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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有望加速我国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有望加速
▶ 本报记者 叶伟

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研究员王春阳联合国际团队，利

用原位透射电镜技术，在纳米尺

度首次揭开固态电池突发短路

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研究成

果 5月 20日发表在《美国化学会

会刊》上。受此消息影响，股市

固态电池板块近期爆发式上涨，

国轩高科、北汽蓝谷、滨海能源、

英联股份、金龙羽等概念股普遍

表现较好。

受访者表示，随着我国政策

密集加持、行业企业加紧布局和

技术关键难题取得突破，固态电

池产业链正加速迈向成熟，将显

著提速其产业化落地进程。

技术取得新突破

作为下一代动力电池技术，

固态电池正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下半场竞争

的焦点之一。但固态电池中固

态电解质的短路问题，一直是阻

碍其发展的“拦路虎”。

近日，固态电池突发短路相

关研究取得新突破。王春阳研

究员联合国际团队利用原位透

射电镜技术，首次在纳米尺度揭

示了无机固态电解质中的软短

路—硬短路转变机制及其背后

的析锂动力学。

该研究通过阐明固态电解

质的软短路－硬短路转变机制

及其与析锂动力学的内在关联，

为固态电解质的纳米尺度失效

机理提供了全新认知，也为新型

固态电解质的开发提供了理论

依据。

受访者表示，该项研究取得

新突破，标志着固态电池技术离

实际应用又近了一步，为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近年来，我国在固态电池技

术创新上加速跑。根据智慧芽

数据，截至 2025年 5月 16日，全

球固态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超

过 4.6 万件。其中，从技术来源

（专利申请企业所属国别）看，全

球固态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中，

近 37%来自日本，近 30%来自中

国，两者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布

局市场（专利申请所在国别）看，

中国已赶超日本，是全球固态电

池专利布局最多的市场，约占

35%。

“当然，固态电池产业化目

前存在诸多技术障碍，无论是固

态电解质还是固—固界面、材

料、系统集成等方面，都需要突

破瓶颈技术。”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研发

总院（科技创新管理部）高端汽

车集成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

主任王德平表示，需要产业链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攻关，从

基础上解决底层核心技术，推动

固态电池产业化。

重庆太蓝新能源有限公司

产品负责人康丹苗说：“动力电

池深陷里程焦虑、成本限制、安

全风险的‘三角困局’，技术升级

亟待突围，需要通过材料创新和

工艺创新，攻克电导率和界面阻

抗难题，实现固态电池安全性能

提升、能量密度提升、循环寿命

提升，推动其规模化量产。”

政策不断加持

一方面，固态电池技术取得

突破；另一方面，固态电池领域

利好政策不断。

今年 2月份，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八部门发布《新型储能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

将固态电池列为重点攻关方向，

支持锂电池、钠电池向固态化发

展，并提出 2027年前打造 3-5家

全球龙头企业。4月份，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汽车标准

化工作要点》，将固态电池写进

全局规划与前瞻布局，提出要推

动制定及发布车用人工智能、固

态电池等标准子体系；加快全固

态电池、动力电池在役检测等标

准研制，不断优化动力电池性能

要求。

与此同时，固态电池标准体

系建设取得突破。5月 22日，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正式发布《全固

态电池判定方法》团体标准，首

次明确了全固态电池的定义，解

决了行业界定模糊、测试方法缺

失等问题，为技术升级和产业化

应用奠定基础。

王德平表示，需要进一步加

快固态电池标准的制定，特别是

安全标准的发布；同时积极参与

国际标准制定，发挥国际话语

权。

企业加快布局

固态电池产业化，企业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产

业链相关企业纷纷竞逐固态电

池这一赛道，加速推进技术研

发和产品验证，并陆续公布了量

产时间，努力推动固态电池技术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5月 17日，国轩高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高科”）

