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快速发
展，“杠杆式”“电控弹出式”等隐藏式车
门把手被广泛应用。其优点是与车身
一体化，可减少风阻系数，从而降低燃
油车油耗，增加电动汽车续航，并提升
整体观感、科技感，由此得到不少用户
青睐。

同时，在市场应用过程中，相关问
题和安全隐患也在暴露——例如，隐
蔽无标志，不少人反映不好找、不习

惯；一些碰撞、起火事故容易造成车辆
断电，使电动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
把手失效，增大救援难度及逃生阻碍；
无明显统一标志，遇紧急情况增添操
作难度……

记者了解到，当前，针对汽车车门
把手，国外暂无相关标准，国内现有相
关标准仅对门把手的耐久、强度、耐高
低温、耐振动等提出了技术要求。

此次公开征集意见的《汽车车门把

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
订计划项目，规定了汽车应急式车门内
把手的安装要求、隐藏式车门内把手和
应急式车门内把手的标志要求、电动式
车门外把手的防夹要求与试验方法、车
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的强度要求与
试验方法、电动式车门把手的动态试验
要求与试验方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从救援逃生角度，应强化汽车

汽车车门把手将迎来国家标准
释放什么信号？

新华社记者 唐诗凝

5月8日至6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征集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意见，拟对电动式、隐藏式车门把手的布置、标志、安全
功能、结构强度等作出规定，此举引发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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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外把手在碰撞以及车辆起火等事故场景的安全逻
辑，增加机械或者断电保护等安全冗余设计要求，保证
断电、碰撞等事故中车门系统能够开启，从而进行救援
及逃生活动。

这位负责人说，还要保证翻滚、坠落事故中，能够
防止门把手的误作用，从而降低乘员跌落风险；规范隐
藏式车门内把手、应急式车门内把手易于识别的安全
标志，保证标志可见性，从而降低乘员紧急情况下的逃
生难度；保证车门把手的结构强度，防止事故发生后门
锁操纵机构功能丧失。

汽车车门把手标准，不仅是技术问题、设计问题，
更是安全问题。规范隐藏式车门把手，为的是让安全
问题不再“隐形”。

隐藏式车门把手的问题已受到业内关注。小鹏汽
车、长城汽车等多家车企负责人在不同场合谈到，隐藏
式门把手存在设计不足问题。小鹏汽车表示，正在研
发极端情况下更好开的门把手。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随着不
少新技术加快应用，在提升体验感的同时，加强对其安
全风险评估、加快完善相关标准更显重要。

发布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要求升级为不起火、不
爆炸；要求汽车企业充分开展组合驾驶辅助测试验证，
且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拟出台标准规范汽车车
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汽车
领域政策举措释放我国加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积
极信号。

“推进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的制
定，既是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问题的
及时修正，也是对我国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的保驾护
航。”业内专家指出，给予创新必要的成长空间，同时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科技发展系好“安全带”，需要各
方继续携手努力。

新华社南京5月9日电（记者 柯高阳）盖房子用
的水泥能用来发电，还能当成“电池”储能。东南大学
9日发布最新科研成果，该校科研人员研发出仿生自
发电－储能混凝土，将高能耗的水泥变为“绿色能量
体”，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技术
助力。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建筑全过程能耗占到全国能
源消费总量的 45%，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超
50%。针对当前建筑行业高能耗、传统光伏发电受天
气制约、储能成本较高的痛点，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
大学教授缪昌文带领的科研团队以水泥为载体，研发
了N型、P型两种自发电水泥基材料和自储电水泥基超
级电容器。

实验结果显示，N型热电水泥的塞贝克系数（衡量
材料热电性能的重要参数）为传统水泥基热电材料最
高值的10倍；P型热电水泥的功率因数PF值（衡量交
流电源效率的重要参数）是传统水泥基热电材料最高
值的51倍，衡量热电材料热电转换效率的ZT值为传
统水泥基热电材料最高值的42倍。科研团队还基于
特种磷酸镁水泥研发了储能材料，制成储能墙板后可
存储居民住宅约一天的用电量，与光伏配套使用可提
升光伏利用率30%以上，降低用电成本超过50%。

“这项创新成果的研发灵感源于我们对植物根茎
的深度观察。”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周
扬介绍，自然界中植物维管组织的层状木质结构不仅
强韧，还能为离子传输提供“高速通道”，并通过界面
选择性调控离子通过。受此启发，科研团队运用双向
冷冻冰模板法，复刻植物维管的微观形态，并向层间
孔隙填充柔性材料，实现水泥基材料高强、高韧、高离
子导电率的统一，让水泥兼具建筑材料与能源载体的
双重属性。

缪昌文院士表示，仿生自发电－储能混凝土在自
发电与自储能技术方面取得的突破，有助于推进建筑、
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在建筑领域，自发电、自储
能水泥制成的墙板可以降低建筑对外部电网的依赖；
未来这一新材料还有望拓展到偏远地区无人基站供
电、低空飞行器续航补能等场景，应用前景广阔。

水泥能发电还能储电？

我国科学家研发出
仿生自发电－储能混凝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