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Electrochemistry Journal of Electrochemistry 

Volume 16 Issue 1 

2010-02-28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Performance of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Performance of 

Li_3V_2(PO_4)_3/C Composite Cathode Materials Li_3V_2(PO_4)_3/C Composite Cathode Materials 

Kai-yuan LIU 

Jian-shu HUANG 

Li YANG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Kai-yuan LIU, Jian-shu HUANG, Li YANG.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Performance of 
Li_3V_2(PO_4)_3/C Composite Cathode Materials[J]. Journal of Electrochemistry, 2010 , 16(1): 30-34. 
DOI: 10.61558/2993-074X.2032 
Available at: https://jelectrochem.xmu.edu.cn/journal/vol16/iss1/6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Journal of Electrochemistr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Journal of Electrochemistry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Journal of Electrochemistry. 

https://jelectrochem.xmu.edu.cn/journal
https://jelectrochem.xmu.edu.cn/journal/vol16
https://jelectrochem.xmu.edu.cn/journal/vol16/iss1
https://jelectrochem.xmu.edu.cn/journal/vol16/iss1/6


第 16 卷 第 1 期 电化学 Vol. 16 No. 1

2010 年 2 月 ELECTROCHEMISTRY Feb. 2010

文章编号:1006-3471(2010)01-0030-05

不同碳源对 Li3 V2 (PO4 ) 3 /C 复合正极材料

性能的影响

刘开源，黄建书，杨 立*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上海 200240)

收稿日期:2009-10-27，修订日期:2009-11-23 * 通讯作者，Tel:(86-21)54748917，E-mail:liyangce@ sjtu. edu. cn
“973”计划子课题 (2006CB202605) 资助

摘要: 以甲基纤维素、壳聚糖及葡萄糖分别作为碳源，应用碳热还原法合成正极 Li3V2 (PO4 ) 3 /C 复合材料.
XRD、SEM 等方法分析、表征材料的结构、形貌和电化学性能. 结果表明，碳源的选择对产物的比容量、循环寿命

和倍率性能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以甲基纤维素为碳源制备的单斜 Li3V2 (PO4 ) 3 正极材料具有较好的电化学性

能，在 3. 0 ～4. 5 V，0. 2 C 倍率下，其初始容量为 130. 6 mAh·g －1，30 次循环后放电比容量仍可达到 108 mAh·g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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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M912. 9 文献标识码: A

聚阴离子型化合物是一系列含有四面体或者

八面体阴离子结构单元 (XOm ) n － (X = P、S、As、
Mo、W)的化合物的总称. 该类材料具有晶体框架

结构稳定，充放电电压平台灵活可控等突出优点，

是非常有潜力的新型锂二次电池正极材料. 其中

以 Li3V2(PO4) 3 为代表的钒系聚磷酸盐近年来逐

渐成为研究的热点［1-7］.
钒是价态多变的过渡金属元素，成本较低，安

全性高. 单斜结构的 Li3V2(PO4) 3 在完全脱锂的情

况下理论比容量可以达到 197 mAh·g －1，而在实

际应用的 3. 5 ～ 4. 5 V 电压范围内，Li3V2 (PO4 ) 3

脱嵌 2 个锂离子，理论比容量 133 mAh·g －1［8］. 但

是由于晶格中的金属离子间隔较远，导致电子的

迁移率减小，使得该材料的电子导电率较低，从而

极大地影响其性能. 如于材料中掺入一定量的碳，

即可提高材料的导电性. Zhou 等用一步固相合成

法或溶胶凝胶法合成 Li3V2 (PO4) 3，并在材料中掺

入一定量的碳，得到了 Li3V2 (PO4 ) 3 /C 复合材料.
与纯相的 Li3V2(PO4) 3 相比，复合材料循环寿命和

倍率性能均有一定程度提高［9-10］. 与乙炔黑等碳源

相比，含碳有机物热解时，碳化过程较平稳，更容

易形成结构紧凑，颗粒均匀的碳，有利于提高材料

电化学性能［6］. 本文分别选用甲基纤维素(methyl

cellulose)、壳聚糖( chitosan)、葡萄糖( glucose) 为

碳源，碳 热 还 原 法 得 到 了 单 斜 结 构 的 正 极 材 料

Li3V2(PO4 ) 3 /C. 应用 XRD、SEM、充放电循环、交

流阻抗等方法分别表征、测定材料的结构形貌以

及不同碳源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 1 Li3V2(PO4) 3 /C 材料制备

