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储新能源
数字储能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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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亮点

原创性理论技术

•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接纳、管理电池差异性；储能领域原创性技术和范式—数字储能

• 1 5 + 年学术积累，发表学术论文 3 0 0 + 篇， 1 0 0 + 项专利申请

产学研融合团队

• 创始人⻓期研究复杂系统建模、控制与优化理论、储能系统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化，是清华大学信息能

源教育部 - 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筹）创始主任

• 核心团队由经验丰富的研发、技术、生产及市场等人员组成，优势互补

市场资源丰富

• 拥有电力、能源、电信等行业资源丰富，已与多家头部客户展开合作

进入快速增长

• 业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2 1 年业务订单预计 1 . 4 6 亿，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超 3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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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储是谁

OUR MISSIONWHO WE ARE

云储新能源

数字储能
解决方案提供商

基于数字储能完成

能量O2O和电网OTT及

能量的互联化运营

WHAT WE DO

接纳、管理电池差异性

基于动态可重构电池网络的数字能量交换系统

颠覆200+年来固定串并联的电池

应用范式

构建储能即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

Enabler of the
Energy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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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持续催生储能需求

预计2025年储能投资市场空间（自2020年起）累计1.6万亿，2030 年累计 6 万亿元，

2060 年累计 122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30%+

储能市场发展

预计 2025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可达

623GWh，国内装机量可达312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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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市场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运维成本高：现场安装、日常运维、失效维护耗时耗力

安全性、经济性问题

系统短板效应是安全性和经济性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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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可重构电池网络 —— 根本上解决安全性和经济性问题

类比：“硬盘格式化为字节可以屏蔽存储介质的物理差异性”

•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接纳、管理电池差异性

• 将互联网屏蔽终端差异性的技术体系引入到电池储能领域

构建基于动态可重构电池网络的电池应用新范式：

“no two leaves are ever exactly alike.”

电池之间的硬连接 程序控制的柔性连接

电池容量估算不准 高精度OCV-SOC测量

均衡能力弱 工作电流级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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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芯片到装置到系统到平台，本质安全及成本可控

通过数字信号处理与传输理论从原理上解决电池安全性问题

本质上是电子产品，符合摩尔定律，成本呈指数下降

电池网络管控SoC

高速能量交换背板
能 量
信 息 化

通过摩尔定律解决电池系统问题

通过毫秒级系统动态重构，

实现了电池非线性特性的线性近似，

从原理上解决了电池系统测不准、断不开的问题，

实现了电池从黑盒->白盒的转变

能量信息化

高频电力电子半导体器件的快速发展
使能量的数字化处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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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可重构电池网络 —— 核心装置

数字能量交换系统（DESS：Digital Energy Switching System）

将互联网屏蔽终端差异性的“尽力而为”的理念和技术体系引入到

大规模电池成组领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电池能量流与信息流的

离散化同频处理，使电池能量的管控颗粒度从传统的电池簇级小时

级细化为电池单体/模组级毫秒级，通过数字信号处理与传输原理

从根本上解决了电池系统“短板效应“，极大提升了储能系统有效

容量，系统循环寿命、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数字能量交换系统包

含4种核心设备，分别是数字能量交换机、数字能量适配器、数字

能量集线器和数字能量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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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储解决方案1——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储能

数字能量交换系统：目前唯一一种从根本上消除电池系统短板效应的技术，实现了储能系统本质安全性和3倍以上的经

济性提升，也是唯一一种无需进行单体层面的拆解、分选和重新成组的退役电池梯次利用技术，开创车上车下无缝对接的

数字无损梯次利用新范式。

2021年国际发明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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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储解决方案2——基站、机房、数据中心备电/储能

动态可重构电池网
络

12V整流模块

12V电池能量刀片

电源设备

8U

ICT设备

34U～40U

高效 三级转换变为一级，转换效率至少提升25%

快速 标准机柜设计，快速部署

弹性 模块化设计，随需在线扩容

紧凑 取消集中UPS，空间利用效率至少提升30%

工信部泰尔实验室
检验报告

中国移动
数据中心

南方电网
边缘计算节点

数

字

能

源

机

柜

电 源 I T 化 ， 软 件 可 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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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储能系统的电池自动运维巡检云平台

研发电池能量管控云平台，通过互联网对数字储能系统

进行系统功能的软件定义和升级，实现细粒度的充放电管控、自动运维巡检以及数据服务

极大降低电池储能电站的O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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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储能方案 VS 传统储能方案 – 安全性

