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张
永伟日前向媒体介绍说，2024 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有望达到1300万
辆，迎来产业发展重要里程碑。在此期
间，中国市场、技术、平台等因素将发挥
重要作用，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
方向。但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不容忽
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接续完善的车
能融合技术，怎样才能有效提高新能源
汽车的运行效率。

就目前来看，市面上的新能源汽车
主要是从固定充电桩上充电，但固定充
电桩的数量比起加油站肯定少了许多，
且充电时间较长，这无疑限制了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尽管我国在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上付出很多努力，但当新能源汽
车运行至途中或行驶在一些偏远地区

时，如果遇到车辆断电的紧急情况，往
往缺乏可用的充电设施，这使得人们对
电动汽车的远程出行产生了忧虑。拥
有一种便捷储能、即用供电的车载充电
设备来延续汽车的运行时长，一直是人
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汽车移动便携
式充电宝为解决新能源汽车续航问题
带来另一种思路。

汽车移动便携式充电宝是一个集
储电、升压、充放电于一体的电池设备，
以化学能的形式将外部电源输入的电
能储存起来，当需要给车辆充电时化学
能转化为电能输出，也就是人们熟知的
充放电过程。以常见的锂离子电池为
例，其主要构造分为正极、隔膜、负极、
有机电解液。正极，是锰酸锂或者钴酸
锂等材料；隔膜，是一种高分子薄膜，锂
离子可自由通过，而电子则不能；负极，
主要为石墨以及类石墨碳；有机电解
液，主要为溶解有六氟磷酸锂的碳酸酯
类溶剂。

锂离子电池的反应可以看作是正
极的锂离子脱出进入石墨，而放电时锂
离子从石墨负极脱出回到正极。此外，
由于同电位电压条件下无法充电，充电
宝可通过升压系统提升放电电压至车
辆所需电压，以此满足多次循环用电
需求。

科研人员设计一款汽车充电宝的
难点在于添加电池管理系统和逆变
器。电池管理系统是一个实时系统，
用于控制、保护和监控安装在电动汽
车中的电池组安全运行所需的若干功
能，如温度和电压水平。逆变器可以
将直流电转变成定频定压或调频调压
交流电，以满足汽车其他电力设备正
常运转。

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国内外就汽
车充电宝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研发工
作。2021 年，英国一家名为 ZipCharge
的初创企业推出的汽车便携式充电宝
大小就像是一个手提箱，内部放置有一

块锂离子电池，重量22.7公斤，净容量4
千瓦时，充电功率7.2 千瓦，可以在充电
半小时后最大续航延长30公里。随后，
我国远景科技公司推出全球首款绿色
充电机器人，容量70千瓦时，充电功率
42千瓦，充电两小时可使一辆新能源汽
车行驶600公里。我国铁球电能公司推
出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宝，相当一台打印
机大小，重量 22 公斤左右，最大功率 5
千瓦，充电两小时可续航70—100公里。

目前，汽车充电宝尽管具有许多优
势，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
如充电宝大多造价昂贵，普通车主难以
负担，车辆出行当天温湿度环境，以及
运输过程中碰撞都有可能引起短路。
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期待车用
充电宝面向市场，更加经济便捷，能够
更好更安全地服务于社会。

（第一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截至2023年12月，达沃斯世界
经济论坛共发布了11批次共153座

“灯塔工厂”。这些“灯塔工厂”分布
在电子设备、消费品、汽车、家用电
器、制药、服饰、采矿、食品饮料等20
多个领域。目前，中国共有62座“灯
塔工厂”，是全世界“灯塔工厂”数量
最多的国家。

那么，“灯塔工厂”究竟是什
么？就像《财富》世界500 强排行榜
主要是衡量企业的财富，“灯塔工
厂”可以理解为衡量全球制造企业
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水平的榜单，也
可以理解为颁发给全球制造企业在
数字化制造和工业化 4.0 等方面的

“奥斯卡奖”。它是由麦肯锡和世界
经济论坛联合开展评选，入选的企
业可看作是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场
所，是引领全球制造业企业发展趋
势的“灯塔”。

灯塔工厂的具体评判标准是什
么？要看是否拥有第四次工业革命
所必备的特征，具体包括自动化、工
业物联网、数字化、大数据分析、第
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以及是否拥有
覆盖企业内部全流程、产业链上下
游全环节、产品服务全生命周期的
数字化体系等方面。

