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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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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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牢记使用要点 防止意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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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消息

错失手机赛道变迁战略机遇错失手机赛道变迁战略机遇

自成立以来，诺基亚公司涉足造
纸、化工、橡胶、电缆、通信等多个领
域，其中手机业务给诺基亚带来了全
球声誉。1996年—2011年，诺基亚手
机连续 15 年牢牢占据全球手机市场
第一名的位置；在鼎盛时期，全球每10
个人中就有 4 个人使用诺基亚手机。
然而，2012年，诺基亚的全球手机市场
份额被三星反超，诺基亚手机的辉煌
时代就此终结。2013年，诺基亚手机
业务被微软收购。

通过梳理可发现，诺基亚手机的衰
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2004年—2007年，即从诺基亚发
售首款触控屏手机Nokia7710到初代
iPhone诞生。在这个阶段，诺基亚由于
没有坚持在智能手机赛道上全力布局，
错失了手机赛道变迁的战略机遇。第
二个阶段是2007年—2013年，即从初
代iPhone发布到诺基亚手机业务被微
软收购。在这个阶段，诺基亚由于没有
采取行之有效的转型策略，与智能手机
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失之交臂。

目前，关于诺基亚在第一个阶段
错失赛道变迁机遇的研究非常丰富，
产业界和学术界已经从顶层战略、企
业文化、技术理念、管理模式等不同方
面总结了很多原因，而对第二个阶段
诺基亚转型失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自2010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呈
现百花齐放的格局，无论是国内还是
国外，都有新的手机厂商崛起。这也
意味着诺基亚在第二个阶段其实是有

“逆风翻盘”机会的。然而，在手机领
域拥有巨大技术和声誉优势的诺基
亚，却陷入了“船大难掉头”的转型困
境。笔者认为，诺基亚转型失败的主
要原因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赛道的传统路径化。当
智能手机时代来临时，诺基亚仍固守
过去功能机的发展模式，希望在新赛
道上沿用自身的旧专长，未能彻底调
整产品理念。例如，键盘、滑盖等功能
机时代的元素在诺基亚智能手机的设
计上仍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第二，消费升级的感知滞后化。
随着手机技术的不断升级，智能手机
领域的竞争主要围绕视觉体验展开，
消费者更多关注产品的分辨率和刷新
率。而诺基亚仍将信号好、抗摔等既
有优势作为产品卖点，对手机消费升

级趋势的洞察较为滞后，在提升视觉
体验上始终没有取得突破。

第三，产品创新的短期主义化。
入局智能手机赛道后，诺基亚手机也
实现了一些技术创新，如屏幕双击唤
醒、概览屏幕、光学防抖、内嵌耳机等，
但它们多是一种基于短期主义的产品
微调。作为曾经的全球头部厂商，消
费者对诺基亚产品有非常高的心理预
期，然而诺基亚智能手机却一直缺乏
革命性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消
耗了消费者的热情和期待。

技术创新才是长盛不衰的秘诀技术创新才是长盛不衰的秘诀

在技术快速更迭的今天，面对突
然涌现的颠覆性创新产品，任何一家
企业都不能保证永远下出创新“先手
棋”。从门户时代转向移动时代的过
程中，诺基亚手机在新旧赛道变迁中
衰落。今天，我们正从移动时代走向
智能时代，诺基亚公司的案例对我国
企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对于
企业来说，既有优势并不能保证它们
顺利实现赛道转移，基于长期主义的
技术创新才是长盛不衰的根本。

第一，要谨慎对待“旧专长”。技
术升级带动赛道变迁，“旧专长”在新
赛道上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包袱。在
智能时代，企业需要慎重对待自己的
既有专长，尤其不能寄希望通过“旧专
长”来抢占新赛道。要基于产业发展
新动向有选择地发挥“旧专长”，避免
陷入路径依赖。

第二，要勇于打破“舒适区”。在
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习惯去摘“低
垂的果实”会导致企业竞争力退化。
进入智能时代，消费者对数字化、智能
化技术相关应用和产品的心理预期将
进一步提高，如果企业长期处于“舒适
区”，要么被消费者抛弃，要么被其他
企业赶超。只有不断走出“舒适区”，
积极感知并满足用户的新体验、新要
求，企业才能保持不掉队。

第三，要坚持做好“长创新”。当
前，全球科技领域正在发生高波动、深
层次的快速变革，短期主义下的技术
创新是一种被动行为，只能与市场需
求形成短暂平衡，并不能化解企业发
展的长期困境。企业只有保持战略定
力推进“长创新”，实现技术和产品的
重大变革，以此应对新变化、适应新趋
势，培育发展新动能，才能在新赛道上
站稳脚跟。 本报综合消息

电动自行车为什么容易自燃
诺基亚手机“掉队”带来的启示

作为功能机时代的霸主，诺基亚手机曾经创造了巨大的辉煌，但也因
错失智能手机发展机遇而“掉队”。

近期，外媒Visual Capitalist统计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15款手机型号，
其中诺基亚和苹果包揽前十。今年年初，外媒报道称，诺基亚手机昔日制
造商HMD Global正在逐步推进品牌“去诺基亚化”，预计今年不再推出诺
基亚品牌智能手机。不久后，诺基亚公司也在官网上宣布，正式移除其手
机板块。

那么，诺基亚手机为何衰落？其衰落对中国企业有哪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