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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

一两年内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将有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 张维佳

全固态电池已成
为全球电池科技的竞
争焦点，以固态电池为
核心的电动汽车有可
能改变未来产业布局。
我国应加大支持力度，
形成产学研用贯通式
发展，以抢占该领域的
科技制高点。

“

”
“全固态电池已成为全球电池

科技的竞争焦点，以固态电池为核
心的电动汽车有可能改变未来产业
布局。”4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在第十二届储
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上表示，我国
有望在1至2年内，攻克600Wh/kg
氧化物/聚合物复合电解质固态电
池研发。

电池是将物质的化学能与电
能进行转化的装置。以锂离子电
池为代表的二次电池作为一种可
逆充放电池，可多次重复充放电循

环，在储能和动力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

陈军指出，当前，锂离子电池
面临四个重大挑战，亟待系统性突
破。一是安全与使用寿命难兼容，
安全事故频发；二是现有体系能量
与功率密度接近理论极限，难以满
足多场景应用中长里程、快充放等
需求；三是锂资源缺口巨大；四是
极端环境的适应性不足，遇冷则
弱，遇热则危。

“全世界做电池的人都在想
办法解决高能量密度电池的安全
性问题。传统的液态体系包含可
燃电解液，而固态体系以固态电

解质代替电解液和隔膜，具有更稳
定的界面，不会像汽油那样‘啪’
地一下着火，安全性得到很大提
升。同时，固态电池在能量密度方
面也极具优势，可将其由当前的
250Wh/kg 提升至约 1000Wh/kg。”
陈军介绍道。但他同时也表示，
虽然目前已出现样品概念的全固
态电池，但其走向产业化仍面临多
重挑战，包括固态电解质材料稳
定性、界面结构、系统集成、成本
等方面。

同时，全固态电池正面临严峻
的国际挑战。从各国研究进度与
目标看，早在 2020 年，韩国三星

SDI 就 已 宣 称 研 发 出 能 量 密 度
900Wh/L 且循环寿命超过 1000 次
的硫化物全固态电池；日本方面，
目前，丰田在固态电池技术方面申
请的专利数量居全球首位，已从最
初的材料探索，逐步转移到电芯的
试制，并宣布于 2027 年或 2028 年
实现固态电池量产。“建议我国加
大支持力度，形成产学研用贯通式
发展，以抢占该领域的科技制高
点。”陈军表示，我国有望 1 至 2 年
内，攻克600Wh/kg氧化物/聚合物
复合电解质固态电池研发。

新型储能电池体系的建立需
要新理论、新机制、新材料、新范
式。陈军指出，除了推进全固态开
放体系，还需摆脱“资源依赖”，建
立电池新赛道，发展钠离子电池、
有机液流电池、锂氟化碳电池等多
元化技术路线，实现从“锂—无机”
到“钠—有机”的超越。

而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AI）的突破，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也将进一步驱动电池体系的精
准智能研究。陈军表示，长期以
来，电池新材料的研究通常需要人
工试制，不仅投入大、耗时长，还存
在诸多不确定性。“利用 AI+筛选
材料机器学习，构建模型，可预测
筛选海量电池材料可能的组合，大
大提升实验效率，赋能材料创制。”
陈军说道。

本报讯 4月9日，科华数能发
布全新一代S3-EStation 2.0 5MW/
10MWh智慧液冷储能系统。据介
绍，该系统包含 2.5MW 液冷储能
变流器、5MW 变流升压一体机、
5MWh液冷储能电池系统3款全新
储能解决方案，致力于为储能系统
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状态、更智能的
管理策略、更高密的系统配置和更
高效的运行控制。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2023
年，全球储能新增装机规模翻倍
式增长。储能行业繁荣发展的同
时，也出现安全打折、低价内
卷、能效降低、辅助系统能耗居
高不下等问题。针对这些痛点，
此次发布的全新解决方案在安全、
配置、成本、效率、运维等多个维
度进行优化提升。

在效率方面，全新一代 S3-
EStation 2.0 5MW/10MWh智慧液
冷储能系统中的 2.5MW 储能变流
器与 5MWh 液冷储能电池系统均
采用液冷散热设计。其中 5MWh
液冷储能电池系统相较上一代系
统，系统辅助功耗平均降低 20%，
能量密度提升 45.35%，结合智能
温控算法有效减少簇间电池温升差
异，实现整舱温差小于3℃，pack
内温差更是小于2℃，提高了系统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这意味着该
款液冷储能电池系统电池衰减率降
低 10%~15%，液冷储能电池系统
使用寿命可达15年以上。”科华数
能发言人表示。