序号 项目 数字储能方案 传统储能方案

1 本质安全性
是目前唯一一种储能系统级

本质安全技术体系
不具备

2 热堆积和热失控防护
可控制电池接入一次回路的时间，在原

理上杜绝了热堆积和热失控
不具备

3 故障诊断功能和电气保护功能
在毫秒级在线检测疑似故障单体/模组，
微秒级隔离，主动式安全防护，模组级

颗粒度隔离
仅能对电池簇进行秒级断开

4 操作和维护安全性
操作安全性高，操作电压为模组级电压

＜60Vdc
操作安全性低，操作电压为电池簇电

压＞600Vdc

5 直流电压等级
550~850Vdc，成熟的产业链和操作

规程

1000Vdc以下，550~850V

1500Vdc以下，1120~1420Vdc，
操作安全性和绝缘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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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字储能方案 传统储能方案

1
全生命周期价

值利用

非常高，是目前唯一不需进行单体层面拆解/分选/
重组的梯次利用技术体系。数字储能系统支持电池
的全生命周期价值的利用，储能电池模组退役后可
直接用于通信电源、数据中心UPS电源等场景。

缺乏考虑

2 电池采购成本

数字储能系统接纳和管理电池的差异性，对电池模
组状态（如SOC等）的差异性容忍度为100%，对
电池的一致性要求极大降低，可以盘活中小企业的
闲置产能，降低电池采购成本。选择供应商多，成

本低，供货周期短。

由于电池串联数较大，电池“短板效应”
凸显，对电芯一致性的要求极高。对于更
高电压1500Vdc以下方案要求更高。一致
性要求高，供应商一般为头部高性能生产

线产品，成本高，供货周期长。

3 系统造价 相当 相当

5 占地面积 相当 相当

4 循环寿命
从根本上解决了电池“短板效应”，是目前唯一一
种系统的循环寿命等于电芯的循环寿命的技术体系

由于电池“短板效应”，系统循环寿命不
到电芯循环寿命的一半，甚至是1/3。

5 系统利用率
故障模组单独隔离，电池簇仍可运行，且维护时间

短，系统可用性非常高
故障模组影响整个电池簇运行，必须系统
停机，且维护时间长，系统可用性低

6 维护成本
通过动态可重构电池网络屏蔽电池模组差异性，支

持更换任一电池模组，维护成本极低

需要对维护电芯/电池模组进行挑选配组，
所有更换电池均需要进行均衡一致性处理
才能更换，极大增加了维护成本和时间

数字储能方案 VS 传统储能方案 – 经济性



iBatteryCloud 14

能量信息化

能量信息化 – 数字能量计算装置 –能源服务基础设施 类比：磁带等模拟存储-》硬盘-》云存储-》基于互联网的内容服务

愿景：构建全新商业模式——将能量数字化虚拟化为一种新型互联网资源

• 将电池作为能量现货交易载体，通过能量信息化转化为互联网可视可管的新型网络资源

• 构建以数字储能为核心的新型储能服务基础设施，开创储能即服务的商业模式 （类比于CDN和I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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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储构建了从底层技术理论到产业快速落地的高壁垒

• 开创了数字储能领域，构建了该领

域核心专利体系

• 数字储能解决方案被国际电联ITU

5G可持续供电标准采纳，目前正在

牵头制定国内标准

实现了数字储能领域多个“0-1”

第一篇学术文章

第一个原型系统

第一个片上系统

第一台系统样机

第一个软件定义数字储能系统

第一个电池能量云平台。。。

示范工程

能量信息化

1 个

片上系统

9 个

新平台

1 个

中试生产线

2 条

电池能量交换系统

云平台+客户端

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路线

1 个

8 个

新设备

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
金奖

首届国际储能创新大赛储能
技术创新典范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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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进入迅速增长阶段

2021年合同收入1.46亿，收入约3000万

预计2021年-2023年年均复合增长率300%

项目储备体量超过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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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 电源侧

华电内蒙10MW/34MWh储能电站

规模化退役动力电池数字无损梯次利用储能

本项目在蒙西电网开展退役动力电池数字储能工程应用

示范（验收中）。项目提高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

系统的效率、可靠性、安全性、寿命和经济效益，解决

电池、电动汽车和电池储能等行业存在的一系列行业痛

点问题，为退役动力电池规模化梯次利用和动力电池全

产业链与价值链的贯通提供技术和实证。系统含有20台

数字无损梯次利用储能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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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 电源侧

