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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起火比汽油起火
更难扑灭且易复燃

新能源汽车碰撞后起火，甚至是非碰撞
状态下的自燃现象，一直是横亘在车企和消
费者之间的一道隐形的墙。那么，新能源汽
车真的更容易着火吗？

记者首先找到了近三年来，国内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和火灾数量，统计后发现，新能源
汽车的火灾发生率从 2021年的 1.85/10000，
降低到了2023年的万分之0.96，而燃油车的
起火率则在1.5/10000左右。整体来看，当前
新能源汽车的起火率甚至低于燃油车。

与此同时，记者也找到了国际上的公开
数据。在世界上新能源汽车销量比例最高
的国家——挪威，汽油和柴油汽车的火灾发
生率是新能源汽车的四到五倍。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理事
长董扬告诉记者：“电动汽车着火的事故率
应该是小于油车，但是我们对于电动汽车出
了事故时处理的方式，不像油车那么有经
验。”

尽管新能源汽车起火概率并没有比燃
油车更高，但是电池起火比汽油起火更难扑
灭，复燃率较高，这也是新能源汽车起火备
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我们日常的调查情况来看，间隔5天
或者6天的车都可能发生复燃。特别是水喷
上去以后，短路反而更容易发生，因为有水
作为导体，更容易造成复燃。”深圳市消防救
援支队梁军说，事故发生以后，一定要有专
业的人员或者专业的企业来把电池给分离
开，进行销毁或者是处理。

新能源汽车起火原因是什么？

虽然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低于燃油
车，但仍然需要引起重视。那么当前新能源
汽车起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或者在什么
场景下更容易发生起火事件呢？

记者找到 2023 年公开报道的全部 270
余起新能源汽车起火案例，发现其中碰撞后
发生火灾的概率仅占 10%左右，在充电或静
置状态下起火的比例则超过了50%。

记者在舆情分析平台上，搜索今年以来
“新能源汽车起火”的相关报道传播情况，系
统生成了其中传播最高的词汇——自燃。
相较于交通事故，也就是碰撞后的起火，新
能源汽车在静置、充电，或是正常行驶中出
现的“自燃”，讨论度明显更多。

发布者都强调了“正常停放”“没开、没
碰、没撞”等内容。那么“自燃”的原因究竟

是什么？
记者来到了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这里

与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共同成立了
汽车火灾安全联合研究实验室，对过去几年
发生的新能源汽车火灾事件做了详细的分
析。

结果显示，除了交通事故、底部碰撞等
情况，与电池相关性最大的起火诱因，叫做
电池热失控。

汽车火灾安全研究联合实验室副主任
鲍欢欢介绍，动力电池的热失控是在使用过
程中温度上升的不可控现象，因为一些不当
的充电行为，包括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一
些底部的托底、剐蹭，包括长时间泡水，都可
能会触发动力电池热失控的现象产生。

基于报告和数据分析，央视模拟还原了
一辆车在发生电池热失控后的大致情况。
从热失控到起火的间隔如果在 5分钟内，车
内最高温度将达到437℃。而如果可以将时
间延长至 5分钟以上，车内最高温度可大幅
降低至85℃，意味着逃生成功率大幅提升。

正因如此，我国规定，所有国产新能源汽
车的动力电池，一旦发生热失控引发的起火，
中间间隔时间至少达到 5分钟。也就是说，
车辆需要确保具备人员安全逃生的条件。

热失控后能否做到不起火？

既然电池热失控到起火的时间可以通
过技术延长，那能不能直接做到热失控后不
起火呢？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报告，当前
电池从技术层面已经可以实现热失控后“不
起火、不爆炸”。也就是说，热失控虽然不能
完全避免，但起火可以。

鲍欢欢告诉记者，动力电池里面是由
100多个电池单体组成的，某一个单体破损，
技术能够保证通过它的隔绝或者是单体的
泄压，使得单体的热失控不至于去扩散到另
外的一个单体，也就是不发生热的扩散和热
的蔓延，它最多是一个冒烟，不会发生起火
爆炸的现象，保障车里面的人的安全。

可以看到，电池热失控绝不等于一定起
火。尽管热失控仍然可能会因为充电不匹
配、涉水行驶等因素发生，但热失控后完全
可以做到不起火，这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新能
源汽车的安全隐患。就在近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了一则《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
全要求》（征求意见稿）。

然而，这个《安全要求》并不是首次提
出，事实上，从2021年起，我国就已经开始实
施了相关的一套安全标准。那么为什么时
隔三年，要重新修订这套标准？

记者找到了这两个版本，对比发现新标
准所做的主要修改，针对的正是电池在热失
控后如何做到“不起火、不爆炸”。提出了针
刺、外部直接加热、在电池单体内部布置加
热片3种触发电池单体热失控的试验。提出
只要触发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出现
起火爆炸现象，该电池就不符合动力电池的
安全性要求。也就是说，只要起火就不合
格。

“因为电动汽车在普及，使用量越来越
大，现在中国已经是上千万辆的产量，（汽车
产量的）30%以上，在全世界10%以上的新车
也是电动车。”董扬说。

专家表示，当前，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
炸的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到新车上，这也是新
能源汽车起火概率逐步降低的一个重要原
因。而当新标准正式实施后，将再一次全面
提升新能源汽车安全性。

我国形成动力电池
全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

从技术上电池热失控后能够做到“不起
火、不爆炸”，国家也开始推出相应的标准和
规定。不仅如此，当前，我国已形成动力电
池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的安全保障体系。

专家介绍，“只要起火就不合格”这样严
格的标准，在全球的新能源汽车管理中都是
最高的。不仅是从电池生产制造环节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不久前我国还发布了“电动
汽车消防安全评价规程”，专门针对新能源
汽车的火灾安全制定了测试和评价方法，形
成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的安全
保障体系。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和国际上的发
展不太一样，我们采取了全生命周期共同来
管安全问题。”董扬说，“首先我们立足于电
动汽车数据要联网，电动汽车随时的安全状
况有后台监测；再一个就是电池本身要安
全，现在我们又有了可以作为世界经验推广
的电池包和整车设计的安全技术。”

当前，企业正加快技术迭代，让电池在
各种极端情况下保持稳定。同时，国家层面
正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安全强审标准的制
修订工作。不仅仅是动力电池，针对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安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委）近日也发布了新标准。规定
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在碰撞后应满足的整
车氢气泄漏量、乘员舱氢气泄漏率以及储氢
气瓶的安装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有效提升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碰撞后的安全性，进一步
严格、细化新能源汽车安全规范。

□央视新闻

电池起火后间隔5天或者6天都可能发生复燃

新能源汽车更易起火？
根据过去六年企业报告的新能

源汽车火灾事故分布，可以看到历
年6至8月，均为明显高发期。起火
时段分布较为平均，每天 7 时至 9
时、13时至18时起火数量相对较多
且集中。

而从车辆外部见到明火，到驾
驶室起火，平均间隔时间仅64秒。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副
研究员张良分析认为，高温高湿，包
括雨季，都会带来相应的危险因
素。车主平常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检测，在充电过程中，不要出现过充
的现象。一旦发生火灾，要第一时
间逃离车辆，然后报警，等待专业的
消防救援人员来进行救援。

专家反复强调，新能源汽车起
火后基本上都具备安全逃生时间，
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车辆，不要进
行自行灭火等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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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正在充电新能源汽车正在充电。。（（本报资料图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