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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归纳总结了变革性储能技术的研发现状和发展趋势.从化学工程学科的角度,分
析了变革性储能技术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凝练了储能材料—器件—系统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

题,提出了“新能源化工”发展的新思路及未来的研究重点,助力推动我国变革性储能技术的研发能

力提升,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发挥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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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储能技术的现状与挑战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能量、材料及信息共同维系着世界的存在并推

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又在不断的自我发展,最典

型的特征就是存储能力的不断增强[１].当前,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刻,在“双碳”战
略背景下,面临着能源结构转型、科技竞争加剧等诸

多挑战,而我国能源禀赋呈现富煤少油贫气的特点,
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方

向.我国能源资源与需求呈逆向分布,８０％以上的

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但７０％以上的需求却

集中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将

快速增长,预计到２０６０年占比将达到８０％,其中太

阳能和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６．３TW.然而,可
再生能源普遍具有随机性、波动性、不确定性和地域

分布不均等特点,迫切需要发展高效变革性储能技

术,以保证能源供需的时空匹配.
当前,储能研究十分活跃,发表论文及专利数量

呈级数增长;储能材料及器件制造规模快速增长,产
业化应用蓬勃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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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电化学储能由于能效高、响应快、灵活性强而

备受关注,目前约占所有储能装机容量的１２％(图

１a)[２],预计到２０６０年将上升到３０％.以锂离子电

池为代表的电化学储能领域,我国在制造规模和研

发水平等方面居世界前列.经过产学研各界多年来

的共同努力,对其所涉及的热力学、动力学和电化学

储能过程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但是,随着储能规

模的快速增长和储能系统的日趋复杂,在关键材料、
器件、系统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当前电化学储能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材料修饰改

性和器件结构优化方面,对储能过程及系统所涉及

的多尺度构效关系、反应—传递耦合机制的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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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充分,亟需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从化学工程的角度看,电化学储能过程可被视

为电场作用下的一种特殊的跨尺度“三传一反”过
程.以锂离子电池为例,其区别于一般化工过程的

主要特点在于电场环境中电荷/物质/热量传递与电

化学反应相互耦合和制约:一方面,反应(锂离子的

脱嵌和转化)集中在 Å~μm 尺度的电极/电解质界

面(图１b)[３],这直接关系到电池储能机制、能量密

度、动力学性能等,而电极/电解质界面膜与双电层

则通过改变离子的溶剂化结构、传输机制等对这一

过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热量与荷电状态在纳微米

(电极)、厘米(电池)甚至米(电池组及储能系统)尺
度上存在差异,极片内部的离子和电子传输机制可

通过内阻影响热量与荷电状态的局部均一性,进而

与单体电芯、电池包结构一起影响储能器件的寿命

和安全性(图１c,d)[４,５].同时,由于电池结构自身

的相对封闭性,致使其内部储能过程长期处于“黑
箱”状态.尽管近年来由于原位检测和机器学习等

技术的进步[６],人们对电池的能量存储与转化过程

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但仍有诸多化学工程基础科学

问题亟需解决.为构建具有经济性、可靠性和安全

性的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系统,需要厘清材料—器

件—系统间的多尺度构效关系,从消费端出发进行

“逆向设计”,同时需要揭示储能过程中“三传一反＋
X”的共性科学问题,研发变革性储能技术及系统,
引领储能科学国际前沿,支撑国家“双碳”战略.

２　电化学储能技术研究进展

２．１　储能材料及器件

高效安全的电化学能源存储系统始终是储能研

究追求的目标[７].在当前广泛应用的电化学储能

中,锂离子电池占９０％以上,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１)能量密度低、电池续航短、充电慢及循环寿命

