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 曦

◎本报记者 都 芃
◎本报记者 华 凌

生 活
SMART LIVING

8 2024 年 3 月 21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许 茜 邮箱 xuqian@stdaily.com

长知识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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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以便利性受到大众青睐，但相关

起火事故威胁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国家消防救援

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23 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

2.1万起，比 2022年增加 17.4%。

电动自行车起火的直接原因多为电池故障。据北京

市消防救援总队近日通报，仅今年 1 月，北京市发生电动

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火灾 33 起，其中因电池故障导致的

火灾达 30起，约占总数的 91%。

那么，电动自行车电池为什么容易自燃？有哪些措

施可以防范起火事故？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

专家。

“罪魁祸首”往往是锂枝晶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采用的电池主要有两

种，即锂电池和铅酸电池。2019 年《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正式实施，要求电动自行车总重量不得超过 55 公

斤。同时，随着生产技术进步，重量更轻、能量密度更高、

寿命更长的锂电池，一跃成为市场主流，又沉又大的铅酸

电池逐渐减少。

相比铅酸电池，锂电池虽有诸多优势，但也有短板——

在特殊情况下存在自燃起火风险。

锂电池自燃起火主要由于电池内部短路，而短路的“罪

魁祸首”往往是锂枝晶。锂枝晶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

大多数电动自行车厂商都会在产品说明中明确，禁

止在零摄氏度以下环境中充电。对此，清华大学交通研

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解释，这是由于在低温环境下给锂电

池充电，会导致锂离子在负极析出，长出白色的锂晶体，

即锂枝晶。

此外，随着锂电池使用时间增加，形如树杈的锂枝晶

会不断生长，降低电池容量。一旦锂枝晶尖锐的“枝头”

刺穿隔膜，就会使正负极相连，引发短路，导致电池剧烈

升温、起火甚至爆炸。同时，电池老化、充电不当等也可

能导致锂枝晶的产生。

锂电池燃烧速度之快，往往让人措手不及。锂电池

起火 30 秒后，火焰温度就会升至 300 摄氏度，点燃电动自

行车上诸多塑料部件，释放出一氧化碳、硫化物等大量有

毒有害气体。人吸入这些气体后，数十秒便可出现头晕、

恶心等症状。几分钟后，大火便会包裹整个车身，释放出

更多有毒气体。

那么，铅酸电池就绝对安全吗？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铅酸电池本身自燃或爆炸的可能性非常小，但

由充电不当或车辆老化等导致的电池连接线自燃等也会

使车辆起火。

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总裁倪捷将电动自行车的

火灾事故分为 4类。一是户外充电时，插线板等起火导致

邻近的电动自行车燃烧。二是在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实施前生产的或老化的电动自行车，在充

电过程中起火燃烧。第三类是使用者为了增加续航里程

和配速自行改装电池，导致充电器和电池不适配、电池挤

压连接线，在充电过程中发生意外。第四类则是车辆和

电池在设计和制造上存在安全隐患，导致起火事故。

替代产品正在加快研制

短路是导致锂电池起火的重要原因，往往与电池内

隔膜被穿透有关。隔膜是一种具有微孔结构的薄膜，既

能隔开锂电池的正负极，防止正负极接触形成短路，又可

确保锂离子通过，形成充放电回路。

不过，传统隔膜材料性能存在短板，较易被锂枝晶穿

透造成短路，因此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给隔膜涂上“保护

层”。例如，将以氧化铝为主要成分的无机陶瓷粉涂在隔

膜表面，形成陶瓷涂层。陶瓷涂层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可以有效防止隔膜在高温下收缩。

除了在原有锂电池上“修修补补”，科学家还开始用

其他材料制作电池。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新型电池

的研发应用被认为有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锂电池的易燃

难题。

固态电池用固体电解质替代传统锂电池中的电解

液，大大降低了电池热失控风险，在安全性上有根本性的

提高。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黄云辉

说，固态电池在技术上具有显著优势。一方面，锂枝晶在

固态电解质中生长速度缓慢且难刺透隔膜，避免锂枝晶

生长造成短路；另一方面，固态电解质热稳定性强，避免

了隔膜变化造成的短路问题。除此之外，固态电解质的

可燃性较差，不易在高温下发生剧烈燃烧和爆炸。目前，

固态电池相关技术已在实验室中得到验证，正朝着应用

方向加快推进。

近年来，科学家还在加快研发以钠为主要电解质材

料的钠离子电池。与锂电池相比，钠离子电池具有更宽

的温度范围适应性，能够在零下 40 摄氏度下保持 70%容

量，在 80摄氏度高温下也可以使用。同时，由于钠离子电

池内部电阻较高，短路情况下瞬间发热量小、升温较少，

因此在理论上钠离子电池比锂电池有更高的安全性。此

外，将钠离子电池技术与固态电池技术相结合的固态钠

离子电池也已在实验室中初步研制成功，未来电池的安

全性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 2.1万起

“爆脾气”电池频“发火”新成果防患于未“燃”

