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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于未“燃”！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新国标出台
单体电池须通过热滥用、针刺等6项测试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组织起草的《电动自行车用锂
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GB43854—2024）（以下简称
《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
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
委）发布，将于2024年11月1
日正式实施。这一标准的出
台，对于规范电动自行车用锂
离子蓄电池产品设计、生产和
销售等环节，提升产品质量水
平，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与生
命财产安全，促进电动自行车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业界简报

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
出货量同比增长1%
本报综合消息 市场研究机构TechInsights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智
能手机出货量为6330万台，同比增长1%，结束
了连续11个季度的下降。

在厂商方面，OPPO（包含一加）以17.1%的
市场份额领跑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荣耀、华为和vivo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和
第四，市场份额分别为16.7%、16.6%和16.1%。

小米位居第五，市场份额为15%。苹果以
13.7%的市场份额跌出了前五。

数据显示，六大智能手机厂商总共占据
95.1%的市场份额，高于一年前的93.7%，表明市
场集中度有所提高。

此外，中国部分厂商在规模和渠道方面受
限，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魅族在一季
度宣布将把业务重心从传统的智能手机转移
到人工智能硬件上。 （编辑：李旭超）严苛测试筛选优质电池

《技术规范》从单体电池和电池组两个层
面规定了适用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17761）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电池的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法。其中，单体电池方面主要考
虑了过充电、过放电、外部短路、热滥用、针
刺、标志6项安全要求；电池组主要考虑了电
气安全、机械安全、环境安全、热扩散、互认协
同充电、数据采集、标志等7个方面22项安全
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电池组在过充电、外部短
路、过流放电等测试中，不仅要在正常工作条件
下进行，还需在保护元器件单一故障条件下测
试，这就要求电池组采取双重保护设计，进一步
强化了安全保障。

《技术规范》仅适用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GB17761）中规定的、最大输出电压
不超过60伏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不
适用于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电动摩托车、电动
三轮车等车辆使用的锂离子蓄电池。根据规
定，该标准实施后，国内销售的电动自行车用
锂离子蓄电池都必须符合其要求。

当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已超
过3.5亿辆，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生产
电动自行车4228万辆。国内主要电动自行车品
牌发布的电动自行车新车型中，配备锂离子蓄

电池的比例超过20%。

打造更安全的电池使用环境

除了严格的测试标准外，《技术规范》还对电
池组的智能管理提出了要求。电池组需配备管
理系统，在充放电过程中实时采集电池电压、温
度、电流等数据，实现实时监控。同时，电池组应
具备互认协同充电功能，降低充电装置不匹配带
来的风险。在材料选择上，电池组的外壳、印制
电路板、导线均应使用阻燃性材料，以降低火灾
发生后的蔓延速率。此外，电池组还需要进行热
扩散测试，确保某一节单体电池起火后不会快速
扩散至整个电池组。这些措施的综合运用，将极
大地提升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的安全性
能，为消费者营造更加安全的使用环境。

《技术规范》的实施，将有力推动电动自行车
行业的规范发展，引领电池产品迈向更高的安全
水平。消费者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可以通过查
看电池的铭牌、规格书、使用说明等资料，或者向
销售者询问，要求提供该产品对应的《技术规范》
检测报告或者认证证书，来确认电池是否符合标
准要求。同时，消费者也要注意电池的“安全使
用年限”标识，及时更换老旧电池，减少潜在的安
全风险。随着新标准的实施，电动自行车用锂离
子蓄电池的安全性能将得到显著提升，为广大消
费者的出行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高镍电池或退出电动自行车市场

新的安全要求对电动自行车动力电池市场
将有何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当前常见的
电动自行车用锂电池主要有锰酸锂电池、磷酸亚
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等，三元锂电池中则包括
高镍体系电池以及无镍电池等。此次《技术规
范》针对单体电池规定了严格的安全门槛，例如
要实现1.5倍过充电安全、通过针刺测试等，而高
镍体系三元锂电池很难通过上述测试，意味着今
后高镍电池将难以应用在电动自行车领域。