短;(２)宽温适应性差、在高低温环境下存在效率及

安全问题;(３)锂资源储量少,且分布不均匀.因

此,储能材料和器件的创新对于大规模高效储能技

术发展至关重要.
(１)高电压、高比容量、长循环寿命电极材料

脱锂电压平台低、比容量低、循环寿命短是制约

高效储能系统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研发高性能新

型电极材料是实现其突破的关键.目前新材料的开

发主要包括三大类:转化型、嵌脱型以及合金型,包
括具有优异循环性能的功能碳材料,具有高比容量

和高脱锂电压平台的各类金属氧化物、硫化物和复合

图１　(a)截止到２０２１年全球主要储能形式及其占比,新型储能中锂离子电池占比在９０％以上[２];(b)锂电池脱嵌

锂(反应)过程发生在电极/电解质的纳微界面,界面膜对该过程有显著影响[３];(c)集流体、电极涂层微米级的局部

间断对脱嵌锂速度、产热速率均有一定影响[４];(d)放电过程中电芯内部、电池包中不同位置的电芯[５]的热分布在

特定尺度上均呈现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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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材料.各类材料都具有自身的优缺点,因此

未来对储能材料的设计将向不同类材料的复合方向

发展,以实现储能器件性能的最优.另外,由于电池

循环寿命和容量与电极材料微观结构密切相关,但
是微观结构的调控往往伴随着繁琐的合成方法,因
此未来需要研发绿色、低成本、相对简单的储能材料

可控制备技术.目前,商业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

几乎达到极限,仍无法满足市场对高能量密度储能

的需求,故新一代高比容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正在

向高容量层状或高熵材料发展,同时,负极材料正在

向高比容、长寿命的改性石墨、硅碳、锂金属、黑磷等

发展.进而,采用固态电解质与富锂锰正极、锂金属

负极组装的全固态锂电池,不仅具有高能量密度、长
周期稳定性,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安全性[８].

(２)高安全电解质

储能电池中的热失控等安全问题主要源于所使

用的有机电解液,因此,开发新的电解质材料至关重

要.离子液体具有电化学窗口宽、热稳定性好等优

势,其与高电压正极、金属锂负极均有良好的相容

性,也可减少锂硫电池的穿梭效应,因此在提升电池

安全性、极端环境储能应用等方面倍受关注.中国

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发了国内首套离子液体电

解液规模化制备装置,并对离子液体在准固态、固态

电池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创新[９,１０].目前,国内外

相继研发出多种高电导率的固态电解质,并通过调

控界面相来进一步提升电池的性能.固态锂电池同

时具有高能量密度和高安全性等优势,有望成为未

来混合动力汽车、柔性灵活储能器件等的重要选择.
然而,全固态体系的离子电导率相对于液态电解质

体系仍然比较低,倍率性能低成为“瓶颈”,因此,开
发新型固态电解质、调控电极/电解质界面将是重要

的研究方向.此外,水系电解质比传统的有机电解

质更安全,但也存在诸多挑战,如电化学窗口窄、对
极端环境的适应性差、储存寿命短等.通过合理的

界面设计、电极三维化、电解液添加剂等措施,可解

决水系电池中电解液分解、电极结构稳定性差等问

题,促进水系电解质商业应用[１１].
(３)新型非锂储能器件

为应对锂资源储量的日益稀缺,开发新型非锂

储能器件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钠离子

电池因其资源丰富、成本低廉、安全性好等优势,有
望应用于大规模储能.目前,国内钠离子电池产业

链已逐步成熟,国内外众多公司积极投入钠电产业.
为进一步提升钠离子电池的性能,重点是通过优化

电极材料、电解质和隔膜的性能,提升电荷传输效率

和界面稳定性[１２].为了促进其商业化应用,开发钠

离子电池的无模组技术以提高系统能量密度是钠离

子电池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此外,锌离子电池也

是具有较大潜力的电化学储能体系,兼具水基电解

液安全性高和锌电极充放电快的双重优势,未来研

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设计电极结构抑制枝晶生长、开
发大阴离子型弱酸性电解液等[１３].