近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发生爆燃事故，造成 7 人死亡、27 人

受伤。事故原因初步判断为燃气管道泄漏。

燃气在家庭、饭店等场所广泛使用，一旦发生泄漏，极易引发事

故。那么，燃气发生爆炸的条件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

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应采取哪些措施防止事故发生？一旦燃气泄

漏，又该怎么处理？

通常来说，家用管道里的燃气或罐装燃气在没有受到强力破坏

的情况下是很安全的。资料显示，燃气爆炸起火需要同时具备 3 个

条件。一是燃气泄漏。燃气泄漏主要发生在 3个部位：管道连接处、

燃气软管、阀门。此外，燃气具使用不当也会造成泄漏，比如锅内汤

水外溢浇灭燃气具火焰时，燃气可能泄漏。二是达到爆炸浓度。燃

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空气中的甲烷浓度过高或过低一般不会引起

爆炸，但当浓度介于两者之间时，就可能引起爆炸。三是遇到引火

源。若甲烷浓度处于爆炸浓度范围内，遇到静电产生的小火花、未熄

灭的烟头等，就可能引发爆炸。

“判断燃气是否泄漏一般有 3种方法，分别是闻气味、看气表、涂

抹肥皂水。”江苏省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安全管理员汤

俊伟说，闻气味是闻是否有刺鼻异味。虽然燃气本身无色无味，但厂

商一般会对它进行加臭处理。一旦闻到刺鼻异味，就可能是燃气泄

漏了。看气表是在不使用燃气的情况下，查看燃气表末位数字是否

变化，如果有变化则可判断为燃气泄漏。涂抹肥皂水是将肥皂水依

次涂抹在燃气管、软管等的接口处，如果这些地方有气泡产生并逐渐

变大，说明燃气可能泄漏。

居民在家中一旦判断燃气疑似泄漏，一定要牢记应急处置“四步

法”：一是轻推房门，关闭燃气总阀；二是打开门窗通风；三是疏散人

群；四是走到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如果出现火灾应

当立即拨打 119。

除此之外，如果燃气具使用不当或零部件超过使用寿命，也可能

造成燃气泄漏。

对于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具，汤俊伟提醒道，第一燃气具必须是合

格产品，且 8年更换一次。第二，燃气具使用时，应当保持通风，使用

完毕，要及时关阀；长期外出，应关闭燃气表前总阀。第三，燃气具应

自带熄火保护装置，燃气热水器应使用强排式。第四，连接燃气具的

软管应使用金属软管。

“需要提醒的是，居民用气场所应加装自闭阀，工商用气场所应

安装具备燃气泄漏报警和紧急切断功能的安全保护装置。相关工作

人员要对它们进行定期检查，确保其灵敏有效。”汤俊伟说。

燃气泄漏别慌张

应急方法须牢记

当你甜蜜入梦时，大脑并没有闲着，正在进行一些重要的后

勤维护工作，比如加强认知、巩固记忆等。一项近期发表在英国

《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就发现了睡眠中大脑进行垃圾清除的重要

机制。

大脑在白天消耗能量和吸收营养物质时会产生大量垃圾，但此

前人们并不清楚大脑具体如何清除这些垃圾。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中发现，它们脑部的神经元发挥着“清洁

泵”作用，会协同放出电信号，生成有规律的脑电波，进而对整个大脑

进行冲刷清洗，清除垃圾。

研究发现，小鼠大脑中的特定区域如果“关停”，会阻止该区域脑

脊液的流动，这表明神经元产生脑电波是大脑清洁过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正是这些神经元“清洁泵”在为脑脊液流动和清除大脑中的垃

圾碎片提供动力。脑电波越高，振幅越大，促使液体流动的能力就越

强，类似人们洗碗时的强力冲洗。

研究者认为，掌握这种“清洁机制”有望帮助人们更高效睡眠，即

使少睡也能保持健康。 （据新华社）

睡梦中大脑如何清理垃圾

交警和志愿者在福州大学向骑电动自行车的学生发放安全骑行小贴士。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最近天气逐渐转暖，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人越来

