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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锂镍氧化物研究新进展

刘汉三 ,杨　勇 3 ,张忠如 ,林祖赓
(厦门大学化学系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 　锂镍氧化物是目前高容量大功率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主要候选材料之一. 本文详细介

绍了锂镍氧化物作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实用化困难与其结构的内在联系 ,以及解决这些困难

所进行的合成方法和掺杂改性研究的概况. 探索新的合成方法以及多组分掺杂改性应是今后锂镍

氧化物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 　锂镍氧化物 ;合成 ;结构 ;性能 ;多元素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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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日本 Sony 公司开发出锂离子电池 ,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新型电极材料和

电解质选择是锂离子电池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几年来 ,碳负极性能不断改善和提高[1 ] ,并且屡

有新的高性能负极体系出现[2 ,3 ] ,电解质的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4 ] . 相对而言 ,作为锂离子电

池锂源的正极材料研究较为滞后 ,成为制约锂离子电池整体性能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 目

前 ,正极材料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研究较多的正极材料包括 LiCoO2 ,LiNiO2 和

LiMn2O4 ,其中层状结构的 LiCoO2 电极性能良好 ,是当前市场上商品锂离子电池广泛采用的

正极材料 ,但也存在价格高 ,污染大等缺点 ;尖晶石结构的 LiMn2O4 价格便宜 ,无污染 ,被视为

取代 LiCoO2 的首选材料 ,获得广泛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容量偏低 ,高温下容量衰减严重等问

题 ,其应用范围仍受到一定的限制 ;与结构相似的 LiCoO2 相比 ,LiNiO2 具有容量高 ,功率大 ,

价格适中等优点 ,但也存在合成困难 ,热稳定性差等问题 ,其实用化进程一直较缓慢. 然而 ,随

着掺杂型锂镍氧化物 (如 LiNi1 - yCo yO2
[5 ]等) 性能的改善和提高 ,况且 ,将锂离子电池的应用

扩展到电动汽车 ( EV ,HEV) ,蓄能电站 ,军事应用等工业大电池领域正成为研究热点 ,而在上

述 3 种正极材料中 ,则 LiNiO2 无疑是要求高容量 ,大功率 ,长寿命 ,经济安全的工业大电池首

选材料. 因此 ,近几年来 LiNiO2 又重新成为 LiCoO2 取代材料研究的热点. 法国 SAFT 公司[6 ]

和日本“新阳光计划”[7 ]均在这一领域投入相当人力和财力 ,国内也有少量单位开展这方面的

工作 ,但投入相对较少. 本文主要从 LiNiO2 合成方法的研究 ,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和掺杂改性能

研究等 3 个方面对 LiNiO2 研究的新进展进行简单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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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成方法的研究
传统的 LiNiO2 高温固相反应合成是将锂盐 (Li2O , LiOH , LiNO3 等 ) ,镍盐 ( NiO , Ni

(NO3) 2 ,Ni (OH) 2 等)及其它掺杂元素的盐类混合均匀后 ,压制成片或丸 ,在 650 ℃～850 ℃

下多次高温煅烧 ,冷却研磨而得其粉末. 此高温固相反应易生成非计量比产物 ,产物的重现性

和一致性差 ,这是 LiNiO2 应用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因而 ,如何改进合成方法 ,获得性能优良

的 LiNiO2 已成为研究此种材料的关键.

出现上述非计量比产物的原因主要有 :1)在高温合成条件下 ,锂盐容易挥发而导致锂缺陷

产生[8 ] ;2)从 Ni2 + 氧化到 Ni3 + 存在较大的势垒其氧化难于完全[9 ] ;3) 高温下 ,LiNiO2 易发生

相变和分解反应 ,比如在空气中超过 720 ℃,LiNiO2 即开始从六方相向立方相转变 ,这种发生

大量锂镍置换 (displace)的立方相没有电化学活性 ,且其逆过程很慢而不完全[10 ] . 针对这些因

素 ,采用一系列优化措施可促进接近计量比的 LiNiO2 产物的合成. 如在反应物中加入过量锂

盐 ,可弥补 Li2O 挥发造成的影响 ;在反应物中加入易分解的氧化剂成分 (如 NO3
- 等) ,在氧气

氛中进行反应以抑制分解 ,促进 Ni2 +氧化成 Ni3 +或者干脆先对 Ni2 + 进行预氧化处理 ,都能有

效地减小合成产物中 Ni2 + 的含量 ;高温固相反应在 650 ℃以下产物不纯 ,在空气中 720 ℃以

上将发生不完全可逆相变 ,超过 850 ℃将分解成 NiO ,因此合成温度宜根据氧气压力的大小控

制在 700 ℃左右[11 ] . 通过这些优化措施 ,目前可以制备出 z = 1 %～2 %的 Lil - z Nil + z O2 产物 ,

但完全满足计量比的产物仍难实现.

