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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发展50年：从“砖头”到“口袋电脑”

快充技术如何实现？
1973年4月3日，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工程师马丁·库珀用手机给在美

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工作的乔尔·恩格尔打了一个电话，这是人
类使用民用移动通信设备打通的第一个电话。经过半个世纪的创新和
发展，手机已从早年的“砖头”“大哥大”，演变为如今可以揣在兜里、聚合
多种功能的“口袋电脑”，并朝着可折叠、全场景应用等方向迅速迭代。

在智能手机一步步嵌入人们生活的过程中，充电技术的飞速发展发
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期，多家手机品牌密集对外发布了自己的快速
充电到5分钟左右的新技术，产品有望在明年实现量产。据了解，目前业
内正在不断开发300W等功率更大的快充产品，可将充满电所需时间缩
短，相比早期也有了近10倍的增长。不仅是有线充电功率在飞速提升，
手机无线充电功率新技术也有了巨大进展。

1973年4月3日，摩托罗拉公司工程师马丁·库珀站在纽约第六大
道街头，从兜里掏出一个电话本，然后在一个“大型的、奶油色的设备”
上按下一串电话号码，接着把它放在耳边，引得周围路人纷纷侧目。

这就是人类用手机拨出的第一通电话，被叫方是库珀的“老对手”，
供职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的乔尔·恩格尔。库珀得意洋洋
地告诉对方，自己正用一部“个人的、手持的、能移动的电话”呼叫他。

又经过10年研发，世界上第一台商用手机DynaTAC 8000X正式
推向市场。英国手机博物馆负责人本·伍德说，当时那部手机单价为
3995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17万美元。

“它只能打电话……不能发短信、不能照相，通话时长只有30分钟，
却要充电10小时，待机时间也只有12小时。这款手机长33厘米，机身
上还有一个长15厘米的天线。”他说。这部手机重790克，几乎是现代
智能手机重量的4倍。

1987年，摩托罗拉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将手机引入中国。手机也在
中国有了个新的昵称“大哥大”。据媒体报道，中国当年的第一位“大哥
大”用户，不但花费2万元购买手机，还缴纳了6000元入网费。

1992年12月3日，英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公司软件工程师尼尔·帕
普沃思给同事理查德·贾维斯发送了世界上第一条短信，内容是“Mer-
ry Christmas”，连同空格共15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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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这样正确充电
很多人日常的“安全感”莫过于来自满

电的手机了。实际使用中，让手机电量保持
在20%~80%会延长手机寿命。但也不用非
得等手机电量少于20%的时候再开始充电，
锂离子电池适合少量多次的充电，这会比一
次性充满更能增加手机电池的循环次数。

怎样才算一次充电循环或充电周期
呢？当使用的电量到达电池容量的 100%
时，就可以称是一个充电周期，但不一定是
通过一次性充电完成的。

另外，手机电池长时间处于满电状态，
会加速电池老化。手机厂商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会优化充电管理系统，先采用快充方
式，让电量迅速达到 80%，然后转换至较慢
的涓流充电模式，将电量缓慢充满来保护电
池，电量达到 100%后，自动断电来保护电
池。

在充电时还要注意，最好先将充电器插
入插座，再把数据线插入手机上充电。因为
在插入插座的一瞬间，充电器内会产生浪涌
（一种超出工作电压的瞬态剧烈脉冲），如果
先把手机插到数据线上，再插上插座，长期
如此产生的浪涌会加速电池老化。手机充
完电后也要先拔掉手机，如果先拔掉充电
器，产生的反向瞬时电流也会对手机造成影
响。

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在高温环境下存放
手机或为手机充电，例如在阳光直射时充
电、一边玩使手机发热的游戏一边给手机充
电会使手机电池加速老化。

小小的充电数据线看起来外表相
似，实际上内在质量悬殊。中国消费
者协会此前提醒广大消费者，充电数
据线大功率使用时，一旦出现异常，无
论是自身过热导致自燃或是靠近起火
物品成为助燃源，都会带来安全隐
患。如果充电数据线外衣已经出现破
损，或是插上用电设备后出现接触不
良或充电过程中发热严重，应当尽快
更换新线。

今年1月份，中消协委托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中国泰尔实验室，对市场
销售的公牛、vivo、倍思、罗马仕、绿联、
三星、OPPO、品胜、华为、小米、荣耀、
苹果等品牌的46款充电数据线样品开
展了比较试验。比较试验结果显示，
46 款数据线中有 22 款被判定阻燃失
效。其中，有 8 款样品带有编织线外
皮，不利于阻燃，减弱了产品的阻燃性
能。不具备阻燃性能的数据线遇火
后，会迅速燃烧至可燃物碳化、脱落。
实际使用中，一旦数据线触碰明火，很
容易引发火灾险情。另外，21款样品
耐腐蚀性能较弱，在沿海等空气盐分
含量较高的地域使用时，金属部分容
易锈蚀，导致性能下降。

除了不断提升的充电功率，充电
技术中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改进是，
近年来大功率充电器的体积在不断缩
小、质量在不断变轻。这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一种新型半导体材料氮化镓
（GaN）的广泛应用。

闫怀志介绍道，氮化镓是一种新
型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属于第三代
半导体材料。相比传统硅基半导体，
其击穿能力更出色，电子密度、电子迁
移率以及热导率更高。当电流流过晶
体管时，开关损耗主要发生在开关状
态的转换过程中。而在电压恒定的情
况下，氮化镓能够提供比硅更小的电
阻并减少随后的开关和传导过程中出
现的损耗，因此使用氮化镓材料的充
电器，其充电效率最高可以达到95%。

在有线充电技术不断刷新着充电功率的
上限时，人们又对充电的便捷性提出了新的要
求，无线充电作为新的选项进入人们的视野。

无线充电所依赖的电磁感应原理同样很
简单。无线充电器中的充电底座负责把电流
转换为不断变化的磁场，而手机背部隐藏着线
圈，当充电器底座磁场不断变化时，手机背部
线圈中的磁通量也在不断变化，产生的感应电
流便可给手机进行无线充电。相比于有线充
电，无线充电功率的提升则要困难许多，其主
要瓶颈有无线充电线圈体积过大、无线充电底
座发热等。

围绕这些问题，各厂家进行了技术和设备
创新，如推出了风冷散热充电底座等，将无线
充电功率提升至与普通有线充电功率不相上
下的水准。此外，工信部于 2021年发文，将无
线充电功率限制在最高50瓦，对过高无线充电
功率造成的无线电频率干扰问题进行了有序
规范。

伴随着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和更新换代，
手机能够实现的功能越来越多，其性能也越来
越强大。这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耗电速
度的大幅加快。

北京理工大学网络与安全研究所所长闫
怀志表示，虽然快充技术近年来不断迭代，但
其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充电功率就是电压
与电流的乘积，要实现快充，即提升充电功率，
要么提高电压、要么提升电流，或者是二者同
步提高。”他表示。

闫怀志表示，这两种升级方案各有利弊，
低电压、高电流方案对线材、接口技术的要求
较高；而高电压、低电流方案的问题则是效率
较低，导致电池发热量较大。

随着手机的充电接口以Micro USB为主
逐渐转向以USB Type-c为主且充电线材也
随之得到普遍改进，以及各厂家在充电算法等
方面进行了深度研发，最终不同的快充方案殊
途同归，共同走向高电压、高电流路线。充电
功率就此开始一路狂飙，被提升至上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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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器为何变小了？

充电线如何选择？

手机第一通电话□点击

“手机之父”马丁·库珀2008年手持第一款手机的复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