北京目前有两家灯塔工厂，分别
是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和三一重工北京桩机工厂。让我们
一起来看看它们有哪些“独门秘籍”。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
司通过数字化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各
个车间和各个工位的生产情况。根

据屏幕上的图表，企业可以快速找
出哪个工位在“偷懒”。“偷懒”的工
位就是影响整个生产线平衡、使生
产效率低下的“瓶颈”，通过“对症下
药”迅速精准地改善瓶颈工位，实现
生产效率快速提升。

在客户服务方面，企业可实时
掌控几十万台已售出发动机的运行
状态、分布情况等关键业务参数，帮
助客户计算出合理保养周期，甚至
可以提前预测故障。这些功能的实
现是基于企业为每台发动机都安装
了智能终端，通过终端与数字化系
统连接来实现信息传递。

三一重工北京桩机工厂生产的
产品属于重型装备，在生产过程中
需要处理多种“笨重”零部件。由于
布局了5G和工业互联网，三一重工
北京桩机工厂以5G连接为神经，就
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把肌肉、
骨骼、大脑等都协调起来，组成了智
能制造的有机整体，可由机器人完
成“笨重”零部件的搬运、装配和加
工等类似的“脏活”和“累活”，还能
通过学习熟练工人的技能和手法来
传承“老师傅”的工匠精神。

100年前，美国福特汽车建立了
全球第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可看作
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工厂，如今全球灯
塔工厂在智能制造方面都“身怀绝
技”。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让我
们尽情地设想未来工厂的样貌吧。

（作者系北科科普宣讲团成员，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智能装备研
究所工程师）

灯塔工厂的“独门秘籍”
□ 蒋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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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利 华
天津食品工厂
是全球专门生
产调味品的“灯
塔工厂”。图为
车间自动化机
械臂正在作业。

新 华 社 记
者 赵子硕 摄

这些企业拥有自动化、工业物联网、数字化、大数据分析、第五
代移动通信技术，以及覆盖企业内部全流程、产业链上下游全环节、
产品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体系。

农历小寒后，随着气温持续下降，人们
购买保暖冬装需求增大，而一些防寒保暖
类服装打着“采用航天级材料气凝胶制造”
的招牌，并声称这类冬装具有超级保暖
性能。

气凝胶到底是什么？“气凝胶是一类包络
大量封闭微孔的三维网络结构材料，可由无
机材料或者聚合物大分子通过溶胶—凝胶转
变工艺，再经过特种干燥过程制成的固体物
质形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产业研究部咨
询工程师宋立丹告诉科普时报记者，气凝胶
的内部有很多孔隙，孔隙里充满空气，所以气
凝胶非常轻，被称为“凝固的烟”。

宋立丹表示，由于气凝胶具有极低的密
度、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和低导热性能，良
好的隔热、防火阻燃、隔音、透光等特点，让其
在航空航天、建筑节能等众多领域都有广泛
应用。

在航空航天领域，气凝胶材料用于飞行
器的隔热罩、航天服等。“从这个角度来看，
气凝胶确实是‘航天级材料’。”宋立丹强
调，用在航天服里的气凝胶材料，是一种强
度很高、拥有较好柔软性的聚酰亚胺气凝
胶，这种材料目前只用于航天服和防护服
等特殊领域。虽然也叫“服装”，但航天服
和防护服属于特种个人装备系统。作为保
温隔热材料，气凝胶只是该系统的一部分，
还需要配备其他材料和设备来实现人体与
外界环境之间的湿热平衡，而不是简简单
单的一件衣服。

宋立丹认为，气凝胶结构材料本身的力
学性能很差，极易破碎和粉化，缺乏柔韧性和
悬垂性，不太适合在日常服装上直接使用。
为了将气凝胶材料用于服装，人们进行了很
多尝试，但在日常服装防寒保温上使用仍有
相当大的局限性。

气凝胶抗寒服可信吗
□ 科普时报记者 吴 琼

科普一下科普一下

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视觉中国供图

便携式充电宝便携式充电宝：：
让让新能源车续航无忧新能源车续航无忧

□□ 莫尊理莫尊理 吕文吕文博博

拥有一种便捷储能、即用供电的车载充电设备来延续汽
车的运行时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汽车移动便
携式充电宝为解决新能源汽车续航问题带来另一种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