而 2.5MW 储能变流器占地仅
1.4㎡，最大效率达 99.03%，单机
支持 40℃下 110%过载运行，相比

于传统风冷变流器方案，PCS功率
模块使用寿命提升25%，同时保障
了变流器具有更好的温升效果，能
够在50℃环境温度下不降额运行。

针对储能设备在运行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导致场站温
度升高，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的问
题，科华数能推出顶部出风散热
解决方案。

科华数能称，通过顶部出风设
计的独特结构，实现了热量的高效
导出，整站环境温度可降低 8℃，
液冷机组功耗降低25%。在降低运
行成本的同时，提升了储能系统的
整体效率。同时，顶部出风设计可
实现 PCS 进风口温度降低 11.7℃，
电气设备使用寿命提升50%，确保
设备在高温环境下的稳定运行。

（张维佳）

本报讯 一汽弗迪近日宣布，
一汽弗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PA75 动力总成电池项目正式启动
量产。

一汽动力总成产品线 CEO 杜
维明表示，PA75 项目电池是红旗
HME电池平台首款可充可换可升
级的电池，PA75项目的量产对于一
汽红旗也是一个里程碑。据了解，一
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位于长

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由中国一汽
与比亚迪联合打造，项目开工后，提
前 100 天完成厂区送电，11 个月实
现首台电池包上线，16个月实现首
批成品电芯下线，创造了行业纪录。
项目总投资 180 亿元，总占地面积
3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
米。按三期45GWh（千兆瓦时）产能
规划，每期建设 15GWh（千兆瓦
时），全部投产后可为近 60 万辆汽

车配套刀片电池，预计年产值达
200 亿元，对推动吉林新能源汽车
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质
量发展具有强力推动作用。

项目一期投产后，产品首先配
套一汽红旗、一汽奔腾新能源车型，
并探索应用于中国一汽旗下更多乘
用车乃至商用车新能源车型。首批
下线的电池包，采用比亚迪最先进
的刀片电池技术，结合无模组高集

成度的设计方案，平衡了动力电池
安全、高续航和长寿命三大难点，最
快可在 25 分钟内将电量由 10%充
至 80%，将搭载于一汽红旗新款纯
电动车型。

据此前消息，红旗在2024年度
将推出约16款新车，包括4款纯电
车型和 12 款燃油、混动车型，车辆
种类涵盖轻客、SUV、轿车和MPV。

（吉 文）

一汽弗迪PA75动力电池项目正式启动量产

科华数能发布全新一代S3-EStation智慧液冷储能系统

2023年中国新增投运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21.5GW

本报讯 4月10日，由中关村
储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中
国能源研究会、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
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在北京首
钢会展中心召开。在开幕式上，中
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中
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
及研究员陈海生回顾了 2023 年储
能产业发展情况，并对 2024 年产
业前景作出展望。

据陈海生介绍，截至2023年年
底，全球已投运电力储能项目累计
装机规模289.2GW，年增长率达到
21.9%。新增投运电力储能项目装
机规模突破 50GW，达到 52.0GW，
同比增长 69.5 个百分点。抽水蓄
能累计装机规模占比达 67%，首次
低于 70%，相比 2022 年同期下降
12.3 个百分点。新型储能累计装机
规模91.3GW，占比31.6%，年增长率
近100%；新增投运规模达45.6GW，
为历史新高。其中，锂离子电池仍
处于高速增长过程中，累计装机
规模占新型储能的 96.9% ，年增
长 率 超 过 100% 。我 国 新 增 新 型
储能装机规模在全球市场的占比
涨幅明显，由 2022 年的 36%增长
至 47%。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年底，中
国已投运电力储能项目累计装机
规模 86.5GW，同比增长 45%，在全
球市场总规模的占比继续增长，为
30%。抽水蓄能累计装机占比继续
下降，首次低于 60%，与 2022 年同
期相比下降17.7个百分点；新型储

能 累 计 装 机 规 模 达 到 34.5GW/
74.5GWh，功率规模和能量规模同
比增长均超过 150%。其中，锂离子
电池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其占比进
一步提高。中国新增投运新型储能
装机规模 21.5GW/46.6GWh，功率
和能量规模同比增长均超 150%，3
倍于 2022 年新增投运规模水平，
共有超过 100 个百兆瓦级项目实
现投运，同比增长370%。