２．２　储能过程及调控机制

储能是一个涉及固固/固液界面、电子/离子/分

子传输、热量传递及电化学反应的复杂过程.深入

研究传递—电化学反应耦合机制(如电荷存储机制、
容量退化机制、结构演化过程和电极/电解质界面反

应等)将有助于构建高效储能器件及系统.
与锂离子电池相比,流体储能易放大,可实现

大规模储能,主要包括液流(均相)和浆料(多相)
两种体系.我国在流体储能技术领域的研发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和示范取得

诸多进展,包括深入揭示了电极、电解液、双极板、
离子交换膜等关键材料的构效机制,研发了高效电

池单 体 及 集 成 系 统,建 成 了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的

２００MWh/８００MWh储能调峰 示 范 并 成 功 并 网.
由于钒价格飙升,为降低成本、减少环境影响,国
内外也在积极探索锌溴、铁铬、全铁等低成本液流

电池体系,但如何提升其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及稳

定性等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无隔膜液流电池可

进一步简化反应器结构,且有更高的比能量,但沉

积型金属电极也会带来枝晶及安全性问题,需要对

电解液成分和电极结构进行优化.
浆料电池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变革性储能技术,

其能量存储于悬浮的固体活性颗粒中,兼具液流电

池的可拓展性、功率与能量解耦,以及锂离子电池能

量密度高的优点.然而,浆料流动、反应过程是复杂

的多相化学工程问题,目前对浆料电极、电荷传输、
流场结构等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对反应器和系统层

次的研究较少.对于浆料电池反应器,最重要的是

悬浮液与集流体间电子传输的连续性、特殊泵结构

设计、电池模块设计、以及电极活性材料的固有特性

等对器件性能的影响[１４].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在该领域有所突破,初步阐明了复杂多相浆料

体系中电荷传递及多物理场耦合规律,构筑了高稳

定高比容浆料、高离子电导隔膜和大容量电化学反

应器,并设计了浆料储能集成系统[１５１７].
总之,流体储能特别是浆料储能,是涉及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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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跨时空反应—传递等因素的十分复杂的系

统工程,亟需采用化学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对材料、反
应器及系统进行创新,提高其工作和极限电流密

度[１８].例如,当电活性物质流经多孔电极时,强制

对流(压力梯度)、扩散(浓度梯度)和迁移(电位梯

度)等因素会影响电化学反应动力学,研究相应的流

变性、流场调控机制,并进行流场优化设计,有利于

降低流体储能体系的欧姆损耗、增强传质、提高极限

电流密度和峰值功率密度[１９].因此,围绕流体储能

电化学反应器中复杂的物质传递、电荷传输和电化

学反应调控规律,研究电荷/物质/热量传递规律及

电化学反应动力学,揭示其耦合调控机制,进而提出

强化电化学反应—传递的新策略,将推动高比能流

体储能技术创新及系统变革[２０].

２．３　智慧储能系统

储能系统涉及多个尺度和多个子系统,因而可

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进行跨尺度建模和优化,并
与能源系统的其它设备进行协调,以便有效弥补分

布式能源系统中能源供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

衡,实现安全、高效、低碳的运行[２１].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发展,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在储能研发、服役工

况下实时监测、以及多能互补系统智能调控等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２２].
(１)智能研发

在研发阶段,人工智能可有效加速储能材料的

逆向设计、化工过程和器件层面的优化设计,从传统

的“试错式”转变为由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高通量

实验等为支撑的“智能设计”模式(图２).例如,在
材料层面,通过量子计算、实验数据和机器学习的结

合,可快速设计并创制有潜力的聚合物材料,用于新

型储能器件及系统[２３].此外,目前储能的重要研究

领域还包括多子传递、反应—反应耦合、传递—反应

耦合、多场驱动等.结合先进表征、模拟计算、理论

分析、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可以开

展多场驱动、多子传递与电化学反应的协同优化,辅
助跨尺度反应—传递过程的建模.通过各个层面的

耦合,可实现处于开发阶段储能的全局智能研发.
例如,目前已开展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场景的储能