宣布，该企业首条全固态电池中

试线已建成，设计产能 0.2GWh，
实现100%线体自主开发，核心设

备国产化率100%。当前，国轩高

科正在不断优化设备工艺，已全

面启动第一代2GWh全固态电池

量产线设计工作。该企业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该全固态电池中试

样品电芯能量密度为350Wh/kg，
单体容量达70Ah，系统能量密度

可达280Wh/kg，助力新能源汽车

实现千公里续航。目前该全固

态电池已开启装车测试。

此外，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透露，其在全固态

电池技术研发上持续加码，计划

2027年实现小批量生产，技术水

平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孚能科

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能

量密度高达 400-500Wh/kg的全

固态电池研发进展顺利，其中

60Ah的硫化物全固态电池计划

将于 2025年年底向战略合作伙

伴小批量交付；上海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表示，上汽新一代固

态电池将于 2025年年底在全新

MG4上量产应用，上汽首款全固

态电池“光启电池”将于 2027年

落地……

王德平表示，随着企业加快布

局，预计能量密度达到400Wh/kg
的全固态电池在未来2-3年内有

望实现小批量装车，2030年左右

完全可以实现量产。

本报讯（记者张伟）“平均

节电 30%、运行噪音低于 80 分

贝，在高温、高压以及大冷吨（制

热量）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全面超越传统设备性能。”5
月21日，在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组织的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瑞重工”）“磁悬

浮热泵机组、磁悬浮冷水机组关

键技术研究与装备开发”科技成

果鉴定会上，由国内磁悬浮、地

热能、工业余热、智慧建筑及设

备检测领域行业专家组成的鉴

定委员会，在听取了技术总结报

告、用户意见并实地考察应用现

场后，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鉴定委员会专家指出，磁悬

浮热泵机组、磁悬浮冷水机组在

地热能开发利用、工业余热回

收、数据中心制冷、智慧建筑节

能等场景中，展现出显著的经

济与社会效益。其创新设计解

决了传统设备“能耗高”“噪音

大”“油污染”“维护复杂”等行

业痛点，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

了新的解决方案。

这意味着，磁悬浮节能装备

正在掀起一场绿色动能“飓风”。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关

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若干

意见》《推动热泵行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等政策，大力支持

选用热泵替代燃煤锅炉，推动建

筑、工业、农业等领域节能降

碳。据专家测算，热泵市场规模

有望突破万亿元，而磁悬浮热

泵机组、磁悬浮冷水机组因其

高效、节能、低噪、智能化等优

势，将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驱

动力。

“磁悬浮离心制冷压缩机和

磁悬浮热泵机组、磁悬浮冷水机

组的技术突破，加速了磁悬浮技

术在数据中心、智慧建筑、工业

余热回收等新兴场景的应用，巩

固了我们在磁悬浮技术领域的

领先地位。”天瑞重工总经理郑

铁民表示，随着技术迭代与应用

推广，磁悬浮热泵机组、磁悬浮冷

水机组将实现大规模商业化，有望

重塑暖通行业市场格局。

据介绍，天瑞重工是一家从

事磁悬浮节能装备研发制造的

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磁悬浮动

力节能技术领军企业，也是山东

省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链“链主”。

深耕磁悬浮技术10余年，天

瑞重工先后攻克了主动磁悬浮

控制、高速磁悬浮电机、高效压

缩等关键技术，研发出了磁悬浮

离心空气压缩机和磁悬浮离心

制冷压缩机两大系列产品，形成

磁悬浮真空泵、磁悬浮鼓风机、

磁悬浮空压机、磁悬浮蒸汽压缩

机和磁悬浮热泵机组、磁悬浮冷

水机组、磁悬浮低温余热发电

机、磁悬浮飞轮储能等 8类高效

节能装备。自研发生产磁悬浮

技术节能装备以来，天瑞重工已

与数千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覆

盖水泥、造纸、氧化铝、发酵、钢

铁、化工、纺织、污水处理、建筑

等高能耗行业，平均节电30%、噪

音降至80分贝。目前，天瑞重工

磁悬浮节能装备在国内用户中

有着重要影响力，并远销海外 13
个国家。

此次通过鉴定的磁悬浮热

泵机组、磁悬浮冷水机组，已经

进入大规模应用，正在为高耗能

行业提供绿色转型解决方案。

此外，天瑞重工作为“全国磁悬

浮动力技术基础与应用标准化

工作组”秘书处单位，正牵头制

定磁悬浮国家标准，并主导建成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

设计中心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形成“标准—研发—技术—产

业”全链条创新体系。

据悉，下一步，天瑞重工将

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研发适

用于更多应用场景的新装备，推

动磁悬浮技术逐步向航空航天、

国防科技、海洋工程等领域延

伸，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磁悬浮产业集群。

业内专家评价，磁悬浮产业

的持续突破，不仅是中国制造从

“跟跑”到“领跑”的缩影，更预示

着磁悬浮节能装备将成为推动

绿色发展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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