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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明高参加第三届国际电池安全大会

 10月7-8日，第三届国际电池安全大会在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团队在全球率先对大容
量动力电池进行了ARC试验，阐明了电池热失控的三个特征温度和发生机理，并介绍了热失控和热蔓延的控制研究进
展。

 欧阳明高称，经过大量实验研究，总结出了电池热失控的三个特征温度：自产热起始温度T1，热失控引发温度T2
、热失控最高温度T3。其中，T2是最关键的一个。他透露，通过对T2的探究，发现正极释氧、负极析锂、隔膜崩溃
，这三个原因是最终引发热失控形成T2的主因。

 内短路是引发热失控的一大原因，其可控复现是一大难题。欧阳明高及其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用记忆合金植
入电池，加热到一定温度，让记忆合金的锐利的尖角翘起，触发热失控。从文献和团队的研究发现，内短路主要有四
种类型，有些可以立即引发热失控，有些缓慢演变，有些可能不危险，有些在演变之后会很危险，还有一些内短路是
一直缓变，还有一些内短路从缓变到突变，有各种各样的类型。通过内短路检测的算法以及一系列的工程方法等，可
以提高电池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的能力。

 “没有内短路照样有热失控”。欧阳明高说，正负极的物质交换，形成剧烈反应，也会引发的热失控。为此，要基
于数据库对材料进行改进，主要是两条，一个是正极材料的改进，一个是电解质。

 “不仅仅是固态电解质，更多的是电解液的添加剂、高浓度电解质、新型电解质大有可为。”

 析锂是影响电池生命周期安全性的主要因素。析出锂会直接跟电解液发生剧烈反应，引发大量温升，可以直接诱发
热失控。在析锂研究时，欧阳明高及其团队通过简化的P2D模型，推导出不析锂充电的曲线。通过与企业合作，无析
锂充电的实时控制目前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在研究中，通过热失控的蔓延测试，了解热传导的规律，进一步通过参数化模型进行热蔓延抑制的精细设计。“电
池只隔热是不够的，还要有散热的设计。还有一些电池隔热、散热必须全部一起上才有可能做好。”欧阳明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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