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达电通蓄电池DCF126/7S发电厂

产品名称 中达电通蓄电池DCF126/7S发电厂

公司名称 山东北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美里路美里花园26号楼1单
元301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552529528 15552529528

产品详情

中达电通整合母公司台达集团优异的电力电子及控制技术，持续引进国内外性能的产品，
在深入了解中国客户营运环境下，依据各行各业工艺需求，提出完整解决方案，为客户创
建竞争优势。秉持"环保、节能、爱地球"的经营使命，成为中国移动的绿色行动战略伙伴
，在节能减排、楼宇节能的技术上，陆续开展多项新应用。

        此次中标的Ultron 和Ultron PS系列DUPS多可并联八台、总共高达4兆瓦的
电源功率，可满足电力扩容或N+X冗余，符合大型或超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除了
具备大功率，PS系列DUPS能提供优异的电源保护、能源效率以及优于同级产品的总拥有
成本（TCO）。HPH系列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的高速发展，数据存储和
大数据应用需求大幅增长，国内互联网企业数据中心建设投资持续活跃。台达凭借超过40
年电源管理与散热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制造经验，为众多大型数据中心和重要基础设施持续
提供高效率且可靠的UPS整体解决方案。此次中标阿里巴巴集中采购项目，也将再次巩固
台达UPS的市场影响力。

中达电通蓄电池DCF126/7S发电厂

国家环境保护铅酸蓄电池生产和回收再生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主任、超威集团副总裁陈
中华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无镉内化成工艺在电池行业普及、自动化
连铸连轧工艺在车间应用、关键节点的机械手替代操作、微负压工作环境、废水回收技术
推广，使得整个电池行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超威集团在电池领域布局仍以铅蓄
电池为主，逐步加大对回收板块的投资力度，落实生产者责任，坚定铅蓄电池行业循环利
用和绿色供应链发展方向。



加强废铅酸蓄电池回收管理

中国证券报：国内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市场现状如何？

陈中华：我国是世界铅生产和消费大国，铅酸蓄电池每年耗铅330万吨以上，约占我国铅
生产总量的70%左右，废铅酸蓄电池已成为涉铅企业铅原料的主要来源。铅酸蓄电池本身
循环利用率高，然而回收环节存在很多问题：回收利用率低、回收企业集中度差、规模小
、技术装备落后、铅回收率低、环保措施差，收集、运输、贮存管理体系不完备。同时，
回收渠道混乱，以无证经营的个体回收为主，环境风险大。据统计，我国每年废铅酸蓄电
池产生量超过500万吨，80%以上的废铅酸蓄电池流入非法流通渠道，非法个体回收每年
拆解倒酸超过30万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因此，亟须加强废铅酸蓄电池回
收管理，制定相关规范制约铅酸蓄电池回收乱象，使铅酸蓄电池生产及回收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中国证券报：《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日前发布，规定了废铅酸蓄电池的收集、贮
存、运输、转移过程的处理方法及管理措施。该技术规范出台的意义为何？对企业何影响
？

陈中华：《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标准适用于社会源废电池的回收和管理。该项标
准规定了废铅酸蓄电池的收集、贮存、运输、转移过程的处理方法及管理措施，有利于规
范生产企业对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利用，防止流入非法冶炼渠道造成二次污染。同时，提
高废铅酸蓄电池残值利用率，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原生铅使用量，有利于相关监管部门按照
统一的规范对铅酸蓄电池行业后期监督和管理。本标准填补了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标准
方面空白，有望获得行业内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同时，可以长久指导行业发展，对规范废
蓄电池回收行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目前国内大型铅蓄电池生
产和再生铅企业积极布局电池回收体系，但缺乏适用标准，从生态环境部到地方生态环境
厅、局都在开展试点示范。国家环境保护铅酸蓄电池生产和回收再生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
心(简称“工程技术中心”)从2016年起，就与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联合开展铅蓄电池回收试点工作，重点进行铅蓄电池回收技术和管理体系研究，并依托超
威集团实地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工
程技术中心牵头起草的。2019年初，生态环境部印发3号文、5号文，在全国范围内20个省
市开展铅蓄电池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该技术规范出台为试点工作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技术支撑，同时有力地配合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落实。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对企业大的影响就是明确了铅蓄电池生产企业落
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要求，且该标准根据社会源废铅蓄电池来源分散
、产量不固定、种类复杂等特点，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不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前提下
，放宽了收集、暂时贮存、短途运输从业者门槛，简化管理要求，有利于提高企业参与度
，充分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

锂电和铅酸各有所长



中国证券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低速四轮车标准”、“电
动快递运输车标准”等，都给锂电池快速进入提供了有利条件，铅酸蓄电池行业如何应对
挑战？

陈中华：近年来，国家一直大力扶持锂电池发展，政策倾斜推动锂电行业快速发展，但锂
电行业的问题也在逐步凸显。首先锂电行业的安全性存疑，近年屡屡发生的电池爆炸起火
事件多是锂电造成的；其次，锂电的循环利用价值有待考证，目前锂电还无法做到铅酸电
池这样的资源循环利用率，这意味着锂电在回收再生环节将面临更大的环境风险和资源浪
费；第三，锂电的梯次利用技术还不成熟，以铁塔公司为首的梯次利用企业，在梯次利用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锂电型号的多样性，导致锂电储能无法匹配，精细化的检测
和电池分类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第四，锂电的贮存运输安全风险较大，即使是报废
的锂电仍然具有很大的能量，在贮存运输过程中需要危险货物车辆运输和绝缘处理，锂电
从业者需要培训，目前这部分的政策、技术还有待完善；第五，锂电回收利用的环保问题
仍需重视。尽管锂电一直号称清洁能源，但锂电生产和再利用过程中的有机物污染、重金
属污染等问题仍然存在，且处理难度更大；第六，锂电的回收体系建设亟须完善，锂电池
报废期已经来临，大量的废锂电池回收渠道尚未完全建立，目前主要依托车企4S店建设回
收体系，效果有待考证。

无论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还是即将出台的“低速四轮车标准
”、“电动快递运输车标准”，都是出于对安全、环保的考虑和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态度
。标准的出台将促进电池行业的技术升级和更新换代，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锂
电和铅酸各有所长，新旧事物的更替需要时间和市场考验，电池企业要做的就是发挥好自
身优势，拓展产品应用渠道，提升产品质量，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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