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力电池热失控缺陷占新能源车召回总量3%
行业专家为防患于未“燃”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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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上午，2024世界动力电池
大会动力电池质量提升专题会议在宜
宾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6月，
我国实施新能源汽车召回387次，涉及
车辆约701.7万辆，其中涉及动力电池
可能导致火灾风险的共计65次，涉及
车辆44万辆。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迈向汽车强
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
车安全水平逐年提高，但随着保有量的
增加，火灾事故依然频发。提高动力电
池产业质量，制定和推广相关行业标准
不仅关系到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也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专题会议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副主任李艳在
分享动力电池领域召回监管政策时提
到，2019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率
先建立了新能源火灾事故报告制度。截
至目前，共收到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报
告1630余例。

李艳以某品牌纯电动汽车火灾问题
缺陷调查过程举例道，发生火灾事故后，

中心展开了现场调查、生产者技术材料
分析、火灾车全生命周期数据分析、运行
车辆大数据分析，从26个维度开展了全
方位分析后，确认缺陷，经过会商评估，
最终实施召回。

根据新能源汽车召回数据信息分
析，动力电池热失控缺陷占新能源汽车

召回总量的3%。
针对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陈冲
在主题分享中表示，希望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加大质量攻关和技术改造，强化产
品和技术方案的试验验证。严格落实产
品事故质量报告制度，对获悉的火灾等

事故一定要按照要求及时上报，切实履
行缺陷产品召回及汽车三包等法定义
务。

从监管层面来说，相关部门还需完
善机制，加大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
建立动力电池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对产
品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等环节，进行
详细记录，便于在发生质量问题时能够
迅速追溯源头，采取相应的召回和维修
措施。

陈冲提到，当前，该局正与工信、消
防部门，就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缺陷调
查等环节加强信息共享和协作联动，探
索部门间安全监管新模式。

在此次专题会议上，相关主管部门、
科研院校及相关经营主体等代表，还对
动力电池与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设施、
体系管理及质量强链实践等问题进行高
端研讨，发布动力电池产业质量研究成
果，共同见证了动力电池企业质量提升
对接服务签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伍雪梅 摄影报道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也
是汽车产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在9月1日至2日于宜宾举行
的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创新、安全、
回收等成为嘉宾们讨论的关键词，也折射
出动力电池行业的最新发展动向。

关键词一：创新

在大会的展示活动上，宁德时代展
区人头攒动，“神行Plus”“天行”和“麒
麟”等系列电池备受关注。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神行Plus”电池是首款兼顾
1000公里续航和4C超充特性的磷酸铁
锂电池，可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600公
里”，并且在零下20摄氏度环境下依然能
够高效工作。

续航和充电是新能源汽车用户的关
注焦点。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
总裁梁锐说，过去这两年行业内推出了
很多长续航、超快充电池产品，有效缓解
了大家的里程焦虑和充电焦虑。

技术创新不仅带来产品迭代，也推
动企业降本增效。“市场竞争最后还是会
体现到成本上，而成本的降低并不是简
单地降低采购价格，核心是要通过技术
创新去推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电池
CTO孙华军认为，每一处细微的改进都
是降低成本的机会。

得益于创新驱动带来的产品和成本
优势，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市场竞争力不
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
中心在大会期间发布的《动力电池产业
发展指数（2024年）》显示，2021年至
2023年，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全球市场占
有率分别达到48.8%、59.8%、62.9%。

与此同时，创新也在为动力电池行
业不断打开新的应用场景。在低空经济
展区，沃飞长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展
示的一款电动“飞行汽车”令人眼前一
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款5至6座级
倾转旋翼纯电动垂直起降有人驾驶载人
航空器，正有序推进各项适航审定工作。

“电动飞机、电动船舶、航空航天，所
有这些应用都需要动力电池在安全性、
能量密度等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工程院

外籍院士孙学良谈到，全固态电池以及
锂硫电池、钠离子电池等，都是重要的突
破方向。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在大
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将发挥龙头企业、
创新平台等积极作用，推动建立产学研
融通创新联合体，加大各类资源的投入
力度，支持新型材料体系、全固态电池等
新一代电池技术攻关。

关键词二：安全

“高安全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
线。”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大会开幕

式的主题演讲上呼吁，要把消费者的切
身利益、尤其是把大家的安全放在首位，
共同提高安全标准，建立绝对的安全标
准红线。

提升安全性，重点在电池，关键是标
准。2024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国家强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
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对此前施行的
版本进行完善修订。

针对近年来动力电池在停车、充电
状态下着火事故增多，以及着火引燃其
他车辆和基础设施造成财产损失等情
况，征求意见稿将动力电池热扩散要求
从起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提升至不起
火、不爆炸，且仍需提供报警信号。

在政策和标准的引领下，动力电池
厂商和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都在为安全努
力。曾毓群提及，宁德时代已成功将电
池的单体安全失效率降到了极低的水
平，把安全系数提升了几个量级。

“我们的电池安全技术，包含实时防
控、自动预警、主动冷却等六大安全措
施，确保在电池出现问题时能迅速应对，
防止火灾或爆炸。”在极氪汽车展区，工
作人员介绍，极氪电池包通过了218项系
统级测试和675项零部件测试。

孙华军说，很多超过电池系统本身
的事故，比如地下室电池自燃以后带来

的附加影响、路面工况极端事件发生后
伤员如何逃离等，“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品质管控、极限制造等，把产品安全提升
到一个更高水平。”

关键词三：回收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退
役的动力电池会越来越多。”在大会的一
场对话活动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谈到，从环保的
角度，应该考虑退役动力电池的梯次利
用，比如用于家庭储能。

根据国家标准，当动力电池的容量
衰减到初始容量的80%以下时，就应该
退役。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动力电池逐渐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

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产业协同发展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停用新能源汽车38.9万辆，
同比增长161.2%；全国共产生退役动力
电池16.8万吨，同比增长78.3%。

目前，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的综
合利用主要包括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
前者是指对其进行检测、分类、拆分、重组
后，应用至储能、通信基站等领域；后者是
指对其进行拆解、破碎、分选、冶炼等处
理，回收有价金属等进行资源化利用。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已成为头
部企业的重要布局方向。“回收材料的使
用，可以降成本、减碳。”大会期间，蜂巢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杨
红新表示，公司已打造了完善的电池生
产、应用、回收体系。

“我们从电池的设计开始，就使其有
利于以后梯次利用、拆解回收。”梁锐说，
很多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为电池全生
命周期的质量管理提供强大数据基础，使
我们具备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就修订形成
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
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公开征求意
见。业内人士分析，新规进一步完善相
关企业在资质、技术、渠道等方面的要
求，有望推进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
业规范化发展进程。 据新华社

创新安全回收
——从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关键词看行业发展新动向

9月2日上午，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动力电池质量提升专题会议在宜宾举行。

9月2日在宜宾拍摄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新华社发

9月1日，四川大学电池材料研究团
队成员展示其团队开发的高性能磷酸锰
铁锂（LS-LMFP64）样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