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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需求
目前，在 IDC 数据中心的 UPS 供电机房方案设计中，不

少用户在 UPS 并机系统中提出共用电池组的要求，然而在实

际的应用中，到底是共用电池组好还是分开电池组好？我们

进行了以下客观的分析，供 IDC 数据中心用户参考。目前，

共用电池组主要有两种方案。

（1）方案一

完全共用电池组（电池组直接并联在两台 UPS 的整流器

输出），如图 1 所示。

图 1 完全共用电池组

① 市电正常

市电正常时，两台 UPS 同时对电池组充电。

② 市电异常

当市电异常时，电池组放电，同时给两台 UPS 提供能量。

（2）方案二

不完全共用电池组，如图 2 所示。

图 2 不完全共用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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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UPS 并机系统中共用电池组和不完全共用电池组的利弊关系进行分析比较，经分析认为，在并机系统里采用电池组

分开带载的方案是比较合理的。

关键词： UPS 并机系统   共用电池组   分开带载 

Abstract: The pros and cons of shared battery and partial shared battery in the parallel connection system of UPS is analyzed and 

compared. Accordingly, it is reasonable to adopt the scheme of separated loading battery in the parallel conn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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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电正常

市电异常时，两台 UPS 分别给各自的电池组进行充电，

电池并联空气开关 K1 处于断开状态。

② 市电异常

当市电异常时电池组供电，如果出现一台 UPS 出现故障，

这时为了保证单台 UPS 的后备时间，要将电池并联空气开关

K1 闭合，两组电池同时给负载供电。

2 共用电池组利弊分析

2.1 针对方案一的分析

完全共用的电池组， 常见的并机系统主要应用在两种场

合：冗余备份和扩容。这两种应用，对电池组的容量需求相

差很大：以 100kVA ＋ 100kVA 系统要求电池供电时间 1h 为

例，当用于冗余备份时，要求负载功率不大于 100kVA，才能

起到备份作用，而电池的配置是不同的，因为冗余备份应用，

负载不大于 100kVA，所以，单机的电池组配置容量只需要

100kVA、 供电时间 0.5h 就可以保证在停电后供应系统 1h；

而用于扩容使用时，单机电池组必须按配置容量 100kVA、 供

电时间 1h 配置，否则不能满足停电时系统负载 200kVA 供电

时间 1h 的供电要求。可见，同样保证系统在市电异常时电池

要工作 1h，电池组的配置容量相差是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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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池组分开的并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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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共用电池组的并机系统

（1）共用电池组的好处

那么，在并机系统中采用共用电池组有何好处呢，以下

均以并机冗余备份为例说明，在图 5 中的共用电池组并机系

统中，假如是 100kVA+100kVA 并机系统，电池组要保证停电

供应 1h（电池拟配 4 组 100Ah/12V）。当市电异常时，电池

组分别向 UPS1 和 UPS2 的逆变器供电，当市电异常时，而且

假设 UPS1 中的逆变器 1 故障，则此时整个电池组可以保证剩

下的 UPS2 的逆变器 2 工作 1h，如图 5 所示。

当采用分开电池组工作时，若出现以上问题，见图 6。此

时，只能由电池组 2 向逆变器 2 供电，时间只有 0.5h，可见

供电时间相对电池共用系统少了 0.5h，这也就是共用电池组

最大且唯一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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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市电异常，共用电池组向逆变器供电

逆变器 1 

输出，负载

100KVA 
电池组 1：100AH12V×29 节  2 组 

逆变器 2 

电池组 2：100AH12V×29 节  2 组 

UPS1 

UPS2 

图 6 市电异常，分开电池组向逆变器供电

（2）共用电池组存在的问题

① 并机系统中，一般逆变器之间会有通信线进行均流控

制，但是整流器之间并没有通信线进行均流控制，在图 4 的

共用电池系统中，实际是把2台UPS的整流直接并联在一起了，

这样在扩容应用中，因为 2 台整流器没有均流控制，容易导

致一台整流器过载，而另外一台也带不动，导致整个系统的

整流故障转向电池组放电。

② 共用电池组即使用于冗余备份系统中，当一台 UPS 的

整流器故障，尤其是电压失控，则整个电池组将面临灾难性

后果，可能因过充电而导致所有电池组报废。那么，一旦停

电则整个系统断电，后果不堪设想，如图 7 所示。虽然 UPS

一般都有保护电路，但是整流器故障难免，图 7 中假设 UPS1

的整流器 1 失控，造成母线电压过压，则会央及所有的电池

组过充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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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整流器失控导致电池组全部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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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从维护的角度，在电池维护时，若是采用共用系统，

