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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电化学工程)已经有48年的历史，化学电源的教学与科研
一直是我专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随着专业的发展也成长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他们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勤勤恳恳、努力拼搏，既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也成为我们这个集体的中坚
力量，这本书就是由程新群等八人集体编写而成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化学电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由于可随机移动的仪器设备及便携电器越来越多，人们对高比能量、高比功率、高安全性化学电源的
需求也越迫切；电动汽车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它对化学电源的要求既迫切也高标准；可再生能源的
利用离不开储能技术，化学电源储能是便捷高效的办法；利用燃料电池技术发电更是人们朝思暮想的
事业。
　　化学电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很多行业的科技人员及相关专业的学生都希望对化学电源有比较多的了解。
化学电源这本书应该是比较适宜的参考书。
这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种化学电源的原理、结构、性能及制造工艺，也写入了与其相关的电化学原
理及电化学测量技术。
我想这本书一定会使更多人更好地了解和使用化学电源，也一定为化学电源在很多行业更好地应用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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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电源》在阐述电化学基本原理和化学电源基本慨念的基础上．系统地讲述了各种主要化学
电源的原理、结构和制造工艺，以及以电化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电化学电容器。
全书共分12章，包括电化学理论基础、化学电源概论、锌锰电池、铅酸电池、镉镍电池、金属氢化物
镍电池、锌银电池、锂电池、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电化学电容器以及电极材料和电池测试技术。
《化学电源》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适合高等院校相关专业作为教材使用，也适合相关工程技术人员
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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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化学理论基础　　1.1　电极电势与电池电动势　　1.1.1　电极/溶液界面的结构　　电
极/溶液界面是电化学反应发生的场所，它的结构和性质对电极反应速度和反应机理有显著的影响。
　　1.1.1.1　双电层的形成与结构　　将某种电极插入某溶液中，将形成一个两相界面，其结构和性
质与孤立的相本体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由于某些带粒子或偶极子发生了向界面的富集，或叫相间电势。
形成界成电势差的原因是由于电荷在界面分布不均匀，而造成不均匀的原因则有如下几种情况。
　　①将某种电极插入某溶液中，电极一侧是金属离子或电子以及溶液一侧的离子将在两相间自发地
转移，或者通过外电路向界面两侧充电，这样在界面两侧都出现了剩余电荷。
而且两侧剩余电荷的数量相等，符号是相反的。
由于静电力的作用（届轴静电吸附），它们便向电极表面聚集，形成了双电层，这种双电层叫离子双
电层，离子双电层产生的电势差就叫离子双电层电势差，用Фq表示。
　　下面以Zn电极。
维入ZnCl2溶液中的情况为例说明离子双电层的建立过程。
作为一种金属晶体，Zn电极是由固态晶格上的离子和自由电子组成的。
金憍中的Zn2+和溶液中的Zn2+在接触前往往具有不同的化学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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