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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全球首款安时级镁电池电芯

随着新能源汽车、手机、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
电池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但是，锂电池
也存在资源短缺、成本高、安全性等问题。为此，全
球都在寻找新一代高效环保安全的电池，像氢燃料
电池、硫系全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都进入科学
家的探索目录中。

选择镁电池的路线，潘复生团队有足够的理由。
潘复生介绍，镁电池体积理论能量密度和锂电

池相当，但我国镁资源丰富，占到全球的70%，且镁
成本只有锂的2%～4%。在环保方面，2015年之后，
镁在冶炼、制造、应用及回收过程中，污染排放都小
于铝合金，已经成为先进绿色材料。

同时，镁材料具有较为稳定的化学性质，其熔点
高达651℃，不易发生爆炸等危险。“一旦技术突破，
镁电池将成为电池工业的颠覆性革命，市场可达万
亿元以上。”潘复生说。

其实，镁电池研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得到足
够重视。

欧盟把镁电池明确为重点研究项目；美国能源
部也支持一批著名研究单位，介入镁电池研究；日
本电池行业更是认为，镁电池可能成为锂电池的颠
覆者。

因此，重庆即便入局镁电池研发，也需与时间赛
跑，尽快获得实质性成果。

潘复生团队核心成员，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主任、储能研究院副院长周小元介绍，电池主要由
三部分组成：正极、负极和电解液。想要在镁电池
上实现突破，就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发力，分别找到
相匹配的材料。

她举例说，锂电池有现在的技术突破，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业界找到了它的正极材料“磷酸铁锂”。
而镁电池的正极材料在业界没有可参考性，团队只
有凭借自己的经验探索试验。“我们要先做纽扣镁电
池，做出来的样品基本可以堆满一个正常的衣柜。”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潘复生团队基本掌握了
镁电池的正极、负极、电解液三部分材料，也成功实
现这些关键材料的批量试制。2021年，该团队制成
全球首款安时级镁电池电芯，标志着镁电池从理论
成为了现实。

2022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79届世
界镁业大会上，潘复生团队“镁离子电池”项目荣获
2022年国际“镁未来技术奖”。这是全球镁行业唯
一的“未来技术奖”，也代表镁电池技术获得了全球
层面的认可。

让镁电池尽快实现商用

“安时级镁电池电芯的出现，意味着镁电池已经
具备作为动力电池商用的可能。”周小元说，如今镁
电池的性能基本达到磷酸铁锂电池的水平，至于取
代锂电池，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研究。

在研发进度上，潘复生团队步步为营，已掌握了
多项镁电池技术。

比如镁空气电池，它是一种清洁、安全、高效的
新型能源电池，可为电视、照明灯、便携电脑、手机等
设备供电。目前，潘复生团队已经找到了相关企业

合作，将开始批量生产这种电池。
再如镁海水激活电池，它可以直接利用海水，

将金属镁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具有能量密度高、
安全性好、可进行全海深工作的优点，在深海着陆
器、深海原位实验站等海洋装备领域具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

什么时候能够在新能源汽车上看到镁电池？周
小元的回答是：“尚需时日。”

她说，电池体积每增加一倍，其技术难度则要呈
几何倍地增加。这就好比传统家用的锂电池，因为
其体积小，几十年前就已经普及了。但新能源汽车
使用的锂电池，其体积大、密度也高，也是近几年有
了技术突破才实现运用。

目前，潘复生团队掌握的镁电池技术处于小试
阶段，后续必须要通过中试、大试后，才能应用在新
能源汽车上。

在此背景下，由重庆大学与两江新区共建的重
庆新型储能材料与装备研究院（以下简称储能研究
院）应运而生。该研究院瞄准国家能源战略和能源
转型前沿技术，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目标是建成世界
最大的新型储能材料与装备研究院。

周小元介绍，一项重要的技术，想要最终转化为

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靠科研团队很难实现这
一目的。储能研究院的成立，则能让更多企业加入
成果转化中来，从而加速让镁电池走出实验室，实现
商用。

超威电源集团在重庆的落子，就是一个典型案
例。据了解，超威电源集团在重庆布局后，将会和储
能研究院携手，建设镁电池的研发平台和中试产线，
逐步开发镁电池商业化产品，并拟在电动自行车上
试用镁电池产品。

让“镁”的科技树开枝散叶

潘复生团队掌握的不止是镁电池，还有一系列
“镁技术”。

以镁合金为例，其密度比铝合金低1/3，是更好
的轻量化材料。如今，镁合金产品已经广泛运用在
全球数千万辆汽车中，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而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镁合金研究平台，多项镁合金技术
在世界上有重要的话语权。

在该中心的助力下，潘复生团队联合宝武镁
业、重庆镁利信等单位研制，目前试制出了一体
化车身铸件和新能源车电池箱盖两个镁合金超大
汽车压铸结构件，投影面积均大于2.2平方米，这
是目前世界同类产品中最大的镁合金汽车压铸结
构件。

这两款铸件与常用的同类铝合金铸件相比，力
学性能相当，减重32％，展现出巨大的轻量化应用前
景。为此，镁合金超大铸件节能构件入选2023年重
庆“十大科技进展”目录中。

在“镁储氢”上，潘复生团队也取得了相当的
进展。

据了解，传统的氢气储存方式依赖于高压气罐，
存在安全隐患，而镁的固态属性有望实现高压低温
向常温常压的转变，从而解决氢能战略实施过程中
的瓶颈问题。

目前，储能研究院已经研制出了工业级镁基固
态储氢材料与装备，目前已与宝钢金属签订《低成本
镁基固态储氢》合作协议，目标是2~5年实现工业化
生产。

潘复生表示，重庆在新型储能材料和技术的研
发方面具备技术优势，在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包括镁电池材料、镁储氢材料以及新能源转型的
安全控制等。

同时，重庆还拥有国家级平台和制造业基础，这
些都为储能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重
庆可以整合各方力量，推动包括镁电池、镁储氢材料
等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让“镁”的科技树开枝散叶，
美不胜收。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重庆团队拿下全球镁行业首个“未来技术奖”

镁电池技术
当惊世界殊

4月8日，位于两江协同创新区的重庆新型储能材料与装备研究院，研究人员
正在展示全球首款安时级镁离子电池。 据重庆日报

今年年初，全国头部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超威电源
集团在两江新区注册成立重庆超威镁储能研究院有限公
司，开发镁电池商业化产品。

是什么吸引动力电池头部企业来渝布局？原来，中国
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潘复生带领的团队，依托重庆大
学国家镁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关镁电池的技术。如
今，该研究中心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镁电池研究团队，在相
关技术的研发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2年，该团队“镁
离子电池”拿下了全球镁行业首个“未来技术奖”。

潘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