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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提高动力电池安全性能迫在眉睫

 2022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在北京召开。作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城
汽车总裁王凤英将第十五次参会。

 基于对汽车行业的深入调研与实践，本次大会，王凤英代表就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三项议案建议，分别
为：《关于推动中国汽车工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建议》、《关于推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应用的建议》、《关于
推动中国车规级芯片产业快速发展的建议》。

关于推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应用的建议

 概要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推动下，全球兴起了电动化转型的浪潮。然而，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
多问题。其中，尤以热失控引发的起火问题，影响最大。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784万辆，全国范围内
约发生3000起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由动力电池热失控引发的事故占据很大比重，解决动力电池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2025年，全面电动化转型在即。中国作为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电动化技术一直走在行业前沿。2021年，成
熟的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已经推出。

 然而，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推广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如缺少顶层规划推动、技术尚未纳入政
策法规体系、存量新能源汽车并未搭载等，这些问题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建议：

 一、建议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规划，推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的应用，助推其成为新能源汽车出厂的必备配置；
二、建议逐步对存量新能源汽车标配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

 现状&问题

 提高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搭载率迫在眉睫

 （一）动力电池热失控事件频发 解决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2025年，汽车行业将由传统燃油车向电动化全面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新能源汽车安全”已经触及消费者、制造
者、社会管理者的底线，解决动力电池热失控问题迫在眉睫。

 （二）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已经成熟 但尚未引起社会和企业界的广泛认知

 动力电池安全涉及电化学安全、机械安全、电气安全、整车集成安全、功能安全、热安全等多个方面，是一个系统
性的安全指标和综合设计能力的体现。

 目前，业内解决动力电池热失控问题，主要从本征安全（单体电池的热安全与热设计）、被动安全（电池模块的热
蔓延和热管理）和主动安全（电池系统的热管理与热控制）三方面入手。

 其中，本征安全就是从单体电池的热失控机理着手，从材料层设计和制造的角度加以解决。被动安全指在某一个单
体电池热失控之后，用系统热管理的办法，也就是隔热和散热的办法，保障电池包安全。主动安全主要指智能管理与
充电控制，例如利用云平台、大数据进行提前预警。

 主流电池企业和汽车企业均围绕这三方面齐头并进，以提升动力电池的安全性能。其中，基于电池模块的动力电池
热失控防护技术作为保障新能源汽车用户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堡垒，尤为重要。

 目前，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已经成熟，但由于产品刚刚上市，宣传不足，尚未引起社会和企业界的广泛认知。

 （三）尚未纳入政策法规体系 新能源汽车热失控防护技术推广成难题

                                                  页面 1 / 2



王凤英：提高动力电池安全性能迫在眉睫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9255.html 
来源：长城汽车

 新能源汽车推广以来，各项安全法规正在逐渐完善。

 2020年5月颁布的《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新增了电池热扩散和过流保护测试项，明确要求:“电池单体
发生热失控后,电池系统在5分钟内不起火不爆炸”。

 2020年11月国家相关部门正式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相较征求意见稿，新增了“加
强对整车及动力电池、电控等关键系统的质量安全管理、安全状态监测和维修保养检测”的描述，释放了强化行业安
全管理和监测信息。

 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是保障新能源汽车用户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亟需引起社会的广泛认知和快速推广应
用。目前，该项安全技术并未纳入法律强制配置体系。如果没有全社会力量的参与，快速推广将会成为难题。

 （四）存量新能源车型无法享受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的保护

 截至2021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784万辆,占汽车总量的2.60%。这批新能源汽车并未搭载最前沿的动力电池
热失控防护技术，有发生动力电池热失控事件的风险。

 建议&措施

 发挥顶层设计优势推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应用

 （一）建议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规划，推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成为新能源汽车出厂的必备配置

 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是保障新能源汽车用户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亟需引起社会的广泛认知和快速推广应
用。然而，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作为一种最新的技术，仅凭某几家企业的力量，难以快速推广。亟需国家层面进
行顶层规划，推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成为新能源汽车出厂必备技术。

 建议行业协会搭建平台，引发社会各界以及行业的广泛认知，共同推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的应用。

 （二）建议逐步对存量新能源汽车标配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

 截止2021年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784万辆，存量市场车型并未搭载先进的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

 建议建立有效机制，逐步对存量新能源车型标配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1、对现有存量车型分批更换匹配热失
控防护技术的动力电池；2、建立老旧新能源汽车退出机制，确保市面所有新能源车型均纳入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
术保护体系。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9255.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9255.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