越多。以下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要点，请务必记牢，防

止意外发生。

充电是使用电动自行车时最易产生安全风险的环节

之一。电动自行车在充电时电池会升温产生热量，并且

充电器、电线存在短路风险。因此使用者在给电动自行

车充电时一定要注意将车置于阴凉通风处，严禁在室内

等空间狭小、密闭处充电，也应杜绝从高楼层家中牵引

“飞线”进行充电。

除此之外，充电时车辆四周不能堆放易燃物品，并且

最好与其他车辆之间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充电时间原则

上不应超过 10 个小时，充满电后应及时拔掉电源。如果

长时间不使用电动自行车，则需要将电池拆下来，与车身

分离，防止长时间不使用导致线路老化、短路。

许多电动自行车车主在骑行过程中一旦发现电池电

量不足，到达目的地后就会马上给车充电。事实上，这种行

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会消耗电

能，此时电池温度较高。如果在盛夏时节对刚刚长时间使

用的电池进行充电，会导致电池温度一路走高，超过热失控

临界点，产生危险。因此，建议用户在行驶后，先将电池在

阴凉处放置一两个小时后再进行充电。

电动自行车电池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性能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如续航里程减少等。用户此时不应自

行改装、更换来路不明的电池。尤其不应擅自更换或改

装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电机设备等部件，部分未经安全认

证的设备组件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用户如有电池更换、

保养的需求，应到相关品牌的正规售后门店，由专业人员

对电动自行车电池及组件进行操作。

牢记使用要点 防止意外发生
链接

图为电源插座。 新华社发（蒂姆·爱尔兰摄）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中心小学通航校区学生使用可折叠

课桌椅午休。 新华社发（谢尚国摄）

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爆燃事故现场，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处置
救援。 新华社发

3 月 15 日，我国一些地区停止居民集

中供热。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停暖初期

昼夜温差较大，老人、儿童等身体较弱者，

可能需要使用电暖气、电热毯等取暖设

备，这导致部分家庭近来用电量增加。

最近，一款名为“智能节电器”的产品

在电商平台热卖。

其实，节电器已经在市场上出现十几

年了，一边媒体年年辟谣，一边产品“升级

换代”。如今，“智能节电器”闪亮登场。

商家宣称，它不仅功能升级，而且节电效

果更佳，堪称省电“神器”。

那么，“智能节电器”是“黑科技”还是

智商税？它有无安全风险？科技日报记

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用后耗电量无明显差异

记者在国内某电商平台上购买了一

款价位中等、销量超 10 万的“智能节电

器”。商家称，“智能节电器”可以节省 15%

至 45%的电，“利用电子波自动连接跟踪分

解电离电子，补偿无功功率，减少电能损

失，达到省电效果”。

记者联系了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

能计量中心的专业人员对这款产品进行

测试。

试验人员模拟了一个家庭用电环境，

将空气净化器、电暖气以及加湿器接入电

路，然后按照使用说明书，把“智能节电

器”插在插座上。

试 验 结 果 显 示 ，在 使 用“ 智 能 节 电

器 ”前 ，3 台 家 用 电 器 工 作 10 分 钟 耗 电

量约为 0.1762 度；在使用“智能节电器”

后，耗电量约为 0.1760 度，无明显差异，

远达不到产品宣传的 15%甚至更高的节

能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省电‘神器’自身工

作时也会消耗电能。”试验人员介绍，他们

对“智能节电器”进行检测发现，产品瞬时

功率达 0.59 瓦。可以说，省电“神器”不仅

不省电，反而更费电。

使用不当有安全风险

“智能节电器”是由什么构成的？

试验人员说：“产品内部核心零件主

要是电容器。电容器没有节电作用，只是

普通的充放电设备，和充电宝类似。由于

它的能量转换效率达不到 100%，因此能量

会有损耗，反而费电。”

针对商家宣称的“智能节电器”可以

“补偿无功功率”的说法，试验人员说：

“家用电表只对有功功率进行计费，不对

无功功率计费。因此即使这类省电‘神

器’能够补偿无功功率，也起不到节省电

费的目的。”

试验人员提醒：“省电‘神器’不仅不

节电，而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它内部的

电容器会储存电能，长时间插在电源上有

自燃风险。”

那么，怎么做才能真正节电？国网天

津市电力公司电能计量中心工作人员严

晶晶介绍了以下 3种方法。

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

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冰箱、空调、洗

衣机、电风扇、电饭锅等 17 类家用电器产

品被列入能效标识管理目录，产品需要贴

能效标识才能出厂销售。消费者可以按

照使用习惯和个人经济情况，尽量挑选能

效等级高的家电产品，其中 1 级能效为最

高能效等级。

其次，由于越来越多的电器产品采

用电子电路进行控制，暂时不用的电器，

关闭时尽量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长时间

待机。

最后，尽量避免频繁开关电器，冰箱、

电热水器等电器产品在启动时也消耗一

定电能。

商家称可节电 15%至 45%

省电“神器”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