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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制备的复合聚合物电解质随温度升高其结晶状态

变化的规律!结合电化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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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分析了无机填料对离子电导率的影响!并初步提出离子导电增强

的机制"文章将为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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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技术应用于锂电池研究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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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

具有工作电压高'比能量高'放电电压平稳和工作温度范围

较宽等优点!是新一代锂电池的发展方向"对聚合物电解质

研究最广泛的是聚环氧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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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聚合物电解质"常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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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结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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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偏低!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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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合物中掺杂固体无机填料制备复合聚合

物电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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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复杂!对其导电机制研究难度较大!傅里叶变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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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机理研究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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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温度场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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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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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

分的结构变化对导电性能的影响文献中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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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能准确地进行官能团指认'确定各种键的类型!确定组

分的结构"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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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技术在研究需要控制温度的体

系'腐蚀性强'透明度不高的样品以及粗糙或弯曲的表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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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官能团化!含有丰富的吸附位点等优点!是一种优良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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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基底与无机填料之间的相容性对复合聚合物电解

质的各种性质#机械性质!热性质!离子电导率及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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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界面性质$有重要影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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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容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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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入能够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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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的结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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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及结晶状态与温度的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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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电解质膜离子电导率随温度的变化"可以看到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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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机制!用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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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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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样品温度的升高!表征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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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特征的峰形和

峰强度均发生变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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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外透射谱图一致"其中
,,MM

!

,,)"

!

,)R!/=

V,处

]

*

N

*

]

伸缩振动三重峰!

,@M@

!

,@R)/=

V,处
]>

!

弯曲振

动的双重峰通常是用来确认结晶相
P<N

存在的依据(

"

)

"在

")h

以上!三重峰和双重峰均转变为单峰!表明聚合物膜中

无定形相增多(

"

)

"当
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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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变得更容易!电导率相应提高"这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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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样品在熔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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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离子电导率显著增强的实验

结果"由此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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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聚合物电解

质的离子电导率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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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工作以甲基修饰的
-H7+,L

为填料制备固态聚合

物电解质!用发射红外光谱研究了其导电增强机制!研究结

果表明!在
P<N

结晶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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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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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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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它的加入大大地降低了
P<N

基底

的结晶度!是离子电导率得到提高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

结果表明!发射
9D_Q

光谱技术是研究
]P<

导电增强机制的

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可为合理解释
]P<

离子导电机制提

供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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