三峡集团50MW/100MWh储能电站

大规模数字储能用于新能源消纳

本项目在内蒙乌兰察布开展先进电化学储能工程应用示范（建

设中）。本项目重点攻克规模化电化学储能系统优化设计方法、

系统主设备研制、并网运行控制等关键技术，并依托本项目建

成百兆瓦时级电化学储能系统示范及管理运维平台。系统含有

84个数字储能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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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 电网侧

国网北京300kW/600kWh多站融合能源站

变电站红线内的电网侧/用户侧数字储能应用

本项目在北京市丽泽商务区中心地带，毗邻二环，

数字储能系统部署在变电站红线区域内，包含BIPV

光伏、数字储能、充电机、直流桩、数据中心和5G

基站等。现已交付使用。 2╳100kW
（PCS）

750V DC Bus

AC/DC

交流变压器
400kVA

AC/DC

DC/DC

分布式

光伏

156kWp

数字储能

300kW/600kWh
3x60kW充
电机V2G

3x60kW直流桩 数据中心
120kW

交流/直流系统

最大交换功率

400kW

5G基站
20kW

交流变压器
630kVA

10um切换

DC/DC

10kV母线

2╳100kW
（PCS）

DC/
DC

UPS UPS

数据中心
120kW

DC/
DC

190~600V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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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 电网侧/用户侧

三峡集团3MW/1.5MWh钠离子数字储能电站

面向调频业务的分布式数字储能系统

• 本部分项目针对钠离子电池的宽电压范围、大容量离散等特性，

实现电池串并联拓扑的动态优化、在线故障预判诊断和隔离、

在线电池运行维护等功能，全面提升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的电

池管理能力、能量效率以及安全性能；对钠离子电池 “源网荷

储”系统调峰调频的能力、稳定性以及寿命等进行全面评估。

• 电站系统含有5个钠电数字储能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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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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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研融合团队

慈松

创始人

首席科学家

⚫ 清华大学电机系研究员，国家级人才，信息能源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

（筹）主任（核心成员包括清华大学电机系康重庆教授和程林教授），德国慕尼

黑工大Global Visiting Professor, 曾任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副教授

（终身教职），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科学家。

⚫ 长期从事复杂系统建模、控制与优化理论及其在互联网和大规模储能领域应用技

术的研究，主持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

863/科技支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多个项目。能量信息化装备成果完成现网部

署并获得2021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示范工程

能量信息化

1 个

片上系统

9 个

新平台

1 个

中试生产线

2 条

电池能量交换系统

云平台+客户端

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路线

1 个

8 个

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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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研融合团队

核心团队由经验丰富的研发、技术、生产及市场等人员组成，优势互补

兰州大学 计算机软件专业

—

先后在华光，北大青鸟、

Thomson等多家中外高科技公

司任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

技术总监，作为项目主要研制

者及项目负责人主持开发多款

嵌入式软件系统，一直从事嵌

入式系统设计及生产工作

张明
研发副总

北京大学 力学系

中科院 硕士

—

持续创业者，连续担任企业主

要负责人12年以上，有丰富的

企业管理和运营经验。

邢小月
运营副总

清华大学 电力系统专业

—

曾任日立ABB全球副总裁。拥

有超过八年的电气工程设计及

电力系统经验；超过二十年的

电力及工业行业领域的管理经

验。丰富的多领域业务拓展及

管理经验。

高红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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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研融合团队

核心团队由经验丰富的研发、技术、生产及市场等人员组成，优势互补

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20+年企业生产、研发等管理
从业经历，熟悉生产过程控制
及运作流程，精通产品研发、
生产管控、供应链管理、流程
再造、质量管理、管理变革等
管理经验。

文枢
生产总监

北京大学 应用化学

—

某一线储能公司储能业务部技

术总监，曾在双登电池企业从

事电池研发工作。

龚寒
产品总监

中国农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20+年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经历，
精通税法，有上市公司工作经
历及公司并购经验；丰富的财
务、采购管理经验，具有很强
的综合分析和管理能力；高级
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赵晓梅
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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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情况

融资

云储新能源定位于储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现已完成 P r e - A 轮融资，引入清华大学（华控技术

转移公司）、英诺天使和水木清华校友基金、蓝驰、复星等头部战略投资方，目前进入高速发

展期

人才

公司目前人员 8 0 + 人，博士和硕士比例在 5 0 % 以上， 2 0 2 2 年人员达到 1 0 0 + 人

业务

• 业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2 1 年业务订单 1 . 4 6 亿， 2 0 2 1 - 2 0 2 3 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超 3 0 0 %



云储新能源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