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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德国阳光蓄电池A412/180A A412系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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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520051758

产品详情

德国阳光蓄电池A412/180A A412系列参数

安装德国阳光蓄电池时需要断开交流和直流电路，

1、多单元电池系统可产生高电压，因此在安装蓄电池系统时必须非常小心，以避免严重

的烧伤和触电。

电解液是固定在胶体之中的稀硫酸，有很强的腐蚀性。要确保有必要的操作设备，包括绝

缘的工具、橡皮手套、橡胶围裙、安全护目镜和面部保护措施

2、应将能够引起火灾的物品远离蓄电池。所有的安装工具均应恰当地用乙烯树脂电工胶

带绝缘，以最大限度降低连接点间短路的可能。不要把工具或其它金属物品放在电池上，

否则有可能会造成短路、产生火花甚至造成人身伤害。

3、固定型密封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采用了单向限压阀密封，打开将导致损坏。



4、未能遵循说明书要求、用其它的非原产件进行维修、或未经授权擅自修理(比如打开安

全阀)都将导致保证期限责任无效。

延长蓄电池寿命的方法。

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各单元电池的端电压和内阻。对12V单元电池来说，在检查中如果发现各单元电池间的端电压
差超过0.4V以上或电他的内阻超过80mΩ以上时，应该对各单元电池进行均衡充电，以恢复电池的内阻和
消除各单元电池之间的端电压不平衡。均衡充电时充电电压取13.5～13.8V即可。经过良好均衡充电处理
的电池绝大多数都可将其内阻恢复到30mΩ以下。

德国阳光蓄电池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各单元电池特性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上述不均衡性是不可能再依靠
德国阳光蓄电池内部的充电回路来消除的，所以对这种特性已发生明显不均衡性的电池组，若不及时采
取脱机均充处理的话，其不均衡度就会越来越严重。

重新浮充

德国阳光蓄电池停机10天以上，在重新开机之前，应在不加负载的条件下启动德国阳光蓄电池以利用机
内的充电回路重新对蓄电池浮充10～12h以上再带载运行。

德国阳光蓄电池长期处于浮充状态而没有放电过程，相当于处在“储存待用”状态。如果这种状态持续
的时间过长，造成蓄电池因“储存过久”而失效报废，它主要表现为电池内阻增大，严重时内阻可达几
Ω。

人们发现：在室温20℃下，存储1个月后，电池可供使用的容量为其额定值的97%左右，如果储存6个月不
用，它的可使用容量变为额定容量的80%。如果储存温度升高，它的可使用容量还会降低。

因此建议用户最好每隔20个月特意地拔掉市电输入，让德国阳光蓄电池工作于由蓄电池向逆变器提供能
量的状态。但这种操作不宜时间过长，在负载为额定输出的30%左右时，约放电10min即可。

减少深度放电

电他的使用寿命与它被放电的深度密切相关。德国阳光蓄电池所带的负载越轻，市电供电中断时，蓄电
他的可供使用容量与其额定容量的比值越大，在此情况下，当德国阳光蓄电池因电池电压过低而自动关
机时电池被放电的深度就比较深。

实际过程如何减少电池被深度放电的事情发生呢?方法很简单：当德国阳光蓄电池处于市电供电中断，改
由蓄电池向逆变器供电状态时，绝大多数德国阳光蓄电池都会以间隙4s左右响一次的周期性报警声，通
知用户现在是由电池提供能量。当听到报警声变急促时，就说明电源已处于深度放电，应立即进行应急
处理，关闭德国阳光蓄电池。不是迫不得以，一般不要让德国阳光蓄电池一直工作到因电池电压过低而
自动关机才结束。

利用供电高峰充电

对于德国阳光蓄电池长期处于市电低电压供电或频繁停电的用户来说，为防止电池因长期充电不足而过
早损坏，应充分利用供电高峰(如深夜时间)对电池充电以保证电池在每次放电之后有足够的充电时间。



一般电池被深度放电后，再充电至额定容量的90%至少需要10～12h左右。

注意充电器的选用

德国阳光蓄电池用的免维护密封电池不能用可控硅式的“快速充电器”进行充电。这是因为这种充电器
会造成蓄电池同时处于既“瞬时过流充电”又“瞬时过压充电的恶劣充电状态。这种状态会使电池可供
使用容量大大下降，严重时会使蓄电池报废。在采用恒压截止型充电回路的德国阳光蓄电池时，注意不
要将电池电压过低保护工作点调得过低，否则，在它充电初期容易产生过流充电。

保证电源环境温度

电池可供使用的容量与环境温度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电池的性能参数都是室温为20℃条件下标定的
，当温度低于20℃时，蓄电他的可供使用容量将会减少，而温度高于20℃时，其可供使用的容量会略有
增加。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电池受温度影响的程度不同。据统计，在-20℃时，蓄电池可供使用容量只能
达到标称容量的60%左右。可见温度的影响不可忽视。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