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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焦作圣阳蓄电池厂家直销

1、圣阳蓄电池浮充状态下的端电压与容量无对应关系.

我们知道，即使性能很差的蓄电池在浮充状态下也可能测得合格的电压。因此,平时处于浮充状态下的端
电压是不能真实反映蓄电池性能的.

2、全容量放电测试仍为测试蓄电池组实际容量最为准确有效的方法.

我们知道，圣阳电池组的容量等于该组蓄电池中性能最差的那节蓄电池的容量。因此，对蓄电池组的检
测可转变为对落后电池的检测，找出落后电池并测得该电池的容量即可得到电池组的容量。

对蓄电池组以规定的恒定电流进行放电，同时监测每一节蓄电池的电压，当其中任何一节电池的电压跌
到终止电压时，所放出的容量即为该蓄电池组的实际容量。该方法真实准确。

从圣阳电池的放电曲线，可以看出：

1、相同的放电曲线反映了相同的电池性能。对同一厂家、相同配方和生产工艺的同规格蓄电池其特性曲
线是一样的（暂不考虑生产中的离散性）。

2、同为一组的各单体电池由于容量不同，将遵循不同放电率的放电曲线。对昕能电池组进行放电时，各
单体电池由于容量不同，而放电电流相同，因此各自是在以不同的放电率进行放电，显然在放电时将遵
循不同放电率的放电曲线。



 圣阳蓄电池发生鼓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a) 池加液盖上的通气孔堵塞或不畅通

圣阳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尤其是在充电终了时，其内部将产生大量的爆炸性气体，若此时蓄电池加液
盖上的通气孔堵塞或不畅通，这些气体便无法及时排出，从而积蓄在电池壳内，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将
蓄电池鼓涨。

b) 圣阳蓄电池充电电流过大或充电时间过长

当蓄电池充电电流过大或充电时间过长时，电解液温度会迅速提高，并产生大量的气体，使蓄电池极板
上的活性物质松动脱落，导致蓄电池鼓涨。

c) 圣阳蓄电池极板发生硫化

极板发生硫化的蓄电池在大电流的充电过程中，单格电压及电解液温度将迅速升高，气泡产生早且剧烈
，很容易引起蓄电池鼓涨。

d) 连续起动电动机时间过长

当起动电动车电机时，蓄电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电动机提供很大的电流(一般为20～40A)，这样大的起
动电流必然引起蓄电池内部剧烈的化学反应，若蓄电池极板伴有轻度的硫化现象时，则必然导致电解液
温度骤升，产生大量的气体。一旦这些气体不能及时排放出去，则易引起爆炸。如果起动机连续使用时
间过长，则会加剧气体的产生，增加蓄电池涨裂的可能性。

e) 圣阳蓄电池内极板极耳和极柱与汇流排焊接不牢固

蓄电池内极板的极耳和极柱与汇流排焊接时，必须焊接牢固，融为一体，才能满足蓄电池大电流放电时
的需要。否则，在大电流放电时，焊接处会因接触点过细或接触不良而引起打火、烧蚀现象，因此而引
起火花，会把蓄电池产生的爆炸性气体点燃，引起蓄电池的爆炸。

f) 电解液粘度过大

气温过低时，电解液粘度大，渗入极板孔隙的速度慢，内阻增大，放电中消耗在内阻上的电压降也就大
，这将引起电解液温度迅速升高，产生大量的气体，使蓄电池内部的气体压力增大。若此时蓄电池放电
过度，引起电解液温度升高得更快，气体产生得也更多，使蓄电池内部气体压力更大，结果极易导致蓄
电池涨裂。另外在蓄电池充电过程中产生的爆炸性气体，若遇到明火，也会立即引起爆炸，致使蓄电池
涨裂。因此，充电间一定要通风良好，并严禁烟火。

g) 电解液干涸

电池长时间使用后会有失水现象，形成电解液干涸的现象，这时充电过充就会发生电池鼓涨现象，严重
的还会引起爆裂。电池如果有失水现象，可适当对电池进行补加蒸馏水，补加量及操作方法可以根据电
池的使用说明书进行。

2．蓄电池涨裂的预防措施

从以上谈到的蓄电池发生涨裂的原因来看，要想避免发生蓄电池涨裂事故，首先，要避免在蓄电池的使
用过程中产生火花，这就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将蓄电池安装牢固，导线接头与电桩的连接要紧固，大修时
要保证极板组的焊接质量。



其次，为了使蓄电池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气体能及时从加液口的通气孔溢出，使蓄电池的内部气压不过
高，平时一定要将蓄电池的加液盖拧紧，并经常疏通其通气孔。

第三，为避免圣阳蓄电池过度放电，在使用起动机起动车辆时，特别是在低温条件下起动车辆时，不能
连续使用起动机。冷车起动车辆时，一定要对车辆进行预热，起动机的结合时间不得超过5～10s，而且
必须间隔10s～15s一次起动。

第四，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时，一定要避免电流过大或发生过充电现象。为此，对已装在车辆上的蓄电池
来说，一定要调整好发电机的额定电压；对在充电间充电的蓄电池来说，则一定要把握好充电电流和充
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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