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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铁镍镍电电池池有有望望蹚蹚出出动动力力电电池池
““绿绿色色””新新路路

■■范彦青

“未来将全面淘汰铅酸蓄电池和镉镍电
池，实现以新型铁镍电池为代表的新型碱性
镍系二次电池和锂电池互为补充，完成传统
污染电池的战略转型，以解决电池行业铅镉
污染的历史性难题。 ”近日，在全国碱性电池
论坛上，河南创力新能董事长杨玉锋对动力
电池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据了解，创力新能是以研发为导向的扣
式氢镍电池中国研发单位，其镍系电池在大
规模储能、工业工程车辆、舰船等交通、军工
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电池安全、环保问题凸显

废旧电池有害有毒物质破坏生态、危害
人体健康，已成为人们公认的环境“杀手”。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的不
断增强，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不断深入人心，长寿命、可再生、回收利用
价值高，成为动力电池的“基本素质”。

“尽管国家密集出台了严格的废旧电池
排放标准，但如果长年累积，排放的有毒有
害物质总量也将十分惊人，水、土、空气污染
只是时间问题。 镉镍电池因污染严重在民用
市场已被欧盟等地区禁止使用。 ”杨玉锋指
出，铅酸电池因污染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限
制，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限制生产。 锂离子电
池具有较高的比能量，目前已成为二次电池
市场的主流产品，但因其含有有机溶剂电解
液，一旦泄漏可能引起燃烧爆炸，安全隐患
极大。 安全环保成为我国电池产业战略转型

的重要考量因素。

新型铁镍电池成转型升级新方向

在全国碱性电池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
吴锋院士、 中科院院士陈军等多位专家学
者对新型铁镍电池的优势性能给予了充分
肯定。 据业内专家介绍，碱性蓄电池中的氢
镍、铁镍和锌镍等电池系列，无铅、无镉、无
有机溶剂等有毒物质，原材料来源丰富，成
本较低， 成为绿色高性能二次电池应用市
场的新选择。

据实地了解， 创力新能 20 年来一直从事
新型碱性镍系（氢镍、新型铁镍、锌镍）电池研
发,始终把研发放在重要位置，凭借“生产一
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的技术开发战略，成
功研发出中国第一颗镍氢扣式电池，并重塑爱
迪生铁镍电池体系。“创力新能坚持 12年专攻
环保新能源镍系二次电池研发，坚决不用稀缺
金属贵金属、有毒有害物质，即铅、汞、镉等‘工
业味精’统统不用，这是我们的‘三不原则’。 ”
杨玉锋表示，重塑铁镍电池体系，目的就是要
推动传统电池产业战略转型，摆脱铅酸污染的
“帽子”，走出电池绿色发展的新路。

科技创新引领电池产业奔向蓝海

河南省新能源商会副会长王俊清表示，
去年 10 月，全球首台以新型铁镍电池为动力
的 “艾迪生” 电动叉车亮相上海 “亚洲物流
展”，开启了创力新能发展新坐标，新型铁镍
系列电池开始推向市场。

“我们积极参与电池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
做有责任、有坦当、有创造、有贡献的‘四有’民
企，倡导大环境、大资源、大环保、大节约、大循
环的科学发展观，研发生产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符合市场和电池工业自身发展客观规
律的新型环保新能源电池，大力发展清洁生产
和循环经济，为国分忧，为民造福。 ”杨玉锋表
示将继续加大科研力量投入推动电池产业驶
入环保安全蓝海。

据了解，创力新能目前建有省级“环保新
能源镍系二次电池河南省工程实验室”，已获
得 30 余项核心技术专利， 在报核心专利 17
项，均属填补国内空白，未来将在新型碱性镍
系二次电池领域不断深入研发， 推动电池产
业战略转型。

“充换电设施对新能源汽车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言
而喻。但建桩难、找桩难、充电慢，一直制约着新能源汽车
的大规模推广应用；而平台多、接入难、盈利难，则成为了
困扰充换电运营商的难题。 ”11 月 20 日上午，国网电动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全生明在主持“百万桩接入”主
题发布活动时表示，为贯彻中央“新基建”战略部署，破解
行业发展难题，国网积极推动“百万桩”接入工程，加速构
建“全国一张网”，成功实现我国充换电网络建设里程碑
式突破。