合成方法的研究还包括对产物均一性和产物颗粒大小与形貌的表征[12 ] . 产物中尤其是掺

杂型产物中元素分布不均一将对性能产生不良影响 ,采用提高温度、增加反应时间可以使产物

趋向均一 ,但会助长非计量比产物的生成 ,最佳的方法是采用预混匀处理即利用共沉淀 (co2
precipitation)或溶胶凝胶 (sol-gel)方法 ,在反应前使各元素离子混合均匀. 以往研究表明 ,产物

颗粒大小与形貌对电极性能有很大影响 ,但目前有关文献这方面的研究仍较少 ,有待加强. 此

外 ,传统的固相反应因高温 ,长时耗而造成操作不便 ,成本增长 ,因此需要探索其他新的低温液

相合成方法. 以下列出了传统高温固相合成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对策.

　　　　存在问题 　　　　相应对策

●　难于生成计量比产物

(1) Li 挥发

(2) Ni2 +难氧化

(3) 高温相变与分解

●　产物元素分布的均一性

●　产物颗粒大小形貌的差异

●　高温 ,长时耗缺点

●　加入过量锂盐

●　增加氧化剂成分 (NO3
- 等)

●　在氧气氛下反应

●　预氧化处理 (NiOOH)

●　适宜反应温度 (～700 ℃)

●　预混匀处理 (sol- gel ,共沉积)

●　控制反应温度和时间

●　采取液相合成等新方法

　　综合以上考虑 ,目前 LiNiO2 合成方法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改进型的高温固相反应[13～18 ] .

如 sol-gel 预处理法 :采用柠檬酸 ,己二酸 ,丙烯酸等为螯合剂 ,与镍、锂或其它掺杂元素的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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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或醋酸盐溶液混合形成溶胶 ,加热挥发形成凝胶 ,再将干燥后的凝胶作为前驱体 ,结合为防

止非计量比产物出现的各种措施 ,高温固相合成 LiNiO2 . 这一方法有效保证了产物的均一性 ,

更重要的是大大缩短了反应时间 ,也有利于接近计量比产物的生成 ,成为目前广泛采用的实验

方法 ,而且在工业生产上也不难实现. 第二类是完全撇开传统合成的新方法[19～23 ] . 如预氧化

离子交换法 :先用 Na2 S2O8 将 Ni (OH) 2 氧化成 NiOOH ,再于水热合成条件下令 Li + / H + 发生

离子交换反应 ,最终得到 LiNiO2 产物. 这种方法克服了传统方法的高温长时耗缺点 ,但

NiOOH 存在两种不同晶型的差异 ,氧化剂残余物 SO4
2 - 以及产物中少量残余水的存在 ,都对

　图 1 　层状 LiNiO2 的晶体结构示意图

　Fig. 1 　A cubic lattice representation of LiNiO2 layered

structure

该方法合成的产物性能造成很大影响 ,

所以新方法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2 　结构和性能的关系
理想 LiNiO2 晶体为 a-NaFeO2 型菱

方层状结构 ,属于 R3m 空间群 ,其中 6c

位上的 O 为立方密堆积 ,3a 位的 Ni 和

3b 位的 Li 分别交替占据其八面体空

隙 ,在[111 ]晶面方向上呈层状排列[24 ] ,

如图 1. 从电子结构方面来看 ,由于 Li +

(ls2)能级与 O2 - (2p6) 能级相差较大 ,而

Ni3 + (3d7) 能级更接近 O2 - (2p6) 能级 ,

所以 Li-O 间电子云重叠程度小于 Ni-O

间电子云重重叠程度 ,Li-O 键远弱于

Ni-O 键. 在一定条件下 ,Li + 能够在 NiO

层与层之间进行嵌入脱出 ,使 LiNiO2 成

为理想的锂离子电池嵌基材料. 但是 ,作

为实际电极材料的 LiNiO2 存在易生成非计量比产物 ,导致第一次循环容量损失 ;充放电过程

包含多次相变 ,导致电极容量衰退快 ;高脱锂状态下热稳定性差 ,带来安全性问题等实用化困

难[25 ] .

