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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在锂离子电池基础研究中应用的进展 主要包括负极表面 膜的组成和结构 电解液

稳定性 电极材料的结构表征以及聚合物电解质的表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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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λιχατιον οφ ΙΡ σ εχτροσχο ψιν Λι ιον βαττεριεσστυδιεσ

∆ε αρτ εντ οφ Χηε ιστρψ Ξια εν Υνιϖερσιτψ Ξια εν Φυϕιαν Χηινα

Ξια εν Υνιϖερσιτψ Ποωερλονγ Βαττερψ Ρεσεαρχη Ινστιτυτε Ξια εν Φυϕιαν Χηινα

Αβστραχτ

Κεψ ωορδσ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测量时间短 分辨率高及测定

的光谱范围宽 在电化学体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文作者就红

外光谱在锂离子电池 基础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 ∀

膜检测分析

在首次充电过程中会有 膜形成 ∀ 能对各种

官能团进行直接指认 确定各种键的类型 不会对电极表面造

成破坏 因此对研究 膜有一定优势 ∀红外光谱研究 膜

能推测在电极上发生的主要表面反应 尤其是研究溶剂和杂质

如 等 在电极界面上的还原反应 ∀由于锂盐的还原

产物 如卤化锂等 往往红外活性较弱 因而红外光谱不能提供

一些锂盐的表面反应信息 ∀

等 研究了首次充放电循环后 碳负极上

膜的组成 ∀在单一溶剂碳酸乙烯酯 碳酸二乙酯 或

碳酸二甲酯 中 主要成分分别为

及 在 或 二元电解液

中 主要组分是 的还原产物 存在时 或 不分

解 主要起改善锂盐的溶解性和电解液电导率的作用 对

膜的形成机制没有明显影响作用 ∀对于纯净锂电极表面上

膜的研究 有助于认识它的组成及形成过程 ∀红外光谱分析表

明 膜的组成与溶剂有关 ∀通常锂电极和直链状或环状碳酸酯

溶剂反应 膜为相应的烷氧基锂 如锂电极与 反应 产物

为乙氧基锂 ∀ 还可用于研究成膜添加剂对膜组成和性

能的影响及机理 研究表明 等添加剂对膜中稳定产物

的生成有促进作用 从而改善了电池的循环性能 ∀

膜的红外光谱除受有机电解液体系的影响外 还有以下特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 的特征吸收峰较弱 因其不稳定

容易与水或 反应 使特征吸收峰更加微弱 甚至观察不到

形成温度及放置时间对膜也有影响 ∀ 等 研究了不同

温度下在碳上形成的 膜 随温度升高 膜中 和

均有所增加 前者的增加由溶剂直接还原所产生 而

的增加则是由 的转变所致 ∀ 等

研究了锂电极在烷基碳酸酯电解液中 膜随放置时间的变

化 贮存过程中 老化会使膜组分发生变化 ∀在纯溶剂或

和 基电解液中 痕量水将与碳负极表面组分

反应 生成更稳定的 在 和 基电解液中 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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