系统进 行 性 能 预 测、优 化 设 计、控 制 和 运 行 的

研究[２４].
(２)智能监控

在使用阶段,电池管理系统可以保障电池使用

的安全性、延长电池寿命、降低成本、保障供电质量.
其中,对荷电状态和健康状态的预测是关键.电池

状态一般通过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间接预

测,且与运行条件和电池老化情况相关.针对上述

两点,早期的电池管理系统主要基于启发式规则的

策略,难以实现最优控制,而后又催生了一系列基于

电化学模型、等效电路模型、卡尔曼滤波模型的优化

策略,但存在计算成本较高的问题.而人工智能可

以辅助理论模型和机制的创新,为能量转换动态过

程的原位高时空分辨表征与分析创建新原理与新方

法,实现实际工况下的电池原位监测和管理[２５].最

新研究正在积极探索基于机器学习和强化学习的控

制策略,这类人工智能方法不需要模型,而且可以快

速响应.例如,采用机器学习和贝叶斯优化开发的

闭环电池测试系统,可保证实验结果与预测吻合,有
效减少实验测试时间[２６].

图２　人工智能加速储能材料的逆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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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智慧系统

在系统层面,利用人工智能与优化技术,可以通

过对储能系统的控制实现整个能源系统各个尺度上

的智能高效调度,实现经济、低碳、安全的运行.在

区域能源系统尺度,已开发了深度学习的方法,根据

预测的产能、负载、价格、荷电状态,利用储能充放电

控制,实现多能互补系统的最优储能选型设计与调

度,实现经济收益和运行稳定性的协调[２７].除此以

外,基于强化学习的调度策略,在应用于以储能为核

心的多个实体之间的调度,可在区域能源系统中同

时实现多个应用侧能源管理的全局优化.在工业和

更大的尺度上,储能也将有助于克服可再生能源系

统的波动问题,实现稳定、连续、安全的生产.此外,
氢气储能将多余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转化为氢能并存

储,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促进可再生能源主动参与

电网调峰、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的化学储能方式

(图３).电化学储能可与氢气储能进行协同,通过

氢电耦合,促进可再生能源主动参与电网调峰,提升

新能源利用效率,基本可满足社会各行业不同形式

的能源需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可再生能源—氢

能混合系统与电网进行整合和优化,提高电力系统

的弹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深入

挖掘能源转型中能源—化工领域的耦合关系,通过

可再生能源与化石燃料的协同利用,实现平稳过渡.
此外,探索能源—化工多部门耦合系统,通过多能互

补来生产电力、绿氢、甲醇和绿氨等能源载体以满足

各类能源需求[２８].

３　关键科学问题

近年来在储能机制解析、新材料开发、器件结构

优化、系统设计与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系列进展.
但是,材料—器件—系统的贯通式研发模式尚未形

成,储能过程中的“三传一反＋X”也没有得到足够

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储能过程是典型的跨时空、多
学科交叉前沿领域,一方面,缺乏跨尺度的原位表征

手段与模拟方法;另一方面,相关的基础研究与工业

应用也呈现明显割裂.我国电化学储能尤其是锂电

池产业目前处于全球前列,但欧美国家也在加紧布

局,如美国Battery５００和欧洲 Battery２０３０.美国

更是将锂电池全产业链列入国家战略,在«２０２２年

通胀削减法案»中提供１７４０亿美元资金激励电动

汽车的推广和电池工厂的建设.在此背景下,发展

低资源依赖性的新型储能技术已成为必然趋势.传

统的研发模式难以保证我国在储能领域的领先地

位,而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模式也无法适应“双碳”
战略的需求.因此必须建立系统性、协同性的研发

模式,针对变革性电化学储能技术,重点突破制约其

安全性、可持续性的化学工程科学问题,以期推动储

能及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针对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智慧能源网络对储能技

术在可靠性、规模、成本等方面的挑战,亟需解决涉

及储能材料—器件—系统的四个关键科学问题:
(１)面向储能工程的材料逆向设计与化工制备

过程.传统的材料研发主要依赖于实验和经验尝

试,难以满足不同储能场景对储能规模、功率/能量

特性、响应时间等的特定要求.亟需基于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根据应用场景对储能系统—器

件—材料进行逆向设计的新原理及新方法,加速新

型能源材料设计,探索对材料结构及性能进行精准

调控的新途径,形成材料的绿色低碳制备过程.

