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北京制定了针对电动自行车用锂离

子电池安全性的地方性技术标准，另外，我国

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将出台。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及蓄

电池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工作。2021年以来累计

查处违法行为618起，查扣违法车辆4762辆，其

中仅2023年就查处涉改装电池的案件97起。为

从源头防范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

2022年，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制定了

团体标准《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组技

术规范》。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处处长由涛表示，《北京市电动自行车

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组技术规范》从单体电池过

充电、过放电、电池组温度保护和过充电保护

等33项安全技术指标进行了规定。

记者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查询到，2022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起草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安全技术规范》已经完成了起草和征求意见阶

段，目前正处于审查阶段。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是工信

部锂离子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组长，同

时也是这项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表示，按照项目计划，这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今年发布。这项标准借

鉴采纳北京市团体标准中的过充电、针刺等安

全试验项目，并新引入了热扩散等试验。本标

准将填补国家层面对于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

电池安全质量监管的技术依据的空白。该标准

发布以后，按照我国《标准化法》的规定，不

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

售、进口或者提供。

■ 来源：央视新闻

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不能光劝，必须真罚

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将督促各地

突出“三类场所”和高层居民楼等，全面彻底排查

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集中治理电动自行车

进楼入户等突出问题。

无论是停放还是充电，电动自行车皆不可进

楼入户，这是从现实事故中得出的血的教训，更是

法律的明文规定。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

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称，对于住宅小区的电

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有物业的，归物业公司

管；没物业的，则由主管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管。应急管理部公布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指出，对于乱停放乱充电行为，由