2 . 1 　产物非计量比与第一次循环容量损失

研究表明[26 ] ,合成产物的非计量比是导致 LiNiO2 电极第一次循环容量损失的主要原因.

非计量比 LiNiO2 主要体现为锂、镍离子的错位及缺锂富镍状态. 由 XRD 精化 ( Rietveld refine2
ment)可确认 LiNiO2 合成产物 Li + 位上存在 Ni2 + [26 ] ;而中子衍射实验[27 ]证明 Li + 不在 Ni3 +

位. 为了维持 Ni2 + 进入 Li-O 层后体系的电中性平衡 ,原 Ni-O 层中也必然有等量的 Ni2 + 存在 ,

所以非计量比产物可表示为[Li +
1 - y Ni2 +

y ]3b [ Ni3 +
1 - y Ni2 +

y ]3aO2 . C. Delmas 小组[25 ,28 ]认为非计量

比 Li1 - yNi1 + yO2 层间 Ni2 + 在脱锂后期将被氧化成离子半径更小的 Ni3 + ,造成该离子附近结

构的塌陷 ,在随后的嵌锂过程中 ,Li +将难于嵌入已塌陷的位置上 ,从而造成嵌锂量减少 ,致使

第一次循环容量损失. 但 K. -B. Kim 等人[29 ]认为层间和层中 Ni2 + 应在脱锂前期同时发生氧

化 ,而且层间 Ni2 + 周围的 Li +会优先脱出 ,容量损失主要发生在第一次循环脱锂前期. 另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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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脱锂充电过程到高电压 ,生成高脱锂产物 ,那么此时 Ni-O 层结构将由数量占大多数而半

径较小的 Ni4 + 决定 ,同时具有 Jahn- Teller 效应的少量 Ni3 + 将通过四面体空隙转移到 Li + 空

位[30 ] ,起到稳定整个结构的作用 ,从而也造成更大的容量损失. 由此可见 ,合成产物非计量比

偏移值越大 ,电极第一次循环容量损失和高电压下充电容量损失越大. 因此 ,合成尽可能接近

计量比的产物成为 LiNiO2 研究的首要环节.

2 . 2 　结构相变与嵌脱过程不可逆性

理想的嵌基材料要求嵌入脱出过程前后其结构变化不大而且可逆. 然而实际材料往往难

于完全达到这一要求. 特别是氧化物材料 ,由于保持稳定有序相结构的是离子键的静电作用

力 ,离子在其中进行嵌入脱出必然发生结构的变化. LiNiO2 也不例外 ,在 Li + 的嵌入脱出过程

中发生一系列结构相变. T. Ohzuku 等人[24 ]详细研究了一过程 ,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C. Del2
mas 等人[31 ]进一步研究其中一些细节问题 ,并解释了发生相变的原因. 图 2 [31 ]是 C/ 100 下

Li xNiO2 充放电曲线及其相应的微分曲线. 他们认为 Li xNiO2 的充放电过程主要经历以下几

个相变阶段 :

Ⅰ. 1. 00 > x > 0. 75 区间 :Li x NiO2 为菱面体相 R1 ( Rhombohedral phase) ,相应的微分曲

线存在两对峰 ,说明虽然晶型未变 ,但微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

图 2 　LiNiO2 的充放电曲线及其微分曲线

Fig. 2 　Charge- discharge cycly of a Li/ LiNiO2 cell and corresponding derivative curve[ 31 ]

Ⅱ. 0. 75 > x > 0. 45 区间 :Li x NiO2 转变为单斜晶相 M (Monoclinic phase) ,其微分曲线也

存在两对峰 ,但峰强较弱 ,表明此区间微观结构相对稳定 ;

Ⅲ. 0. 45 > x > 0. 25 区间 :Li x NiO2 重新转变成一个新的菱面体相 R2 ,微分曲线有一对较

强的峰显示出这一相变过程 ;

Ⅳ. 0. 25 > x > 0. 00 区间 :Li x NiO2 先是出现一个新的菱面体相 R3 ,继而出现六方相 H4

( Hexagonal phase) . H4 相是 NiO2 ,为 O1 型堆积 (六方密堆积 ABAB ⋯) ,与 LiNiO2 的 O3 型堆

积 (立方密堆积 ABCABC ⋯)相比 ,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16 ] . 微分曲线显示出一对较强的不对

称峰. 可知 ,此区间的相变过程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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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图中相变区域的划分并没有如上那么绝对 ,而是在相与相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区 ,

在充放电曲线上表现为一段电压平台 ,在微分曲线上表现为一对相变峰.