尽管新标准的出台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安
全生产和使用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标准本身只是第
一步，关键在于推动其有效落实。对此，工业和信
息化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面向电动自行车及锂
离子蓄电池生产企业和相关经销商，系统组织开展
标准宣贯培训，同时加大标准执行力度，引导和督
促相关生产企业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进行生产。只
有通过标准的有效执行，才能真正实现电动自行车
锂电池安全水平的提升，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新标准的发布，无疑是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新标准的指引下，电动自
行车锂电池的安全性能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为
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加安全、放心的出行体验。同
时，这也将推动电动自行车行业向更加规范、健
康的方向发展，为我国绿色交通体系的构建贡献
力量。 本报综合整理 编辑：李旭超

“天玑AI先锋计划”发布
为开发者提供技术支持

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联发科推出“天玑
AI先锋计划”。该计划面向全球开发者，未来
将通过与OPPO、vivo、腾讯、百川智能等产业
生态伙伴合作，为全球开发者提供资源、技术
支持和商业机会。

此外，联发科还发布了天玑9300+生成式
AI移动芯片。天玑 9300+采用全大核 CPU
架 构 ，包 含 4个 Cortex-X4超 大 核 和 4个
Cortex-A720大核。天玑 9300+率先在端侧
支持 AI推测解码加速技术，同时支持天玑
AILoRAFusion2.0技术，提供更高效和个性
化的生成式AI体验。 （编辑：李旭超）

一季度全球液晶电视面板
出货量环比增长11.3%

本报综合消息 洛图科技近日发布2024
年第一季度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市场数据报
告。报告显示，第一季度全球液晶电视面板
出货量为 5650万片，同比和环比分别增长
1.3%、11.3%。

第一季度，全球液晶电视面板的平均尺寸
为49.3英寸，较去年同期增加1.9英寸；与去年
第四季度相比下降1.3英寸，环比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第一季度中小尺寸液晶电视面板的需求得
以释放。

大尺寸面板在产能消耗、营收和利润三个方
面具有较大优势。第一季度，75英寸及以上的超
大尺寸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同比大幅增长了
32.6%；市场份额为8.6%，同比增长2%。其中，98
英寸和100英寸两大尺寸合并出货量较去年同期
爆发式增长350%。 （编辑：李旭超）

“中国技术”走出国门

生命科学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
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整个行业依然处于前所未有
的历史发展机遇阶段。不少中国企业正在不断
将“中国技术”输出到海外市场。

“达安基因的名字中的‘达’是指‘达生命之
源’，‘安’是指‘安健康之本’。”达安基因董事会
秘书张斌表示，公司多年来研发形成的技术平
台，针对的就是人体最基础的生物组成部分——
DNA和RNA。

在达安基因位于广州的办公区和厂区宣传
栏上，常能看到“EGFR基因突变”“CYP2C19基
因分型”“肿瘤个体化用药评估残留病灶监测”等
专业术语。这些普通人“看不懂”的内容，是达安
基因分子诊断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生物医药产品的创新源于对生命科学的不
断探索，这种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达安以分子诊
断技术为主导，业务涵盖了免疫诊断技术、生物
诊断技术、医疗器械、临床应用、检测科研服务、
优生优育、食品安全和产业投资等诸多领域。经
过近30年的经营积累，公司已成为国内分子诊断
行业的龙头企业。”张斌介绍，公司自2004年上市
以来，一直注重技术产品研制和市场开发并举，
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公司持续以国际化视角积极探索和布局“走出
去”的模式和路径，PCR产品已经出口140多个
国家，公司目前有充分的产能，有以核心原料-试
剂-仪器-配套耗材组成的完整贯通的产品链，
未来公司将继续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华大基因CEO赵立见表示，华大基因自成
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基因科技造福人类”大目标
为导向，依托自主化多组学平台，加速科技创新，

减少出生缺陷，加强肿瘤防控，精准治愈感染，致
力于成为全球覆盖全产业链的精准医疗和公共
卫生领域的引领者。

全球业务布局方面，赵立见表示，华大基因快
速完成了全球多元化合作网络的建设，并不断为
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输出“中国方案”。2023年，华
大基因与沙特Tibbiyah合资成立的独立临床实验
室开业，与沙特公共卫生局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华大基因还与泰国、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塞
尔维亚等国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合作方达成
多项合作意向并签订协议。此外，华大基因获得
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备案凭证
237项，境外医疗器械资质352项，覆盖欧盟、日
本、澳大利亚、泰国、沙特阿拉伯、哥伦比亚和巴西
等23个国家和地区，93项产品获得欧盟新医疗器
械法规CE资质，确保公司产品持续满足欧盟市场
要求。华大基因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产品获欧
盟、马来西亚、泰国、沙特阿拉伯、英国、印度、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资质43项，肠癌检测产品获得
欧盟、巴西、泰国、沙特阿拉伯、哥伦比亚、英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资质47项，进一步促进公司
精准医学技术在全球市场的推广应用。

