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
重点专项 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重点专项。根据本

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通过储能与智能电网基础科学和共

性关键技术研究的布局，推动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始创新科技成果

的产生，着力突破共性关键技术，增强创新能力建设，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从而保证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格局下

电力供应的安全可靠性、环境友好性、经济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推动我国能源转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技

术支撑。

2025年度指南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分步实施、重点突出的原

则，围绕中长时间尺度储能技术方向，拟启动 1项青年科学家项

目，拟安排国拨经费 500万元。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实施周

期不超过 2.5 年。除特殊说明外，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

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青年科学家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不再下设课题，项目

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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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男性应为 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

应为 198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

求同上。青年科学家项目强调原始创新，解决关键科学问题，在

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1 中长时间尺度储能技术

1.1 电池储能应用分析大模型研究（基础研究类，青年科学

家项目）

研究内容：针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对电池储能的需求，结合

我国大模型的技术突破，研发自主可控的电池储能领域大模型与

数据库平台，具体包括：构建涵盖储能材料数据（包括储能电池

正极、负极、电解质等）、储能单体数据（包括储能过程电压、电

流、容量等）、储能系统数据、储能运行环境信息的大数据库；基

于国产基座大模型，结合领域知识嵌入的微调技术，构建具有储

能领域知识问答能力的储能领域大模型；研究适用于储能充放电

特性、针对典型储能场景的匹配性的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和人工

智能诊断技术。

考核指标：构建储能专用数据库，包括大于 10万种储能电池

材料和大于 10种材料性质（准确率大于 90%）的数据，大于 1000

个储能单体数据，大于 100 MWh储能系统的数据，大于一年周期

储能运行环境信息数据；研发自主可控的储能领域大模型，支持

专业领域知识问答，准确率达 90%以上；实现大模型在储能电池

健康状态预测、寿命预测、储能技术与储能场景最佳匹配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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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预测准确率大于 90%。

关键词：储能领域大模型，大数据库，人工智能诊断

建议支持项目数：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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