按化学计量比将 V2O5、NH4H2PO4、Li2CO3 依

次加入去离子水中，于 80 ℃下恒温磁力搅拌，待悬

浊液澄清后分别加入定量的不同碳源，继续搅拌

至生成凝胶，转入烘箱中 70 ℃干燥 5 h. 将烘干后

的样品置于管式炉中 350 ℃(N2 气氛)处理 4 h 后

自然冷却至室温，球磨 2 h 后再放入管式炉 800 ℃
(N2 气氛)焙烧 6 h，即成 Li3V2(PO4) 3 /C 样品.

为表述方便，分别将使用甲基纤维素、壳聚

糖、葡萄糖作为碳源制备的材料标记为样品 A、B、
C.

1. 2 Li3V2(PO4) 3 /C 材料表征

使用 BRUKER-AXS 型全自动 X 射线衍射仪

(德国 BRUKER 公司 CuKα，扫描范围 10° ～ 70°，

扫描速率 6. 0° /min)和 JEOL JSM-7401F 扫描电子

显微镜( 日本 JEOL 公司) 表征材料形貌和结构.



PE 2400 II 型元素分析仪 ( 美国 Perkin Elmer 公

司)分析样品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

1. 3 Li3V2(PO4) 3 /C 的电化学性能测试

工作电极制备:将上述合成的样品与导电剂

乙炔黑和聚偏氟乙烯(PVDF) 按质量比 80∶ 10∶
10(by mass)共混于 1-甲基-2-吡咯烷酮中，搅拌成

均匀浆料，涂布于铝箔上，置于真空干燥箱在 110
℃ 下干燥 12 h. 以金属 Li 作为对电极，电解液为 1
mol /L LiPF6 /EC + MC + DEC ( 1 ∶ 1 ∶ 1，by
Vol. )，隔膜为 Whatman GF /A，在充满氩气的手套

箱(MBRAUN) 中组装成 CR2016 电池. 使用武汉

LAND 测试系统作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电压范围

3. 0 ～ 4. 5 V，1 C = 140 mAh·g －1 . 使用 CHI604b
电化学工作站( 上海辰华仪器公司) 循环伏安和

交流阻抗测试，扫描速率 0. 1 mV·s － 1，电压范围

3. 0 ～ 4. 5 V，交流阻抗测试频率范围 0. 01 ～ 100
kHz.

2 结果与讨论

图 1 为样品 A、B、C 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可以

看出，3 种样品的衍射峰位置基本相同. 经与标准

卡( ICSD #96962)对照，可知所得样品为单斜结构

的 Li3V2(PO4) 3 . 元素分析测试表明 A、B、C 3 种样

品中的碳含量分别为 2. 65%、8. 46%和 3. 92% . 此

外，3 种样品的谱线均未出现残留的碳峰，说明碳

以无定形态存在于材料之中，这种结合有利于增

强材料的电子导电能力，且对 Li3V2(PO4) 3 的晶体

结构无明显影响.

图 1 3 种 Li3V2(PO4) 3 样品(A、B 和 C)的 X 射线衍射

图谱

Fig. 1 XRD patterns of three Li3V2 (PO4 ) 3 samples (A，

B and C)

由图 2 扫 描 电 镜 照 片 可 以 看 到，3 种 Li3V2

(PO4) 3 样品均呈现不规则形状，颗粒分布较均匀，

平均粒径约 1 μm. 无定形的碳有小部分附着在

Li3V2(PO4) 3 表面，大部分则分散在晶体之间. 其

中，样品 A、B 的碳颗粒较大，且有明显的团聚现

象，而样品 C 的碳颗粒较小，分布较均匀. 这可能

是由于样品 A、B 制备时采用的碳前驱体分别是甲

基纤维素和壳聚糖，二者均属于多分子聚合物，其

图 2 3 种 Li3V2(PO4) 3 样品(A、B 和 C) 的扫描电镜照

片

Fig. 2 SEM images of three Li3V2(PO4 ) 3 samples (A，B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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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结构在生成凝胶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被保

