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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丛:储能技术》主要讲述了储能在电力系统、交通运输、新能源发电和移动
电子设备中的应用；介绍了现在主要的储能技术，包括各种储氢技术与燃料电池、电化学储能、超级
电容器与微电源等；分析了主要储能技术的性能特点、材料与关键技术，以及在典型应用系统中的技
术经济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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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系统观点看，主要目标是研究和确保电池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使电池系统级具有
更高的效率、更高的系统可靠性和更长的寿命。
基于这种想法，必须评估和修正各种必要的辅助功能环节（反应气调节装置，电力电子逆变器，能量
储存单元等）的技术方案，以尽可能地使电池运行于最佳工作环境。
当运行条件发生不利变化时，多种失效方式可能会出现在单体电池内部，不过也同样可能会出现在外
围部件上。
这需要研发新的实验性诊断方法，以判断系统失效或故障的原因。
此外，更全面更系统的诊断方法也是必需的，甚至是故障的预测预警方法。
 7.5.1故障及其原因 燃料电池电堆层面的故障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按照引起性能衰减现象
的物理属性分类（机械、热、电化学，等等），也可以按照性能衰减的严重程度来分类（干扰系统性
能稳定性的可逆的性能衰减或是不可逆的性能衰减，以及由非法操作所导致的电池系统可靠性问题）
。
性能衰减的速度也是划分故障类型的一个依据。
不过在本书的分析中，我们将只考虑发生在电堆层面的最常见的故障形式。
 正如已经提及的，PEM电池的水管理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它是电池获得高且稳定性能的重要环
节。
膜水淹一般出现在局部的几个单体电池中，阻碍参加反应的气体到达化学反应界面。
由此会引起单体电压波动，以及单体间电压的差异，而经常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波动，本质上就
是电池性能不稳定的表现，这在高电流密度下尤为严重。
一般来说，水淹是可以恢复的，通过控制系统运行参数可以使系统再次获得水淹前的性能，即降低反
应气湿度（或者利用电池和气体加湿器间的温差，或者利用额外的反应气体清洗气路几秒钟）或者改
变阳极和阴极之间的压力梯度。
然而，反复水淹可令系统运行在亚化学计量状态，即使发生在局部，中、长期水淹对单体组件也会产
生很大影响，使其性能衰减。
 反之，反应气体湿度不足或者电池温度过高将引发膜脱水，降低膜的传导率。
假如膜脱水时间不是太长，而且不会再发生，则当膜水分恢复正常状态之后，其性能通常可以重新恢
复。
不过，脱水／水和循环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运行过程，循环过程中所产生的机械应力和膜电极上形成的
热点都会减少电堆寿命。
控制膜电极水量的系统参数和控制水淹时的参数是一样的。
 至于反应气体的纯度及其杂质，比如一氧化碳（最大容许值大约为10—50ppm），是改善电堆寿命和
性能所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杂质过多会减少膜电极的电活性表面，进而降低催化剂活性，不过采用合适的冲洗机理可以抑制这种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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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丛:储能技术》适合于面向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与移动式电子应用的储能
科研、规划、设计与运行的工程师，以及高等院校从事储能与应用的教师与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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