栓  

高低压线束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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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损伤评估 

动力蓄电池损伤评估结果和相关信息详见表 A.9。 

表A.9 损伤评估 

评估结果 

损伤级别  

详细描述  

检测单位  

检测人员  

检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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