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薛亮 |� �版式 郑宙 |� �校对 李萍
2019.7.10� �星期三看看无无锡锡A12

根据工信部今年 2 月份发布
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
利用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动力蓄
电池累计配套量超过 131GWh，
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规模化
量产始于 2014 年左右， 而动力
电池的寿命（目前普遍认为当电
池衰减高于 20%时便不再使用）
一般是 5-8 年，最早一批成规模
的动力电池已经处于淘汰临界
点。 预计到 2020 年新能源汽车
的 动 力 电 池 退 役 量 将 达 到
24GWh， 相当于 80 万辆电动车
的电池。 而从近几年新能源汽车
的增长速度来看，在达到此临界
点之后，动力电池的退役数量将
会越来越多。

不过，梯次利用目前面临一
些技术问题：不同厂商生产的动
力电池规格差异较大，缺乏统一
标准，在拆解和重新组合时通常
会遇到兼容问题。 同时，电池的
容量、电压、内阻等在梯级利用
时，会在很少的循环次数下形成
断崖式下跌，对后期使用维护造
成极大困难。

据悉，格林美已攻克小型电
池与动力锂电池完整资源化与
循环再造三元动力材料的关键
技术，实现电池的经济化、规模

化回收处理。2018 年格林美集团
被工信部列入首批 5 家新能源
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
行业规范企业之一。

尤其难得的是，记者还在格
林美的厂区外面看到了正在给
社会车辆充电的充电桩，和一般
充电桩不同的是大约 20 多分钟
就能开车走人。

相关负责人指着充电桩后
面库房里的电池告诉记者，“这是
某乘用车上的电池， 这是某大巴
上的……”据悉，这个系统名为智
能型储能充电直流系统， 该系统
利用主动均衡技术将不同厂商的
电池包简单拆解至模组， 直接实
现混搭型梯级利用， 从而实现退
役电池储能再利用与快速充电相
结合，同时通过在线监控平台，对
项目的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

在 2019 年的新能源补贴政
策中加大了对充电桩的补贴力
度， 促进充电桩的建设与发展。
在政策中提到，地方应该完善政
策，过渡期后不再对新能源汽车
给予购置补贴，转为用于支持充
电或加强的基础设施短板建设
和配套服务等方面，“补车”转为

“补桩”。 看来，不仅仅是电池回
收大有可为，充电桩也即将迎来
春天。 （晚报记者 景玮）

新能源迅速扩张 动力电池回收大有可为
6 月 26 日，是 2019 年补贴新政实施的第一天。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到新能源汽车这一领域。 公安部官网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44 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72.85％。目前，
最早一批成规模的动力电池已经处于淘汰临界点。 但相比大量的新能源车企，回
收企业现在并不多。 昨日，记者探访了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看一块从
新能源汽车上“退役”的电池如何“发挥余热”最后再彻底“改头换面”。

在格林美的仓库里，一块块形态不一
的“退役”电池等待着重装后“发挥余热”。
有的外面包着一大块铁壳，有点像汽车发
动机藏在车盖里；有的则是带着铜牌和塑
料外壳；有的只有一个单肩包大。 无锡格
林美退役动力电池事业部总工程师指着
大小不同的电池介绍，这些都是新能源汽
车回收网点以及汽车报废点拆回来的电
池包，有纯电、混动，而且每一家车企的电
池结构、外观都各不相同，没有一套统一
的拆解流程。

从车上拆回的电池包先进行初步拆
解，把铁壳、塑料壳以及电池管理系统等全
部拆掉后分类放在小框里送往相应的回收
企业，只留下电池模组。这部分包含重金属，
是整个电池包最值钱的部分。 不过，退役电
池并不是就此直接资源再生，而是被重新组

装、安装上电池管理系统后作为小型储能设
备。“可以看成是超大号的充电宝。 ”这些小
型储能设备可以用在路灯、充电桩等静态设
施上， 比如太阳能电灯的太阳能板白天发
电，电需要被储存起来供晚上照明使用。 格
林美无锡厂区里的太阳能路灯就用这样的
储能设备，退役电池可以再发挥个五六年的

“余热”。 据透露，目前他们还在和外卖及物
流公司合作进行试点项目，用重新组装后的
退役锂电池替换掉外卖电瓶车上原本又大
又重的铅酸电池：常见的 60V20AH 铅酸电
池重约 80 斤， 而 72V36AH 的锂电池只有
30 斤不到。

换句话说， 从新能源汽车上卸下的动
力电池包， 被整齐地分解成电子零部件、
钢铁塑料零部件、电池等几大类———有一
种规范垃圾分类的“即视感”。

等到退役电池再也无法发挥余热以
后，这电池才会被彻底拆解。 动力电池拆
解再生主要集中在对正极材料的回收上，
一般流程为：放电、拆解电池系统、拆解电
池模组、电池包处理和材料提纯。 主要环
节在于电池包处理和材料提取，在这两个
环节采用物理、 化学或者生物的方法，将

废旧动力电池中的金属元素提纯和回收。
相关负责人介绍，格林美的流程是对

失效的动力电池进行拆解、破碎、分选、化
学提纯、三元动力电池材料再造。 其中，最
珍贵的回收材料也就是钴镍锰金属，作为
制造新电池的原材料，实现整个电池的循
环利用。

“退役”电池发挥余热

重新变成电池材料

电池回收迎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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