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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何向明：锂电5分钟快充是伪命题

 目前，新能源汽车大多使用锂电池，但在实际运行中，因为锂电一致性和安全性问题，新能源汽车着火事件常有发
生。 

 围绕锂电池的相关技术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核研院锂离子电池实验室主任何向明。 

 强化电池技术、制造水平 

 中国能源报：您怎样看待普遍存在的电池一致性问题。 

 何向明：手机电池都是单块使用，但现在无论是大规模储能还是电动车，都需要将很多电池连在一起。以特斯拉为
例，几千块18650电池串并联在一起，就会带来一致性问题，电流电压在实际分配中会出现不均。这会带来两大危害
，一是系统寿命大幅下降；二是导致电池发热，存在安全隐患。 

 中国能源报：如何确保电池的一致性，防止问题发生？ 

 何向明：大家的普遍做法是，通过容量、电压等一系列参数对电池进行筛选，但这些筛选的过程目前比较复杂，且
效果都有局限性，也有很多的问题，有些是由于测量误差造成的。 

 目前设备的测量误差大多在1%左右，实际上要达到电池一致性要求，误差就要低于1%。从制造角度来说，全自动
化的制造工程因设备精度、测量参数固定，减少了人为因素，在提升一致性方面有了很大改进。 

 我们也在思考其他方法来解决一致性问题，由此提出了用串联充放电进行一致性筛选的思路。具体是先对所有从工
厂产出电池的一致性做筛选，然后串联，再进行充放电，这样就可以避免设备误差。 

 中国能源报：新能源汽车电池着火事件经常见诸报端，进一步突出了锂电池的安全性问题。如何确保电池安全性？
 

 何向明：电池安全事故是概率性事件。目前的检测标准不能完全消除电池的安全性问题。锂电池属于易燃物，其能
量密度高，有正极、负极，使用过程中的发热会带来热失控问题。目前从电池本体技术上加强技术攻关，5-10年左右
可以做到保证电池的安全。 

 电池安全性和与制造水平密切相关，比如空气中的粉尘，如若落在隔膜上，人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这对电池性能
影响很大。电池的安全性与电池厂的管理水平、制造水平息息相关。要提高电池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就要在各方面逐
步提升，要贯穿在生产管理的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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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分钟快充较现实 

 中国能源报：日韩在锂电技术上领先中国，受益于国内新能源汽车的爆发，中国在锂电方面也在迎头赶上，这种差
距在逐渐缩小。 

 何向明：在锂电领域，论创新能力，美国第一；论质量水平，日本第一；论制造水平，韩国第一。但中国的综合能
力是最强的，在锂电综合竞争力上、性价比上是领先的。所以中日韩美对锂电行业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能源报：现在关于电动汽车快充技术的报道很多，5分钟快充是否可行？ 

 何向明：锂电快充是有希望的，但是像网上炒作的5分钟即可充满电，是伪命题。我们认为10-15分钟是比较现实的
目标。比如一辆车50度电，1小时充电就要50千瓦的充电桩；6分钟充满电，就要500千瓦的充电桩，500千瓦的充电桩
，如果是220伏的电压，电流就是2000多安培，这是不可能的，在小区里就不会让用，这涉及到小区基础设施增容。
此外，快充对电池的寿命、安全性有着极大的隐患。 

 在快充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技术上的储备，自主研发了一种负极材料，可极大缩短充电时间，目前还处在实验室
阶段。 

 不应单纯以能量密度为指标 

 中国能源报：国家计划到2020年，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300瓦时每千克，据了解，宁德时代、天津力神、国轩高
科企业研发团队，已基本实现了300瓦时/公斤动力电池的研发。300瓦时的目标似乎已不是挑战。 

 何向明：300瓦时的目标单纯在技术上来说不是问题，但电池作为大规模应用的产品，最终是用在新能源汽车上，
不能只考虑充放电容量，更要考虑安全性、可靠性，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在可靠性能上要绝对过关。 

 国家出台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对补贴设定门槛，规定了以电池能量密度为导向，本意是好的。 

 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首先在成本上推高了电池的制造成本，带来企业成本的上涨，另一方面企业为达到技术指标
要求，需负重前行。 

 比较而言，国外在电池发展上，在满足一定能量密度的前提下，更多关注电池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中国能源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新技术不断涌现，有专家认为锂电能量密度在不断接近天花板，对此您怎么看？ 

 何向明：锂电技术是由材料决定的，是从材料中不断进化的电化学，锂电进步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三天两头就有
进展出来，而是像蜗牛一样慢慢爬行的过程。 

 现在经常说有很多新技术取得这样或那样的进展，但技术进步突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任何行业的发展都是一个稳
步发展的过程，实验室的突破也往往需要很长的历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另外任何电池技术都有天花板，技术好坏，市场是最好的检测——用户选择和投资趋向，现绝大多数的新能源汽车
都是锂电池来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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