LiNiO2 嵌入脱出过程的多次相变对电极性能有重要影响. 相变过程的结构变化降低了电

极长期循环的稳定性 ,导致容量衰减和寿命缩短. 充电后期相变的不可逆性 ,要求电极充电过

程必须控制在 4. 1 V 以下 ,这就将 LiNiO2 的比容量限制在～200 mAh/ g (约 0. 75Li + ) . 如果充

电电压超过 4. 1 V ,将产生不可逆容量损失. 实验[8 ]证明当充电至 4. 8V 时 ,将生成组成为

Li0. 06NiO2 的产物 ,其每次循环的不可逆容量损失高达 40～50 mAh/ g ,数次循环后即完全失

效.

电子衍射实验[32 ]表明 Li xNiO2 中存在着因锂离子/ 空位有序化 (lithium/ vacancy order2
ing)而形成的超晶格结构. 正是由于这种超晶格结构随 Li + 的脱出和缺陷的增加而发生重排 ,

晶体点阵类型才发生从 R1 →M →R2 →R3 的变化. 要抑制这种锂离子/ 空位的有序化重排有两

种途径 :1) 在锂位掺入其他离子 ,造成锂层自身的无序化. 如在 Li + 位存在 Ni2 + 的非计量比

Li1 - x Ni1 + xO2 ,当 x ≥0. 06 时 ,其放电过程将不出现单斜相[32 ] ;2) 在镍位掺入其他离子 ,通过

镍层的无序化影响锂层的有序化. 如掺入 15 %的 Mg2 + 后相变几乎消失[33 ] . 由此可见 ,掺杂改

性是抑制 LiNiO2 嵌入脱出过程结构相变 ,提高电极性能的重要途径.

2 . 3 　热稳定性与安全性

安全性一直是阻碍锂电池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锂离子电池的出现和安全保护措施的加

强 ,才驱除笼罩在锂电池上的这片“阴影”. 但是在特殊条件下 ,以嵌基材料为电极的锂离子电

池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这与嵌基材料的热稳定性有重要关系. 比较在同一条件下 (电解

液为 PC/ EC/ DMC ( 1/ 1/ 3) + LiPF6 ( 1M) ) 充电至 4. 2V ( vs. Li/ Li + ) 的 LiCoO2 ,LiNiO2 和

LiMn2O4 正极材料的 DSC 曲线[25 ]可知 ,其热分解温度依次为 LiMn2O4 > LiCoO2 > LiNiO2 ,放

热效应依次 LiNiO2 > LiCoO2 > LiMn2O4 . 亦即在这三种研究最多的正极材料中 ,LiNiO2 的热

稳定性问题尤为突出. LiNiO2 热稳定性差的原因在于高脱锂状态下 ,即充电过程后期 ,Ni3 + 被

氧化成 Ni4 + ,而 Ni4 + 氧化性特别强 ,不仅氧化分解电解质 ,腐蚀集流体 ,放出热量和气体 ,而且

自身不稳定 ,在一定温度下容易放热分解并析出 O2 . 当热量和气体聚集到一定程度 ,就可能发

生爆炸 ,使整个电池体系遭到破坏. 因此 ,提高材料的热稳定性是 LiNiO2 安全性研究的主要内

容. LiNiO2 热稳定性与充电状态有关 ,DSC 曲线[25 ,34 ]显示随充电电压的升高 ,LiNiO2 的热分

解温度相应降低 ,但放热峰升高 ;此外 ,还与电解液的耐氧化能力有关. H. Arai 等人[35 ]研究了

不同嵌锂量 Li1 - yNiO2 的热分解行为 ,提出如下热分解机理 :

Li1 - yNiO2 →(2 - y) Li (1 - y) / (2 - y) Ni1/ (2 - y) O + ( y/ 2) O2 ( y ≥0. 7)

并认为产生放热反应的原因在于高脱锂状态下锂、镍离子发生了混合 ,锂镍氧化物从有序层状

结构转变为无序岩盐结构. 但 LiNiO2 的热分解机理和原因还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据 ,有待进一

步研究.

3 　掺杂改性研究
如前所述 ,由于 LiNiO2 本身存在合成困难 ,结构相变和热稳定性差等而难于实用化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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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都与 LiNiO2 的内在结构有关. 只有通过外来元素的参与 ,改变或修饰 LiNiO2 的结

构 ,才是实现 LiNiO2 作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最有效途径.