图３　氢电耦合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燃料协同利用[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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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化学储能界面传递增强机制及其与反应

的耦合机制.电极材料界面与体相的离子/电子传

导机制有显著差异,从而对界面双电层结构、电场分

布、离子的溶剂化/去溶剂化过程等均有显著影响,
而离子穿过界面膜的速度、界面膜处的电势差进一

步作用于电极和电解质,影响传递过程和电化学反

应速率.双电层理论、ButlerＧVolmer方程等经典理

论无法准确描述这些过程,亟需发展适用于包含界

面相的传递理论,厘清电化学储能过程中反应—传

递的耦合机制.
(３)储能系统的跨尺度关联与多能互补智能

优化.电化学储能过程是典型的跨尺度问题,尤其

在电—力—热耦合方面,微观尺度的应力分布与荷

电状态不均衡在宏观上可表现为单体的热扩散甚

至电池热失控.目前,无论是实验测试还是理论模

拟,都缺乏从材料到器件再到储能系统的跨尺度关

联性.亟需发展基于分子动力学、多物理场等的跨

尺度模拟方法,并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多能互补智能

优化.
(４)服役工况下储能系统、过程的原位表征与

智慧管理系统.为更有效地推动源—网—荷—储一

体化智慧能源系统的发展,需建立电化学储能器件

和系统在服役工况下的原位实时表征方法,发展适

配多种储能技术的高效实时智慧管理系统,实现主

动均衡和智能管控,为构建多能互补的跨时空柔性

智慧能源大系统提供支撑.

４　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为推动变革性电化学储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

应用,促进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利用和能源结构优化,
未来应重点关注以下研究方向.

４．１　新型储能材料

设计开发高性能、高安全、高稳定的储能材料是

储能系统变革的源头和基础.建议的重点研究方

向:高性能、低成本锂/钠离子电池电极材料;长寿命

有机电极材料;高安全性、宽电压窗口、宽温程的新

型电解质;适用固态储能、极端储能的离子液体电解

质体系;高性能、低成本水系电池材料;超薄、轻质、
耐热的隔膜材料;高电导率柔性固态电解质材料;高
活性、高流动性、高安全性的正负极浆料体系;基于

高丰度元素的低成本新型能源材料;储能材料的“基
因组”设计及逆向设计.

４．２　新型电池结构及储能过程

电池及储能过程的解析是发展大容量、长寿命、
高性能、低成本储能器件及系统的关键.建议的重

点研究方向:电化学界面及其形成过程的新理论与

新机制;电荷存储机制、容量退化机制及结构演变过

程;多场下多子传递—电化学反应耦合模型及模拟

方法;多相复杂流体电极中物质流动—电化学反

应—电荷转移间的耦合规律及调控机制;储能过程

的热—电—力等协同作用机制;储能过程的原位实

时表征、安全性评估模型及预测方法;电池结构及器

件构型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规律;大容量高稳定性

浆料电池结构优化设计及其放大规律;高性能、低成

本的水系大容量电池及液流储能新体系;高性能固

态电池、金属—空气电池等新型储能体系.

４．３　智慧能源系统

研发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智慧能源系统是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多能互补新型能源系统的根

本.建议的重点研究方向:服役工况下电化学储能

器件和系统的原位动态实时表征技术及快速响应策

略;适应于新能源波动性及多种储能方式的多尺度

大系统模拟优化技术;多源高通量储能实时监测及

大数据平台;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５G 的储能单

体—器件—系统智能管理及调配软硬件系统;基于

氢电耦合、多能互补、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的未来能

源大系统的构筑及可行性评估.

４．４　储能产业链

构建包括关键原材料、智能装备、多能多场景系

统的储能产业链是促进新能源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障.建议的重点研究方向:面向未来的储

能全产业链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储能关键原材料

的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及安全供给系统;退役电池的

全组分经济性循环利用技术及工艺;关键材料及核

心器件的先进智能制造设备;储能产业链的全生命

周期及碳足迹评估.