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的经营性单

位和个人，最高处10000元罚款，非经营性单位和

个人，最高处1000元罚款。专门性法规之外，各地

也都开展了多轮集中整治。但频发的火情，暴露出

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还相当严重。

电动车乱停放乱充电何以刹不住？从客观

来看，个别住宅小区仍未配备专门的停放充电区

域，或是停放区既不能遮风避雨，还不能便捷充

电，抑或是堆满杂物，车主自是不愿意去。而更普

遍情况则是，即便小区车棚条件尚可，许多人仍然

心存侥幸，认为事故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哪怕车

棚离单元门就几十米，也懒得走这两步。至于某

些本当承担直接管理责任的物业，一则不大可能

24小时全天候、无死角地监管，二则即便看到业

主带车上楼、私拉飞线，或是碍于情面、视而不

见，或是真说几句却招来口角，只得作罢。乱象

普遍，真正被罚的案例却少有听闻，长此以往，

便形成了某种破窗效应。

安全问题最容不得糊弄。借着此次全社会高

度关注的契机，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违规行

为动真碰硬、严加惩处，管理每严一分，行动每快

一分，安全便更多一分。

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产品质量：购买电动车时应选择信誉良好的品

牌和正规的销售渠道，确保产品质量合格。避免购

买和使用无生产许可证、无品牌标识的产品。充电

位置：不要在室内、楼道、门厅等封闭空间充电，以

防止火灾发生时烟气无法迅速排出，造成人员伤

亡。充电时间：根据电池容量合理安排充电时间，

避免过充。大部分电动车电池在充满后继续充电

会导致电池发热，甚至可能引起爆炸。充电方式：

使用固定且符合安全标准的充电设施，避免使用

非官方或自制的充电器。不要随意拉设电线进行充

电，以防线路过载或短路。电池维护：定期检查电

池和线路的状态，发现电池膨胀、线路老化等情

况应及时更换或修理。

使用与存放：避免超载使用电动车，超载会增

加电池负担，提高故障率和安全风险。停车时应选

择通风干燥的地方，避免电池受潮或长时间暴露

在高温环境中。遵守交通规则：骑行电动车时应佩

戴头盔，遵守交通信号灯和道路标志，不逆行、不

抢行，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应急处理：了解电

动车的基本结构和应急措施，如遇紧急情况能够

及时切断电源，采取正确的灭火方法。

通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电动车的安全隐

患，保障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全骑行，人人有责。

电动自行车电池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将出台

新学期开学了，孩子们重回熟悉的学校大

家庭，在此提醒大家，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

教室安全篇
不能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校园、进

教室。不在教室门口逗留、玩耍、打闹，保证教室

门口的通畅。最后离开教室的同学要关掉教室的

电器、照明开关。

宿舍安全篇
在宿舍不得使用明火，不抽烟、不点蜡烛、

不焚烧杂物。宿舍严禁使用电炉、热得快、取暖

器等大功率用电器。严禁私拉乱接电线、网线。

离开宿舍时要切断所有电源，包括充电器、电脑

等。严禁在宿舍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实验室安全篇

应该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规范。要在老师

的指导下使用实验室设备。使用仪器设备前应认

真检查电源、管线、火源、辅助仪器设备等。按

规定配置消防器材，掌握一定的消防自救知识。

场馆安全篇

出入体育馆、报告厅，要遵守消防安全 制

度，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品，如汽油、酒精等。禁

烟区不准吸烟，不随地乱丢烟头、火种。厨政管

理人员除加强日常例行检查外，每月要对厨房进

行一次全面检查，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制定整改

措施。厨房内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并

指定专人管理，按时检查，经常养护，定期更换，

保证器材的完好有效。要保持这些区域疏散通

道的畅通。

开学了，校园消防知识要牢记

3月1日，新版《大型游

乐设 施安 全技术规程》正

式实 施，对 大 型游乐设 施

设计、制造、安装、使用、

检验等提出新要求。

哪些知识与安全乘坐

大型游乐设施密切相关？

大型游乐设施需办理

使 用登 记，检验合格后方

可使用。

大 型 游 乐 设 施 操 作

人 员 、修 理 人 员 需 持 证

上岗。

大型游乐设施在每日

运营前需开展安全检查，

同时进 行 不 少 于3 次 的空

载运行，才能对外运营。

乘坐前要认真阅读乘

客安 全 须 知，特别要重点

关注身高、体重、年龄是否

符合乘坐要求。

还需要关注患有心脑

血管疾病是否可以乘坐。

大型游乐设施需在封

闭区域内运 行，运 行期间

除乘客外其他人员不得在

封闭运行区域内逗留。

大 型 游 乐 设 施 发 车

前，操作人 员会 逐个检 查

乘客安 全带、安 全压杠是

否系紧、压实，确认无误后

方能发车。

乘坐过程中不能自行

打开 安 全带、安 全压杠。

特别是暗室条件下运行的

设备，在未察觉的情况下，

设 备可能已 经在 高速、高

空下飞行，此时若打开安全带、安全压

杠，擅自脱离设备非常危险。

当发生设备急停等紧急情况时，

要保持冷静，不要擅自打开安全带、

安 全压杠试图自救，要在原地耐心等

候，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每台大型游乐

设施每年都至少开展1次救援演练，救

援人员有能力对乘客进行安全救援，

这是最 正确、最安 全、最有效的脱困

方式。

此外，新 规范 还 将网红设 备“悬

崖 秋千”纳 入 大 型 游 乐 设 施 监 管 范

围，从设计、制造、使用、检验等多方

面加强 监管，切实 提升“悬 崖 秋千”

运行管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 此 提 醒 广 大 市 民 朋 友 在 游 玩

时一定要遵守以下原则：

严格遵守游乐设 施的制度，如身

高体重年龄要求、疾 病史等。各 类 游

乐设 施，都会对 游 客的身高、体重、

年龄等进行限制，也会 禁止高血 压、

心脏 病等患者及老、弱、孕 妇等 游 客

参 与。所有 14岁以下 的孩 子，都 要慎

重 选 择 过 山 车 等 以 高 速 为 特点 的 大

型游乐设 施。因为他们的头颈非常脆

弱，坐 过山车时，脑 袋 在 强 烈的冲击

力下左摇右晃，颈动脉和颈部肌肉很

容易 撕 裂。另外，现 在游乐园的很多

大型设备都以高速失重为特点，从而

可能导致大脑不正常地突然充血，甚

至位移并致命。

服 从工作人员的指挥，遵守游乐

园的要求。要听从工作人员的现场指

挥，如扣紧安全带、有序出入等等，以

免发生危险。按照游乐设施具体规定，

存放好自己随身的财物。并将随身物

品放置合适位置。以免在设施启动过

程中，掉落，甚至造成惨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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