至今为止 ,掺杂改性研究已经考察了几乎遍及半个周期表的元素 ,包括 Na、Ca、Mg、Al、

ZnB、F、S ;Co、Mn、Ti、V、Cr、Cu、Cd、Sn、Ga、Fe ⋯⋯[25 ] . 其中 Co 的掺杂研究较早较多也较成

功 ,研究[36 ]表明 LiNi1 - yCo yO2 ( y = 0. 1～0. 2) 既改善了 LiNiO2 的缺点 ,又体现出比 LiCoO2

更好的性能 ,比容量能达到 180 mAh/ g ,如能进一步改善其循环寿命 ,将成为最有希望取代 Li2
CoO2 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正极材料. 单组分掺杂研究主要从元素的种类 ,掺杂量 ,固溶体形成 ,

掺杂方法等角度来考察掺杂后的电化学性能. 掺杂效应主要表现在 :

1) 提高高脱锂状态下的热稳定性及其安全性 :实验表明一些元素的掺杂能够提高 LiNiO2

的热稳定性. 未掺杂 Li x NiO2 ( x ≤0. 3) 热分解温度为～200 ℃[37 ] ,而掺 15 %Mg 的为 224

℃[33 ] ,掺 20 %Co 的为 220 ℃[38 ] ,掺 20 %Co + 10 %Al 的为 230 ℃[39 ] ,掺 Ti + Mg 后甚至达到

400 ℃[25 ] ,并且释放的热量大幅度减小. 文献[40 ]认为未掺杂 LiNiO2 在充电后期相变至六方相

阶段先后经历晶格参数各异的 3 种六方相形态 ( H1 ,H2 ,H3) ,其中 H3 发生不可逆的层间距萎

缩 ,而 LiMg0. 125 Ti0. 125 Ni0. 75O2 在同样条件下不出现 H3 ,因此抑制 H3 的生成能提高热稳定

性.

2) 减小容量损失 ,提高循环可逆性 : C. Delmas 等 [41 ]认为掺杂元素的作用与其在 LiNiO2

结构中的位置有关. 磁性研究证明掺杂离子 Co3 + 、Al3 + 、Fe3 + 位于 Ni-O 层 ,由于离子半径、价

态的不同 ,对非计量比化合物中 Ni2 + 含量的影响也不同 ,掺 Co3 + 将减少 Ni2 + 含量 ,掺 Al3 + 、

Fe3 +将增加 Ni2 +含量[41 ] ;而掺杂离子 Mg2 + 处于 Li-O 层 ,取代非计量比化合物 Li-O 层中的

Ni2 + ,起到支撑作用 ,从而避免在充电后期出现结构塌陷 ,造成不可逆容量损失.

此外 ,外来元素的掺入能阻止 Li + / 空位的有序化重排 ,抑制结构相变的发生 ,提高循环可

逆性. 比较 Li x NiO2 ,Li xNi0. 9 Fe0. 1O2 ,Li xNi0. 9 Mg0. 1O2 的充放电曲线及其微分曲线 ,可看到掺

杂后结构相变几乎消失[41 ] . 从充放电前后体积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掺杂对结构相变的抑制[33 ] ,

LiNi0. 87Mg0. 13O2 充电至 Li0. 3Ni0. 87Mg0. 13O2 ,体积变化为 1. 83 % ,而同等条件下 LiNiO2 的体

积变化为 2. 87 %.

3) 提高充放电电压 :掺入外来元素能改变本体材料的电极电势 ,根源在于电子能级的变

化. G. Ceder 等[42 ,43 ]通过从头计算 (ab initio)和第一性原理计算 (first principle)等理论研究 ,认

为决定充放电电压的是氧离子参与电子交换的程度. 当掺杂离子为不含 d 轨道的 Al3 + 时 ,氧

离子参与电子交换的程度将增加 ,充放电电压也同时升高. L . A. Montoro 等人[44 ]通过 XAS 实

验研究了 LiNi0. 5Co0. 5O2 的电子结构及其变化 ,认为 Li +的嵌脱过程除引起 Ni 价态的变化外 ,

还会导致 O 价态的变化. 这些观点与传统上认为充放电电压只由过渡金属离子价态变化来决

定的有差异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4) 改善大倍率充放电能力 :锂镍氧化物的大倍率充放电能力部分取决于材料中 Li + 的化