根据CNESA 全球储能数据库
的不完全统计，2023 年我国储能
招投标市场规模均大幅增长，但
储能系统和 EPC 中标均价整体呈
现下降趋势，储能行业景气度指
数持续下跌。陈海生认为，投资
者对储能领域，尤其是锂电产业
产能过剩感到忧虑；目前储能行
业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产业链中
各环节利润都受到严重挤压，原
材料碳酸锂价格已跌破 10 万元/
吨，未来下跌空间有限，故储能行
业有望在2024年迎来反转。

对于中国储能市场规模，中关
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预测“十四
五”最后两年，新增新型储能装机
规模仍呈快速增长态势，超额完成
目前各省的规划目标。预计 2028
年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将达到
168.7GW~220.9GW，2024—2028 年
年复合增长率（CAGR）将超过37%；
预计2030年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
将达到221.2GW~313.9GW，2024—
2030 年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30%，
年 平 均 新 增 储 能 装 机 规 模 达
26.6GW以上。

（张维佳 吴修齐）

本报讯 4 月 11 日，中国汽车
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 2024
年3月电池月度数据。数据显示，产
量方面，受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带动，
3 月动力和其他电池产量环比回
升，第一季度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
同比增长。

3 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
计 产 量 为 75.8GWh，环 比 增 长
73.8%，同比增长39.8%。第一季度，
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累计产量
达184.6GWh，累计同比增长33.5%。

销量方面，3月，我国动力和其
他电池合计销量为73.2GWh，环比
增长96.1%，同比增长49.5%。其中，
动力电池销量为 62.3GWh，占比
85%，环比增长 85.6%，同比增长
41.3%；其他电池销量为 11GWh，
占比 15%，环比增长 187.5%，同比
增长122.3%。

第一季度，我国动力和其他电
池合计累计销量为 167.7GWh，累
计同比增长35.5%。其中，动力电池
累计销量为146.2GWh，占比87.2%，
累计同比增长 35.4%；其他电池累
计销量为21.5GWh，占比为12.8%，
累计同比增长36.8%。

装车量方面，3月，我国动力电
池装车量为 35.0GWh，同比增长
25.8%，环比增长 94.6%。其中三元
电池装车量为11.3GWh，占总装车
量的 32.4%，同比增长 29.7%，环比
增长 62.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23.6GWh，占总装车量的67.6%，同
比增长24.1%，环比增长114.6%。

第一季度，我国动力电池累计
装车量 85.2GWh，累计同比增长
29.4%。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为
30.9Wh，占总装车量的36.2%，累计
同比增长 47.8%；磷酸铁锂电池累
计装车量为54.3GWh，占总装车量
的63.8%，累计同比增长20.9%。

3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
计 39 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车配
套，与去年同期一致；排名前 3 家、
前5家、前10家动力电池企业动力
电 池 装 车 量 分 别 为 27.1GWh、
30.0GWh和33.5GWh，占总装车量
比分别为77.6%、85.8%和96.0%，前
10家占比较去年同期降低2.3个百
分点，市场集中度下降。

第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共计 42 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
车配套，较去年增加1家，排名前3
家、前5家、前10家动力电池企业动
力电池装车量分别为 64.9GWh、

71.9GWh和81.6GWh，占总装车量
比分别为76.2%、84.3%和95.8%。

3 月，国内动力电池企业装车
量 前 十 五 名 分 别 为 ：宁 德 时 代
（15.54GWh，占比 44.87%）、比亚迪
（9.28GWh，占比 26.79%）、中创新
航（2.31GWh，占比6.66%）、亿纬锂
能（1.81GWh、占比5.24%）、国轩高
科（1.04GWh，占比2.99%）、蜂巢能
源（1.03GWh，占比2.97%）、欣旺达
（0.99GWh，占比2.86%）、瑞浦兰钧
（0.55GWh，占比1.60%）、孚能科技
（0.54GWh，占比1.57%）、LG新能源
（0.45GWh，占比1.28%）、正力新能
（0.44GWh、占比1.26%）、极电新能
源（0.40GWh，占比1.14%）、多氟多
（0.09GWh，占比0.26%）、安驰新能
源（0.05GWh，占比0.16%）、河南锂
动（0.02GWh，占比0.06%）。

第一季度，国内动力电池企业
装车量前十五名分别为：宁德时代
（41.31GWh，占比 48.93%）、比亚迪
（18.44GWh，占比 21.84%）、中创新
航（5.19GWh，占比6.15%）、亿纬锂
能（3.79GWh，占比4.49%）、国轩高
科（3.12GWh、占比3.70%）、蜂巢能
源（2.92GWh，占比3.46%）、欣旺达
（2.51GWh，占比2.97%）、LG新能源
（1.66GWh，占比1.97%）、瑞浦兰钧
（1.65GWh，占比1.95%）、正力新能
（1.02GWh、占比1.20%）、极电新能
源（1.01GWh，占比1.19%）、孚能科
技（0.98GWh，占比1.16%）、多氟多
（0.40GWh，占比0.48%）、安驰新能
源（0.08GWh，占比0.10%）、鹏辉能
源（0.05GWh，占比0.06%）。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季度，我国
半固态电池和钠离子电池实现装
车，配套电池企业分别为卫蓝新能
源和宁德时代。