则必须将正负极都断开，而电池组一般只在正极设有空气开

关。若正负极都接空气开关，则电池回路可靠性下降，若是

采用分开的电池组，维护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④ 对于系统要求电池供电时间不长而共用一组电池组的

情况，则问题更大。一般 UPS 系统出现问题，有很大部分都

是电池组引起。因此，共用一组电池组的情况，会导致整套

并机系统的可靠性大大下降，一旦市电异常，只要电池组的

一个电池有问题，将导致 UPS 无输出，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可见，采用共用电池组的好处，只是在停电时有 1 台

UPS 的逆变器故障时，可多提供 1 倍的供电时间，但是其可

靠性会相对分开电池组的情况低很多。UPS 的逆变器在停电

时故障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低，损失也只是减少一半的供电

时间，相对整个系统断电还是好很多。所以，对于系统要求

可靠性较高的用户，建议还是将电池组分开，最好不要共用，

以免牺牲并机系统的可靠性。

2.2 针对方案二的分析

（1）不完全共用电池组的好处

不完全共用电池组增加了电池并联空气开关 K1，见图 8。

还是以并联冗余备份做分析，如果是 100kVA+100kVA 并机

系统，电池组要保证停电供应 1h，由于当 UPS 没有出现异常

时，并机系统中每台 UPS 为 1/2 功率负载，因此，如图 8 每

台 UPS 配置 2 组 100Ah/12V 电池就可满足后备时间要求。当

市电异常时，电池供电，若此时 UPS1 异常，UPS2 将满负荷

供电，这时通过闭合电池并联空气开关 K1, 可以达到后备时间

1h 的供电要求，这样会比每台 UPS 配置 4 组电池节省 1 倍电

池的投入。

图 8 不完全共用电池组

（2）存在的问题

① 因每组电池特性不一，如果其中 UPS1 电池组中出现个

别电池特性异常，当 UPS2 在大电流放电的过程中通过闭合电

池并联空气开关 K1 一起放电，就容易导致整套电池组的工作

电压被 UPS1 电池组电压拉低，而出现放电异常。

② 因 UPS1 及 UPS2 在放电过程中电池电压不会保持一致，

所以在并联空气开关 K1 的两端将存在电压差，如果进行人工

闭合 K1 时，因瞬间的压降会对 UPS1 或 UPS 主机内的直流电

解电容造成冲击，严重时会形成瞬间逆变器输入端环流过大

而造成 UPS 系统保护，从而造成 UPS 输出断电。

3 总结
综上所述，对于在并机系统共用电池组存在客观的风险

问题，既然在方案上已经选择并机系统供电，就是充分考虑

到并机系统的安全可靠性。这时，如果在共用电池的使用上

出现供电故障问题将得不偿失。因此，建议在并机系统里采

用电池组分开带载的方案，保证数据中心各系统机房的高可

靠性。

电池研发瓶颈制约电动汽车发展速度与方向

特斯拉汽车在国外发展得如火如荼，畅销欧美各国；国内的比亚迪、奇瑞等汽车厂商也纷纷发力电动汽车，试

图跑马圈地，抢占新能源汽车的制高点。近年来，电动汽车的概念越来越热，成为大众看好的新一代交通工具。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有着极为普遍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

院电工所研究员顾国彪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成立跨产业联盟，实现共创共赢。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供的汽车效率曲线显示，汽车一二挡的燃油效率一般在 15% 以下，到四挡才能达到

25% ～ 30%。因此传统燃油汽车在城市工况条件下，环境污染问题就会很突出。基于此，世界各国都提出要推动新

能源汽车和电动汽车，并纷纷出台了宏大的目标。

顾国彪指出，以如今风头正劲的美国特斯拉公司为例，其采用的柱状 18650 钴酸锂电池技术较为成熟，功率高、

能量密度大、一致性较高。问题是安全系数较低，热特性和电特性较差，成本也相对较高。但由于其核心技术采用

电池控制系统，在每个电池片、电池砖和电池组中设计了监控单元和保险，一旦电流过大或电池过热时立刻断开输出。

凭借这些核心技术，特斯拉才能赢得市场认可。

顾国彪认为，当下，电池研发的瓶颈制约了电动汽车的速度与方向，高效的电机及系统仍是核心技术，超级电

容及安全型锂电池或其他高能源密度型电池是核心，发展纯电动汽车应与充电站、供电网联合发展并尽可能利用新

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