５　结　语

本文从化学工程的角度,系统分析电化学储能

技术的现状、挑战及趋势,凝练了储能材料—器件—
系统中的关键共性科学问题,提出了未来的重点研

发方向.储能具有典型的多学科交叉及跨部门、跨
行业特征,也是电场作用下特殊的化工过程,希望更

多的化学工程科研人员能够积极投入到储能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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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来,共同推动储能技术的变革及大规模产业

化应用.

建议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支持建设储能科学

与工程交叉团队;在高校、研究机构设立储能科学与

工程专业,设立“新能源化工”科学中心;设立新能源

及储能企业联合基金,构建应用导向、问题导向、成

果导向的协同研发新模式,推动储能技术及产业不

断进步,为实现双碳目标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

参 考 文 献

[１] 胡森林．能源的进化:变革与文明同行．北京:电子工业出

版社,２０１９．

[２]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Ｇ０４Ｇ２０)/[２０２３Ｇ０４Ｇ１７]．http://www．esresearch．com．

cn/pdf/?id＝２８９&type＝report&file＝remark_file．

[３] ZhangQP,ZhangNN,YuTH,etal．HighＧperformance

PEOＧbasedsolidＧstateLiCoO２lithium metalbatteryenabled

bypoly(acrylicacid)artificialcathodeelectrolyteinterface．

MaterialsTodayEnergy,２０２２,２９:１０１１２８．

[４] NaguibM,AlluS,SimunovicS,etal．Limitinginternal

shortＧcircuit damage by electrode partition for impactＧ

tolerantLiＧionbatteries．Joule,２０１８,２(１):１５５—１６７．

[５] KremerP,Cigarini F,Göhlich D,et al． Active cell

balancingforlifecycleextension oflithiumＧion batteries

underthermal gradient．２０２１ IEEE/AC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ow Power Electronics and Design

(ISLPED)．Boston,MA,USA．IEEE,２０２１:１—６．

[６] LiJZ,Sharma N,JiangZS,etal．Dynamicsofparticle

networkincompositebatterycathodes．Science,２０２２,３７６

(６５９２):５１７—５２１．

[７] Goodenough JB． Evolution of strategies for modern

rechargeable batteries．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２０１３,４６(５):１０５３—１０６１．

[８] ZhangX,Wang XG,XieZJ,etal．Recentprogressin

rechargeablealkali metalＧairbatteries．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２０１６,１(１):４—１７．

[９] Yao,M,RuanQQ,PanSS,etal．Anultrathinasymmetric

polymerelectrolytewithintensifiediontransportregulated

by biomimeticchannels enabling wideＧtemperature highＧ

voltagelithiumＧmetalbattery,AdvancedEnergy Materials,

２０２３,１３(１２):２２０３６４０．

[１０]Song XL, Wang CL,ChenJW,etal．Unravelingthe

synergisticcoupling mechanism of Li＋ transportin an

“ionogelＧinＧceramic”hybridsolidelectrolyteforrechargeable

lithium metal battery．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２０２２,３２(１０):２１０８７０６．

[１１]Bin D,Wen YP,Wang YG,etal．Thedevelopmentin

aqueouslithiumＧionbatteries．JournalofEnergyChemistry,

２０１８,２７(６):１５２１—１５３５．

[１２]SunY,ShiPC,XiangHF,etal．HighＧsafetynonaqueous

electrolytesandinterphasesforsodiumＧionbatteries．Small,

２０１９,１５(１４):１８０５４７９．

[１３]ZhaoK,FanGL,LiuJD,etal．Boostingthekineticsand

stability of Zn anodes in aqueous electrolytes with

supramolecular cyclodextrin additiv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２０２２,１４４(２５):１１１２９—