据介绍，截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国家电网公司智
慧车联网平台已接入充电桩超 103 万个， 覆盖全国 273
个城市，标志着我国已经搭建起全球覆盖面最广、数量最
多、服务能力最强的充电桩网络。

充换电业务是落实“新基建”
重要抓手

“目前， 国家电网自营充电桩 14 万个， 个人充电桩
38 万根， 接入公共充电设施超 54 万个， 占全国总量的
90％以上。 ”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副总经理阙诗丰在发布会
上介绍， 电动汽车的充换电业务是落实新基建、 强国战
略，更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国网公司已建成
高速公路快充站 2003 座、城市公共站 7027 座、专用充电
站 3476 座，县域城市充换电设施 3.5 万个。 预计 2020 年
底，将建造个人有序共享桩 5 万根，到 2021 年底，超 30%
的普通个人充电桩将升级为智能有序共享的充电设施，
彻底解决居民充电难题。

据阙诗丰介绍，国网已建设成覆盖“两纵一横”的全国
岸电运营服务平台，超 600套岸电设施接入，实现了长江沿
线、京杭运河、沿海流域 3000多公里航道全覆盖。 自岸电运
营服务平台应用以来，累计替代燃油 1500余吨，减少各类气
体排放物 5800吨。

电动汽车规模化发展
机遇和挑战并存

“车联网平台汇聚百万根充电桩， 电动汽车销量实
现年产百万台，形势非常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
表示，要更加关注能源和车实时互动，这是新阶段发展
的关键。

“电动汽车规模化发展，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
来了巨大挑战。 ”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副总经理王文指出，从
机遇看，预计到 2040 年，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3 亿

辆，销量占比 50%到 60%，年用电量将增加 2.68 万亿度，占
全社会用电量占比 17%， 日充电功率可达 5.87 亿千瓦，占
2040年新能源装机量 18.81亿千瓦的 31%。

王文认为，在电动汽车充电被有序引导后，可最大
化电网设备利用率， 降低负荷峰谷差， 节约系统投资近
70%。 同时，3 亿辆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电量可达到 200
多亿度，为电网提供 120 亿度储能、400GW 的调节能力，
可用于调峰、调频、需求响应、绿电交易、紧急备用等，助
推电网清洁化运行。

王文同时表示，电动汽车的同时充电特性会进一步
加剧区域电网峰谷差，电网调节难度加大，单纯增容升
级线路会使全社会电力投资翻倍，增加终端用户的用电
成本。

用户侧供需互动规模
日益增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汤广
福认为，面向未来，用户侧的供需互动、互联互通规模将
越来越大，我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电动车用不完的
电，还可以供给电网。

新能源汽车平均月使用率接近 80%，这个数据突出反
映了新能源车的使用强度大大高于燃油车，也说明新能源
车后续的发展和生命潜力巨大。 ”国网电动汽车公司总经
理沈建新表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
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更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据沈建新介绍，2019 年， 公共充电桩充电量达 69.2
亿度，2020 年预计突破 100 亿度，预计到 2025 年，充电量
将突破 1000 亿度。

“预计到 2030 年， 每天移动储能的电池将达到 5
亿千瓦时， 基本接近当前全社会用电量的十分之一左
右。 ”沈建新表示，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判断，未来电
动汽车作为移动的储能电网，将促进电网更高效。电动
汽车与电网的互联互通、互联互动，可以帮助电网用电
负荷，削峰填谷，消纳可再生能源，也为电网调频调峰
以及辅助服务提供强有力的移动电源技术支撑和场景
支撑。

对此，全生明强调，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将不断创新充
换电技术和商业模式，推动行业标准建立与完善，使新能
源汽车的充换电更快速、更方便，使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互
联网的互动更智能、更高效。 将继续以充换电设施为基础、
车联网平台为主导， 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链深入合作，推
动交通与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打造全新产业生态。

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接入充电桩超百万———

““百百万万桩桩””加加速速构构建建

■■本报记者 路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