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蓄电池充电控制技术简介 

  蓄电池具有电压稳定、供电可靠、移动方便等优点，它广泛地应用于发电厂、
变电站、通信系统、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各个部门。蓄电池主要有普通铅酸蓄
电池、碱性镉镍蓄电池以及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三类。普通铅酸蓄电池由于具
有使用寿命短、效率低、维护复杂、所产生的酸雾污染环境等问题，其使用范围
很有限，目前已逐渐被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所淘汰。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整
体采用密封结构，不存在普通铅酸蓄电池的气涨、电解液渗漏等现象，使用安全
可靠、寿命长，正常运行时无须对电解液进行检测和调酸加水，又称为免维护蓄
电池。它已被广泛地应用到邮电通信、船舶交通、应急照明等许多领域。碱性镉
镍蓄电池的特点是体积小、放电倍率高、运行维护简单、寿命长，但由于它单体
电压低、易漏电、造价高且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因而其使用受到限制，目前主
要应用在电动工具及各种便携式电子装置上。 

  普通铅酸蓄电池主要由极板组、电解液和电池槽等部分组成。正、负极板都
由板栅和活性物质构成，其中正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棕色的二氧化铅（PbO2），
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为深灰色的海绵状纯铅（Pb）。电解液是用蒸馏水（H2O）
和纯硫酸（H2SO4）按一定的比例配成的。在充电过程中，电解液与正、负极板
上的活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把电能变成化学能贮存起来；在放电过程中，
电解液也与正、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把贮存在蓄电池内的化学能
转换成电能供给负载。为了使化学反应能正常进行，电解液必须具有一定的浓度。
电池槽是极板组和电解液的容器，它必须具有较好的耐酸性能、绝缘性能和较高
的机械强度。 

  在蓄电池正、负极板之间接入负载，便开始了蓄电池的放电过程。此时，正
极板电位下降，负极板电位上升，正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PbO2 和 Pb）都不断
地转变为硫酸铅（PbSO4），电解液中的硫酸逐渐转变为水，电解液比重逐渐下
降，从而使蓄电池内阻增加、电动势降低。如果在蓄电池的正、负极板之间接入
输出电压比蓄电池端电压高的直流电源，蓄电池的充电过程便开始了。此时，正
极板电位因正电荷聚集而上升，负极板电位因负电荷聚集而下降，正极板上的
PbSO4 逐渐变为 PbO2，负极板上的 PbSO4 逐渐变为海绵状 Pb。同时，电解液中
H2SO4 合成逐渐增多，水分子逐渐减少，电解液比重逐渐增加，蓄电池端电压也
不断提高。 

  2 蓄电池快速充电技术 

  常规充电的方法采用小电流慢充方式，对新的铅酸蓄电池初充电需 70h 以上，
进行普通充电也需 10h 以上。充电时间太长，不但会拉长充电监测的时间、造成
电能的浪费，还限制了蓄电池的循环利用次数，并增加维护工作量。此外，对于
像电动汽车等要求蓄电池连续供电的场合，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采用快速充电
方法，可以缩短蓄电池的充电时间，提高充电效率，节约能源，并更好地满足工
业应用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马斯对蓄电池充电过程中的出气问题作了
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提出了以最低出气率为前提的蓄电池可接受的充电电流曲
线，如图 1所示［1］。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充电过程中，只要充电电流不超过
蓄电池可接受的电流，蓄电池内部就不会产生大量的气泡。而常规充电一般采用
先恒流、后恒压的两阶段充电法，在充电过程初期，充电电流远远小于蓄电池可
接受的充电电流，因而充电时间大大延长；充电过程后期，充电电流又大于蓄电
池可接受电流，因而蓄电池内产生大量的气泡。但是，如果在整个充电过程中能
使实际充电电流始终等于或接近于蓄电池可接受的充电电流，则充电速度就可大
大加快，而且出气率也可控制在很低的范围内。这就是快速充电的基本理论依据。
然而，在充电过程中，蓄电池中产生的极化电压会阻碍其本身的充电，并且使出
气率和温升显著升高，因此，极化电压是影响充电速度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
要想实现快速充电，必须设法消除极化电压对蓄电池充电的影响。从极化电压的
形成机理可以推知，极化电压的大小是紧随充电电流的变化而改变的。当停止充
电时，电阻极化消失，浓差极化和电化学极化亦逐渐减弱；而如果为蓄电池提供
一条放电通道让其反向放电，则浓差极化和电化学极化将迅速消失，同时蓄电池
内温度也因放电而降低。因此，在蓄电池充电过程中，适时地暂停充电，并且适
当地加入放电脉冲，就可迅速而有效地消除各种极化电压，从而提高充电速度。
目前，大家比较认同的快速充电方法是脉冲充电、脉冲放电去极化方法。图 2
为脉冲充电、脉冲放电去极化快速充电的波形图。研究表明，利用如图 3所示开
关充电电源可有效地实现蓄电池脉冲快速充电。 

   

  图 1 蓄电池可接受的充电电流曲线 

   

  图 2 脉冲快速充电曲线 

   



 

 

  图 3 高频开关充电电源方框 

  3 充电控制方法 

  充电控制主要包括主充、均充、浮充三阶段的自动转换，从放电状态到充电
状态的自动转换，充电程序判断及停充控制等方面。掌握正确的控制方法，有利
于提高蓄电池充电效率和使用寿命。 