电池出口方面，3月，我国动力
和其他电池合计出口12.2GWh，环
比增长 48.7%，同比增长 19.6%，占
当月销量的 16.7%。其中动力电池
出口11.9GWh，占比96.8%，环比增
长 46.0%，同比增长 33.7%。其他电
池出口0.4GWh，占比3.2%，环比增
长227.2%，同比下降71.5%。

第一季度，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
合计累计出口达28.9GWh，占前3月
累计销量的 17.2%，累计同比下降
2.2% 。其中，动力电池累计出口
28.1GWh，占比97.6%，累计同比增长
10.5%；其他电池累计出口0.7GWh，
占比2.4%，累计同比下降82.5%。

（池 萌）

第一季度我国动力电池销量

同比增长35.4%

宁德时代德国工厂

获大众集团双料认证

本报讯 日前，宁德时代德国
图林根工厂获得了大众汽车集团
模组测试实验室及电芯测试实验
室双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大众
集团模组认证、欧洲首家获得大众
集团电芯认证的电池制造商（全球
首家获得大众集团电芯认证的电
池制造商为宁德时代集团总部）。

据了解，大众汽车集团与宁德
时代拥有深厚的合作渊源，双方凭
借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积淀的丰富
经验，通过专业分工与深度合作，
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作为世界四大汽车生产商之
一，大众汽车集团以严苛的质量和
安全标准享誉行业。其基于严格
的质量控制、安全标准、性能要求、
环保标准，对电池研发及测试提出
了宝贵意见，使电池产品实现整车
应用场景中的安全、智能管理。

宁德时代作为全球领先的锂
离子电池研发制造公司，结合对
电池体系特性的深入理解，持续
助力大众汽车集团优化测试标准
体系，进一步为其电动化战略提供
高效、可靠的电池解决方案。自
2014年至今，宁德时代和大众汽车
集团及其合资企业在MEB、MQB、
PPE 及 12V、48V 低压电池系统等
领域持续开展深度合作，产品均已
实现量产。

伴随此次获得认证，宁德时
代与大众汽车集团将继续深化合
作，共同推进新能源汽车技术的
创新升级和质量水平提升，为全
球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高价值、更
安全的电动汽车产品，推动全球
电动化发展再提速。

（宁 众）

广汽全固态动力电池2026年有望装车搭载

本报讯 4月12日，以“科技视
界 ”为 主 题 的 2024 广 汽 科 技 日
（GAC TECH DAY 2024）活动在
广汽研究院举办。广汽宣布，其目前
已经完成了30Ah大容量全固态电
芯研发，预计将于2026年运用到昊
铂车型上。

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
心零部件，与续航里程、安全性等关
键指标直接相关，动力电池技术的
发展也是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
的技术高地。目前，广汽集团初步打
通了全固态电池全流程制造工艺，
已取得车规级高安全大容量全固态

动力电池量产的关键技术突破，具
有超高能量密度、超高安全性及大
容量全固态电芯三大核心优势。

广汽全固态动力电池采用了高
面容量固态正极技术与第三代海绵
硅负极片技术（新型纳米硅复合负
极），全固态正极可达到5mAh/cm2

以 上 的 高 面 容 量 ，进 而 实 现 了
400Wh/kg 以上的能量密度。相较
于目前最先进的液态锂离子电池，
其体积能量密度和质量能量密度提
升了 50%以上，使整车续航里程可
超过1000km。

在安全性方面，广汽全固态动

力电池采用了高强致密复合电解质
膜，使电池在 200℃热箱测试中不
发生爆炸。此外，该电池在针刺、裁
切、零下 78℃干冰环境、90℃高温
热水浸泡等极端条件下测试均保持
性能稳定，在穿钉、裁切等机械滥用
条件下不发生热失控，显著提升了
汽车的安全性。

在电芯容量方面，广汽全固态
动力电池通过尝试百余种材料方案
和工艺方案，成功确立了全固态动
力电池的全流程制造工艺，实现了
大尺寸多层堆叠全固态电芯的制
造，其容量高达30Ah。 （广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