在达安基因和华大基因之外，卫光生物作为
国内深耕血液制品数十年、最早从事血液制品生
产经营、最早通过国家GMP认证的企业之一，近
年来在血液制品行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卫光生
物产品研发进展喜人，人凝血因子Ⅷ完成上市许
可申请，顺利获批上市，公司血液制品品种达10
个，成为国内该领域少数上市品种达两位数的企
业之一。在研项目稳步推进，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顺利通过“三合一”注册核查，人纤溶酶原成为国
内独家获批临床品种，新型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等
产品的研发顺利推进。

“2022年，公司与白俄罗斯有关政府机构达
成人血白蛋白和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生产许
可及技术转移服务相关合作协议，是国内首个实
现血液制品技术输出的企业。本次合作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
技术研发和品牌优势，以技术输出带动产品出
口，持续开拓国际市场。”卫光生物董事会秘书金
建军说。

走向技术“无人区”

在中国企业不断尝试走出国门之际，越来越
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走向技术“无人区”。

对此，一位生命科学行业内人士表示，前些
年很多行业都没有中国企业的身影，但现在中国
企业正在不断切入新赛道，甚至在部分赛道上已
经开始领先。“我们走在‘无人区’，探索出一些创
新的方法和新范式，我们将积极推动新科技为产
业发展赋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以卫光生物在深圳光明区打造的卫光生命
科学园为例，该科学园以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
为重点领域，建设基因、大分子和细胞核心技术
平台，打造以创新孵化和成果转化为特色的“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科研经济生态体系，
成为深圳市投资推广重点产业园区。

金建军表示，卫光生命科学园成功引进深圳
湾实验室、深圳医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

“大院大所”和“独角兽”优质企业，引入药品医疗
器械注册指导工作站、税务微税厅等便民政务资
源，进一步促进园内产业集聚，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打造生物医药生态圈。对于卫光生命科学园
未来的发展，有业内人士认为其有望成为深圳乃
至中国的“生命谷”。

“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大量的研
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而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性和
突破性，有助于公司开发出更符合患者需求的检
测产品，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赵立见说，“华大
基因将以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赋能新质生产
力，在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的同时，为我国的新产
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助力，守护人
民生命健康安全。”

据《证券时报》作者：吴瞬

生命科学蓬勃发展 中企探寻“底层密码”

科学家研制出新存储器
可在600摄氏度下工作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家近日研制出一
款可在600摄氏度高温下持续工作60小时的存
储器。这一耐受温度是目前商用存储设备的两
倍多，表明该存储器具有极强的可靠性和稳定
性，有望在可导致电子或存储设备故障的极端
环境下大显身手，也为在恶劣条件下进行密集
计算的人工智能系统奠定了基础。

研究人员表示，这款存储器是一种非易失
性设备，能在无电源状态下长期保留存储器上
的信息。相较之下，传统硅基闪存在温度超过
200摄氏度时便开始失效，导致设备故障和信息
丢失。

最新存储器使用铁电氮化铝钪（AlScN）研
制而成。AlScN具有存储优势，因为它能在去
除外部电场后，在更高温度下保持开和关等特
定电状态。

该存储设备由金属-绝缘体-金属结构组
成，包括镍和铂电极以及一层 45纳米厚的
AlScN。这种结构设计使该存储器能与高温碳
化硅逻辑器件兼容，与专为极端温度设计的高
性能计算系统协同工作。

研究人员表示，新存储器是一种“内存增强
型计算”设备，很稳定，能使内存和处理元件更
紧密地集成在一起，提高计算的速度、复杂性和
效率。他们将继续探索在极端环境下运行的AI
系统。 据《科技日报》作者：刘霞

生命就像一部充满奥秘的“天书”，揭示其奥秘，是生命科学的研究目标。近年来，我
国生命科学产业蓬勃发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
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

目前，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产业企业主要集中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但是，以华大
基因、达安基因、卫光生物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不断探寻生命的“底层密码”，在生命科
学技术上不断实现新突破，部分环节、核心产品已跃居世界前列，成为可与国际领先企业
角逐的市场“生力军”，成长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