  3.1 主充、均充、浮充各阶段的自动转换 

  目前，国内大部分充电电源仍采用主充、均充、浮充三阶段充电法实现对蓄
电池的充电。充电各阶段的自动转换方法有： 

  （1）时间控制，即预先设定各阶段充电时间，由时间继电器或 CPU 控制转
换时刻； 

  （2）设定转换点的充电电流或蓄电池端电压值，当实际电流或电压值达到
设定值时，即自动转换； 

  （3）采用积分电路在线监测蓄电池的容量，当容量达到一定值时，则发信
号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 

  上述方法中，时间控制比较简单，但这种方法缺乏来自蓄电池的实时信息，
控制比较粗略；容量监控方法控制电路比较复杂，但控制精度较高。 

  3.2 充电程度判断 

  在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时，必须随时判断蓄电池的充电程度，以便控制充电电
流的大小。判断充电程度的主要方法有： 

  （1）观察蓄电池去极化后的端电压变化。一般来说，在充电初始阶段，电
池端电压的变化率很小；在充电的中间阶段，电池端电压的变化率很大；在充电
末期，端电压的变化率极小［2］。因此，通过观测单位时间内端电压的变化情
况，就可判断蓄电池所处的充电阶段； 

  （2）检测蓄电池的实际容量值，并与其额定容量值进行比较，即可判断其
充电程度； 

  （3）检测蓄电池端电压判断。当蓄电池端电压与其额定值相差较大时，说
明处于充电初期；当两者差值很小时，说明已接近充满。 

  3.3 停充控制 

  当蓄电池充足电后，必须适时地切断充电电流，否则蓄电池将出现大量出气、
失水和温升等过充反应，直接危及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必须随时监测蓄电
池的充电状况，保证电池充足电而又不过充电。主要的停充控制方法有： 



 

 

  （1）定时控制采用恒流充电法时，电池所需充电时间可根据电池容量和充
电电流的大小很容易地确定，因此只要预先设定好充电时间，一旦时间一到，定
时器即可发出信号停充或降为涓流充电。定时器可由时间继电器充当，或者由单
片机承担其功能。这种方法简单，但充电时间不能根据电池充电前状态而自动调
整，因此实际充电时，可能会出现有时欠充、有时过充的现象； 

  （2）电池温度控制对 Cd Ni 电池而言，正常充电时，蓄电池的温度变化
并不明显，但是，当电池过充时，其内部气体压力将迅速增大，负极板上氧化反
应使内部发热，温度迅速上升（每分钟可升高几个摄氏度）。因此，观察电池温
度的变化，即可判断电池是否已经充满。通常采用两只热敏电阻分别检测电池温
度和环境温度，当两者温差达到一定值时，即发出停充信号。由于热敏电阻动态
响应速度较慢，故不能及时准确地检测到电池的满充状态； 

  （3）电池端电压负增量控制一般而言，当电池充足电后，其端电压将呈现
下降趋势，据此可将电池电压出现负增长的时刻作为停充时刻。与温度控制法相
比，这种方法响应速度快，此外，电压的负增量与电压的绝对值无关，因此这种
停充控制方法可适应具有不同单格电池数的蓄电池组充电。此方法的缺点是一般
的检测器灵敏度和可靠性不高，同时，当环境温度较高时，电池充足电后电压的
减小并不明显，因而难以控制； 

  （4）利用极化电压控制通常情况下，蓄电池的极化电压出现在电池刚好充
满后，一般在 50mV～100mV 数量级，采用有关专利技术［3］来测量每个单格电
池的极化电压，这样就使每个电池都可充电到它本身所要求的程度。研究表明，
由于每个电池在几何结构、化学性质及电学特性等方面至少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别，
那么根据每个单格电池的特性来确定它所要求的充电水平会比把蓄电池组作为
一个整体来控制的方法更加合适一些。这种方法的优点表现在： 

  ①不需温度补偿； 

  ②电池不需连续浮充电，电池间连线腐蚀减少； 

  ③不同型号和使用情况的电池可构成一组使用； 

  ④可以随意添加电池以便扩容； 

  ⑤每个电池都可用到不能再用，而其寿命不会缩短。 

  4 结论 

  蓄电池充电技术的改进，有利于缩短充电时间、提高利用效率、延长使用寿
命、降低能耗、减少环境污染，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蓄电池可
接受充电电流曲线，只要采用适当方法对电池实行去极化，实现蓄电池的快速充
电是可能的。研究表明，脉冲充电、脉冲放电去极化充电法是一种较好的快速充
电方法，而实现这一方法的最佳装置是高频开关充电电源。蓄电池的充电控制包
括各个充电阶段的自动转换、充电程度判断以及停充控制等三个方面。蓄电池充



 

 

放电的时间、速度、程度等都会对蓄电池的充电效率和使用寿命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在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时，必须把握以下原则： 

  （1）避免蓄电池充电过量或充电不足过充会使蓄电池内部温升过大、出气
率上升，导致正极板损坏，从而影响电池的稳定性乃至寿命；欠充电会使负极板
硫化，蓄电池内阻增大，容量降低。因此一定要掌握好蓄电池的充电程度； 

  （2）控制放电电流值即放电速度蓄电池放电电流越大，再充电时可接受的
初始充电电流值也越大，有助于提高再充电的速度。但是，蓄电池放电电流流经
内阻时产生的热量会引起温度上升，因而放电电流不宜过大； 

  （3）避免深度放电根据蓄电池充电电流接受比第一定律［1］，对于任意给
定的放电电流来说，蓄电池充电电流接受比与它已放出的电荷量的平方根成反比，
因此放电深度越大，蓄电池放出的电量越多，蓄电池可接受的充电电流就越小，
这将减慢蓄电池的充电速度； 

  （4）注意环境温度的影响蓄电池的放电电量随环境温度的降低而减小，因
此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应该掌握不同的放电速度和放电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