留，因而 800 ℃热处理时生成的碳也相应地较为集

中，呈现团聚状态;而样品 C 使用的葡萄糖是单分

子化合物，在形成凝胶的过程中分散较充分，热解

过程形成的无定形碳也较为分散.
图 3 是分别以样品 A、B、C 组装好的电池经过

12 h 静置后的交流阻抗图谱. 图中最左端靠近原

点的起点表征电池本体阻抗( 欧姆电阻)，半圆表

示电荷转移的阻抗( 界面电阻)，低频区出现的斜

线表示锂离子扩散至 Li3V2 ( PO4 ) 3 晶格的阻抗

(Warburg 阻抗) . 从图中可以看出，由样品 A、B 和

C 组成电池的本体阻抗相互接近，均在 10 Ω 以内.
界面电阻随碳源不同而有所差别. 样品 A、B 的界

面电阻均在 40 Ω 左右. 而样品 C 的界面电阻较

大，约为 250 Ω，说明后者电荷在通过 SEI( 固体电

解质界面)膜进入电极活性材料主体的阻力较大.

图 3 3 种 Li3V2 (PO4 ) 3 样品(A、B 和 C) 充放电之前的

交流阻抗测试图谱，插图示意 3 条曲线的走向趋

势

Fig. 3 Impedance spectra of three Li3 V2 (PO4 ) 3 samples
(A，B and C) before charge /discharge

图 4 为样品 A、B、C 在 3 ～ 4. 5 V 范围内，0. 2
C 倍率下的首次充放电曲线. 如图，3 个样品的充

电曲线均在 3. 61、3. 69、4. 1 V 附近出现明显的电

压平台，其 中 3. 61 和 3. 69 V 两 个 平 台 对 应 于

V4 + /V3 + 电对的氧化还原反应，在这个过程中第 1
个 Li + 分两步完成脱嵌. 而 4. 1 V 的平台则完成了

第 2 个 Li + 的脱嵌. 此前后两个 Li + 脱嵌的理论充

电比容量约为 133 mAh·g －1［5］. 放电过程中，样品

A 的平台宽度基本不变，而样品 B、C 的平台宽度

则有所缩小且下降明显，其放电比容量和库仑效

率也相应降低. 数据表明，三者(A、B、C) 的首次充

电比容量依次为 144. 1、127. 6 和 116. 2 mAh·g －1，

首次放电比容量分别为 130. 6、113. 1 和 103. 3
mAh· g －1 ，首 次 循 环 的 库 仑 效 率 各 为90 . 7% 、
88. 6%和 88. 9% .

图 4 3 种 Li3V2(PO4) 3 样品(A、B 和 C) 在 0. 2 C 倍率

下的首次充放电曲线

Fig. 4 First charge /discharge curves at 0. 2 C of three
Li3V2(PO4) 3 samples (A，B and C)

图 5 示出由样品 A、B、C 组成的电池经过交流

阻抗测试之后，在 0. 2 C 倍率下，3 ～ 4. 5 V 电位区

间内循环 30 周的放电曲线. 可以看出，3 种样品放

电的初 始 容 量 均 较 高，首 次 放 电 比 容 量 分 别 为

130. 6、113. 1 和 103. 3 mAh·g －1 . 第 2 次循环以

后，库仑效率均回升到 94%以上，10 次循环以后库

仑效率稳定在 98%以上，容量无明显衰减. 30 次循

环后的容量分别为 108、109 和 87. 9 mAh·g －1，且

容量保持率较高.

图 5 3 种 Li3V2(PO4) 3 样品(A、B 和 C) 在 0. 2 C 倍率

下的循环性能曲线

Fig. 5 Cycling performances of three Li3V2 (PO4 ) 3 sam-
ples (A，B and C) at 0. 2 C

图 6 为 3 种样品在 1 C 倍率下，3 ～ 4. 5 V 电位

区间内的首次充放电曲线. 充放电之前，先以 0. 2

·23· 电 化 学 2010 年



C 倍率对待测电池完成 1 次充放电循环，以使电池

活化. 与图 4 相比，1 C 倍率下平台变得不明显，尤

其是样品 C 平台几乎消失. 而且，对应的充放电容

量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A、B、C 样品的首次放电

比容量分别为 114. 8、98. 0 和 50. 9 mAhg －1，首次

库仑效率分别为 92. 2%、92. 2% 和 67. 0% . 其中，

样品 C 的容量衰减最为严重，其第 1 个循环的放

电比容量就已降至 50 mAh·g －1 左右，说明该样品

在 1 C 倍率下难以充分实现充放电.