学扩散系数和电子的电导率. Co3 + 、Al3 + 的掺杂能够稳定 LiNiO2 的 2D 层状结构 ,有利于 Li +

的扩散 ,Fe3 + 的掺杂倾向于 3D 结构的形成 ,不利于 Li +的扩散[41 ] . LiNiO2 中 Ni3 + 电子排布为

t2g
6eg

1 ,电子导电性比 LiCoO2 (Co3 + :t2g
6eg

0)强 ,因此要提高 LiNiO2 的导电性 ,掺杂元素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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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孤对电子. 文献[38 ]认为 Co3 +的掺杂提高 LiNiO2 的导电性是因为 Co3 +先氧化成具有孤对

电子的 Co4 + . 此外 ,导电性还与掺杂后缺陷的分布状况有关.

5) 对比容量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 ,外来元素的掺入对 LiNiO2 比容量的影响主要与掺入元

素的价态高低、价态是否可变以及原子量大小有关[45 ] . 价态不变元素 (如 Mg2 + ,Al3 + 等) 的掺

杂将限制 Li +的脱出 ,减低比容量 ;低价元素 (如 Mg2 + ) 的掺杂要求部分 Ni3 + 氧化到 Ni4 + ,减

小电子转移数 ,而高价元素 (如 Ti4 + ) 的掺杂要求部分 Ni3 + 还原到 Ni2 + ,增大电子转移数 ;比

Ni 原子轻的元素 (如 Mg ,Al 等)掺杂有利于比容量的提高. 凡此等等 ,除了考虑掺杂元素对结

构和性能的影响外 ,选择掺杂元素时还应尽量选取价态可变 ,质量轻 ,价格便宜的高价态元素

离子.

以上表明通过掺杂改性可以改善 LiNiO2 的性能 ,但不同元素具有不同的掺杂效应 ,单一

组分的掺杂有利也有弊 ,只有结合多种元素的掺杂作用 ,扬长避短 ,才能全面提高 LiNiO2 的整

体性能. 目前 ,已有 Ti + Mg[41 ] ,Co + Y ,Co + Al ,Co + Ti + Mg[39 ] ,Co + F[46 ] ,Co + Mn[47 ]等多组

分掺杂的报道. 我们课题组的初步实验结果 ①也表明 ,适当的多组分元素掺杂能够提高

LiNiO2 电极材料的容量和热稳定性. 显然 ,多组分掺杂研究的实验工作量非常大 ,如果没有一

定的规律或理论来指导 ,势必走向盲目. 因此 ,很有必要深入探讨掺杂效应的内在原因 ,揭示掺

杂元素对 LiNiO2 本体电子结构和晶体结构的影响 ,通过实验和理论计算找出一些普适性规

律 ,逐步确立掺杂改性的选择依据. 由于这方面工作难度较大 ,目前进展还较缓慢 ,但已经引起

研究者的广泛重视.

4 　结束语
综上 ,锂镍氧化物具有容量高 ,价格适中等优势 ,适宜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应用于

从手机电池到电动车电池的广泛领域中. 但其存在的合成困难 ,结构不稳定和热稳定性差等问

题 ,而阻碍了其实用化. 通过深入研究 LiNiO2 的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目前已经能够分

析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 ,并由此找到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 一方面 ,通过优化合成条件 ,改进

合成方法 ,可以合成接近理论计量比并且一致性较好的产物 ,但传统固相合成方法存在的高

温 ,长时耗 ,高能耗等缺点要求进一步开发简便经济的新方法. 另一方面 ,通过单组分掺杂改性

可以从不同角度提高 LiNiO2 的性能 ,但要全面提高 LiNiO2 的整体性能 ,还有赖于多组分掺

杂. 同时在目前广泛考察单组分掺杂效应的基础上 ,深入探索其产生的微观原因 ,才能为多组

分掺杂建立可靠的选择依据. 这将是今后锂镍氧化物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总之 ,锂镍氧化物研

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并重新引起研究人员和生产厂家的广泛重视 ,在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其性

能尤其是安全性之后 ,掺杂型锂镍氧化物将走向实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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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gress in studies of lithium nickel oxide
as positive electrode materials of lithium ion batt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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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hium nickel oxide as the positive electrode of lithium ion batteries has aroused

more and more interes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reserches on synthesis and element- substi2
tution of LiNiO2 cathode material ,and summarizes the intrins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ies

and sturcture of the material. The developments of new synthesis methods and mutil- substitution

of the material are expecting to be studi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 Lithium nickel oxide ,Synthesis ,Structure ,Performance ,Multi-element- substit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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