１１１３７．

[１４]Smith KC,Chiang YM,Craig Carter W． Maximizing

energeticefficiencyinflowbatteriesutilizingnonＧNewtonian

fluids．JournaloftheElectrochemicalSociety,２０１４,１６１

(４):A４８６—A４９６．

[１５] WangRJ,YangLP,LiJ,etal．Highratelithiumslurry

flowbatteriesenabledbyanionicexchangeNafioncomposite

membraneincorporatedwithLLZTOfillers．NanoEnergy,

２０２３,１０８:１０８１７４．

[１６]PanSS,YangLP,SuPP,etal．Robustmultiscaleelectron/

iontransportandenhancedstructuralstabilityinSiOxsemiＧ

solidanolytesenabledbytrifunctionalartificialinterfacesfor

highＧperformanceLiＧionslurryflowbatteries．Small,２０２２,

１８(３３):２２０２１３９．

[１７]YangK,XiongSP,ZhangHT．Acomprehensive３DmultiＧ

physicscoupled simulation model of slurry redox flow

batteries．JournalofPowerSources,２０２２,５３１:２３１３１５．

[１８] MarschewskiJ,BrennerL,Ebejer N,etal．３DＧprinted

fluidic networks for highＧpowerＧdensity heatＧmanaging

miniaturizedredoxflowbatteries．Energy& Environmental

Science,２０１７,１０(３):７８０—７８７．

[１９]KeXY,PrahlJM,etal．Rechargeableredoxflowbatteries:

flow fields,stacks and design considerations．Chemical

SocietyReviews,２０１８,４７(２３):８７２１—８７４３．

[２０]Chayambuka K, Fransaer J, DominguezＧBenetton X．

ModelinganddesignofsemiＧsolidflowbatteries．Journalof

PowerSources,２０１９,４３４:２２６７４０．

[２１] 何雅玲,严俊杰,杨卫卫,等．分布式能源系统中能量的高

效存储．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２０,３４(３):２７２—２８０．



　
第３７卷　第２期 张锁江等:变革性储能技术的化学工程科学问题 １６９　　 　

[２２]FengQK,ZhongSL,PeiJY,etal．Recentprogressand

futureprospectsonallＧorganicpolymerdielectricsforenergy

storagecapacitors．Chemical Reviews,２０２２,１２２(３):

３８２０—３８７８．

[２３]He ZY,Guo WM,Zhang P．Performance prediction,

optimaldesignandoperationalcontrolofthermalenergy

storageus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methods．Renewableand

SustainableEnergyReviews,２０２２,１５６:１１１９７７．

[２４] 程俊,黄蕊,雷惊雷,等．电化学能源核心技术的关键科学

问题．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２０,３４(３):３５０—３５７．

[２５]AttiaPM,GroverA,JinN,etal．ClosedＧloopoptimization

of fastＧcharging protocols for batteries with machine

learning．Nature,２０２０,５７８(７７９５):３９７—４０２．

[２６] 杨勇平,段立强,杜小泽,等．多能源互补分布式能源的研

究基础与展望．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２０,３４(３):２８１—２８８．

[２７]LiLY,ZhouTX,LiJL,etal．A machinelearningＧbased

decisionsupportframeworkforenergystorageselection．

Chemical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sign,２０２２,１８１:

４１２—４２２．

[２８]LiYN,LanS,RybergM,etal．Aquantitativeroadmapfor

Chinatowardscarbonneutralityin２０６０using methanoland

ammoniaasenergycarriers．iScience,２０２１,２４(６):１０２５１３．

ScientificViewpointsofChemicalEngineeringforTransformativeEnergyStorage

SuojiangZhang１∗ HaitaoZhang１ LanZhang１ YanliZhu２ XiaonanWang３

YaoLi１ TaoDong１ GuojunZhang４ JunlinYang４

１．InstitutesofProcessEngineering,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１９０

２．SchoolofMechanicalandElectricalEngineering,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

３．DepartmentofChemicalEngineering,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

４．DepartmentofChemical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 Correspondingauthor,Email:sjzhang＠ipe．ac．cn

Abstract　Thisreview summarizesthe R&D status and trends of electrochemical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Themainchallengesrelatedtothedevelopmentoftransformativeenergystoragetechnology
areanalyzedfromtheviewpointofchemicalengineeringdiscipline,andthekeyscientificproblemsin
materials,devicesandsystemsofenergystorageareputforward．“NewEnergyChemicalEngineering”and
thefutureresearchprioritiesareproposed,whichareexpectedtoimprovetheR&DlevelofChinas
transformativeenergystorage,andplaystrategic,fundamentalandleadingroleineconomicand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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