图 6 3 种 Li3V2(PO4) 3 样品(A、B 和 C) 在 1 C 倍率下

的首次充放电曲线

Fig. 6 First charge /discharge curves of three Li3V2

(PO4) 3 samples (A，B and C) at 1 C

图 7 为样品 A、B、C 在 1 C 倍率下 50 次循环

的放电曲线. 与 0. 2 C 倍率相比，1 C 充放电初始

循环的库仑效率较低，容量衰减较快，此时电池

内部需要 一 个 适 应 大 电 流 的 过 程，建 立 新 的 平

衡. 这一下降趋势在 10 次循环之后逐渐趋于稳

定，库仑效率也回升到 98% 以上. 在 50 次循环

中，A、B 的容量保持率较高，50 次循环之后仍有

超过 90 mAh·g －1 的比容量，其中样品 A 的放电

比容量为 95 mAh·g －1 ，容量保持率为 84% . 而

样品 C 的容量仅剩下 40 mAh·g －1 左右. 另者，将

1 C 倍率经 50 次充放电循环之后的电池作交流

阻抗测试( 见图 8) ，发现 A、B、C 3 种电池在充放

电后本体 电 阻 变 化 不 大，而 界 面 电 阻 则 成 倍 增

长.
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充放电过程中

材料的脱落、粉化，使得材料与集流体间接触不

良，此外 Li3V2 (PO4 ) 3 材料本身所具有的 NASI-
CON 结构也造成它的电子导电率较差［11］. 这些因

素综合起来使得样品的电阻较大，锂离子扩散速

图 7 3 种 Li3V2(PO4) 3 样品(A、B 和 C) 在 1 C 倍率下

的循环性能曲线

Fig. 7 Cycling performances of three Li3V2 (PO4 ) 3 sam-
ples (A，B and C) at 1 C

图 8 3 种 Li3V2(PO4) 3 样品(A、B 和 C) 在 1 C 倍率充

放电循环 50 次后的交流阻抗图谱

Fig. 8 Impedance spectra of three Li3 V2 (PO4 ) 3 samples
(A，B and C) after charge /discharge 50 cycles at 1
C

率较慢，无法适应大的电流［12］. 界面电阻最大的 C
样品，其 1 C 倍率循环充放电性能最差;而阻抗性

能相接近的 A、B 样品的电化学行为表现也比较接

近，说明导电性和电池性能有相关性.

3 结 论

V2O5、NH4H2PO4、Li2CO3 为原料，分别以甲基

纤维素、壳聚糖、葡萄糖为碳源在以碳热还原法合

成的 Li3V2(PO4) 3 /C 正极材料中，碳以无定形态分

散于 Li3V2(PO4) 3 晶体表面和晶体之间. 不同碳源

对合成材料的电化学性能之影响，具体表现在电池

界面电阻和充放电循环中容量保持能力的差异. 其

中以甲基纤维素为碳源制得的材料性能较好，由含

碳量为 2. 65%的 A 样品组装的电池，在 0. 2 C 倍率

下首次放电容量达到 130 mAh·g －1，为理论容量的

92. 9% . 在 1 C 倍率下经 50 次循环后仍可达到 95
mAh·g －1的容量，界面电阻在 100 Ω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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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Performance of
Li3 V2 (PO4 ) 3 /C Composite Cathode Materials

LIU Kai-yuan，HUANG Jian-shu，YANG Li*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The monoclinic Li3V2 (PO4 ) 3 cathode materials were prepared by carbothermal reduction method，

with methyl cellulose，chitosan( crab shells) or glucose anhydrous as carbon sources，respectively. The crystal
structures，morphologies and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XRD，SEM and electro-
chemical measurement. The XRD patterns show that the samples obtained at 800 ℃ for 6 h have a pure mono-
clinic structure，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arbon exists in amorphous phase.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of carbon source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s.
The Li3V2(PO4) 3 /C with methyl cellulose as the reduction agent has the best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In
the voltage range of 3. 0 ～ 4. 5 V and at 0. 2 C(1 C = 140 mAh·g －1 )，the initial discharge specific capacity
reached 130. 6 mAh·g －1，and maintained 108 mAh·g －1 after 30 cycles，even after 50 cycles at 1 C，the specific
capacity were still more than 90 mAh·g －1 .
Key words:Li3V2(PO4) 3; cathode materials; carbon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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