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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汪洋 通讯员谢小琴）电动汽
车中的锂离子电池一旦短路，往往瞬间发生起火、爆
炸等安全事故。5年前，李伦在武汉理工大学读硕士
研究生时就在思考解决办法，如今已成为该校博士后
的她，终于取得创新性突破，其科研成果发表在最新
一期的Nature Chemical Engineering（《自然-化
学工程》）上。

目前，在武汉理工大学物理与力学学院何大平教
授积极推动下，这项科研成果及相关专利已经成功转
化，一家企业已经投资3000万元放大生产，后续经过
不断验证之后将很快落地应用。

一次实验获得意外发现

锂离子电池之所以容易起火爆炸，是因为电池内
部的散热速度慢于热量产生的速度，导致电池内部热
量集中，触发一系列放热反应。电池温度不断升高，
最终引发热失控。因此，控制电池内部热量的产生和
改善电池的传热对于消除电池热失控问题至关重要。

2020年，李伦博士在一次实验过程中，对起火爆
炸后的电池进行拆解，发现电池正极的金属集流体几
乎被烧成了灰烬，而金属集流体的构成材料主要是铝
或铜。

“这说明金属集流体可能与热失控之间有一定的
内在联系。”她将这一现象告知武汉理工大学物理与
力学学院何大平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麦立强教
授，两位教授和她一起讨论，激发她思考：能不能找到

一种阻燃的材料取代金属集流体呢？这种替代性材
料必须导热性能好，同时阻燃效果也要好，还要有较
高的致密度，这样做出来的电池体积不至于过大。

他们一致将目标定在了石墨烯这种独特的二维材
料上。李伦将石墨烯放在酒精灯上烧了半小时，竟然
完好如初，这一发现也让实验室的同学们惊奇不已。

“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制备高导热石墨烯集流
体，取代传统的金属集流体，从而显著提高电池安全
性。”李伦博士告诉记者，她的科研成果还得到深圳大
学杨金龙副教授的指导。

两次高温“锻造”石墨烯集流体

不过，能否用石墨烯制备集流体，还需要将材料
做到一定的机械强度和足够的薄，至少达到10—20
微米，导电性能也要很好。

16日上午，记者探访武汉理工大学宏观石墨烯膜
合成室，李伦博士拿出一卷金属箔告诉记者：“这是铝
集流体，目前锂电池正极材料中用的就是它。也有用
铜集流体的，都是金属集流体。”随后，李伦博士又拿
出一卷非金属材料，说道：“这是我们的石墨烯集流
体，大批量制备主要是在武汉汉烯科技有限公司研制
而成。”

记者看到，石墨烯集流体薄如蝉翼，李伦将它多
次弯折都没有变形。“它的厚度只有10微米，无论将它
弯折多少次，放到显微镜下观察，都丝毫不会有裂
纹。而且别看它轻柔，它可是经历了两次高温锻造，

就如同孙悟空被丢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锻造过一
般。”

在李伦博士的介绍下，记者注意到实验室正中间
有两台高温石墨化炉。李伦博士说，石墨烯原始材料
先后经过两次高温，最终锻造出石墨烯集流体材料。

企业投资3000万元进行生产验证

石墨烯集流体材料成形后，拿到武汉理工大学纳
米实验室进行材料结构表征和相关安全性测试等。
随后，团队将其制造成软包电池，进行一系列电化学
性能测试。

记者看到，武汉理工大学纳米实验室里除了锂离
子电池，还有钠离子电池、钾离子电池等各种不同类
型的电池正在进行电化学测试。

李伦介绍，她组装的锂离子电池还在武汉理工大
学高温高压物理研究所进行过测试，她也经常和深圳
大学杨金龙副教授讨论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和规
划下一步研究计划。

“这几年，我时常奔波于宏观石墨烯膜合成室、纳
米实验室、高温高压物理研究所3个地方，但我不觉得
辛苦，只要能够做出成果，就感到非常充实。”今年已
经成为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后的李伦告诉记者，她从事
这项研究已经5年了，即使明年博士后出站了，她仍会
将这一研究持续深入下去。

李伦博士介绍，目前一家企业已经投资3000万
元放大生产，若验证可行将很快落地应用。

武汉晚报讯（记者宋磊 实习生王枫
林）8月17日，黄家湖污水处理厂内，武汉
控股水务环境公司技术开发部负责人胡
海鸥告诉记者一件喜事：他们下决心“种”
下的一大片光伏板，成功把阳光搬进了

“家”。
武汉城投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1998年成立，污水处理与自来水生产
项目一直是公司的传统主业。去年响应国
家“双碳”号召架上光伏板，武汉控股绿色
产业分公司总经理周旭辉兴奋地说：“咱们
一下就走上了绿色发展的赛道。”

过去，从上空俯瞰黄家湖污水处理厂，
是大大小小的圆形处理池，如今，一片片深
蓝色的光伏板横跨在处理池上，被钢缆紧
紧相连，如同一片蓝色的海洋，壮观极了。

建设之初，为让这些光伏板跨越50多
米且不怕风吹，项目部下了大力气。

“秘诀就在这钢檩条上。”胡海鸥揭秘
道。施工人员给光伏板穿上了“钢盔甲”，
用钢檩条加固边框，这样既保持了刚性，又
通过索结构柔性支撑，让光伏板在风中也

能稳如泰山。这招还多了个好处，让光伏
板装得更密，发电量直接提高了5%。

可光伏板的架设是个大难题。项目负
责人刘川至今仍记得，项目刚启动就遭遇
了“拦路虎”，看似普通的厂区地下实则暗
藏玄机——地质结构错综复杂，如同迷宫般
的地下管网交织错落。经多次勘测、研究，
项目组决定创新作业。他们先精准锁定每
一根桩基的坐标，再围绕这些“锚点”给光伏
组件一一定位，经过不断调整与优化，光伏
支架安装到位。

传统的污水处理厂是能耗大户，对其
进行绿色能源改造效益可观。现在，这个
光伏项目每天可自发绿电3万度，满足厂
区三成电力所需。胡海鸥还默默算了一笔
账，一年下来，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6800吨，节约用电成本400多万元。

武汉控股尝到勇于探索的甜头，信心
更足了。“新能源这条路，越奔越有希望。”
周旭辉笑着说，现在，公司正在投标包括金
口水厂在内的多个水务光伏项目。

（参与采写：杨丝涵）

武汉理工大女博士后获3000万元投资

有望破解锂电池易起火爆炸问题

下午5时，夕阳未落，晚高峰又至。中山大道与游
艺路路口，迎面向着夕阳的韩靖，身穿反光背心和短
袖衬衫，戴着帽子和墨镜，像往常每一个工作日晚高
峰一样，又在岗位上忙碌起来。

今年是硚口区交通大队一中队辅警班长韩靖从事
警务辅助工作的第五年，去年7月28日，月湖桥上一女
子跳江轻生，与交警一起抵达现场的韩靖纵身一跃跳
入汉江，与一名热心市民一起将轻生女子营救上岸。
后韩靖被中央政法委评为“见义勇为勇士”，荣获“荆楚
楷模”“武汉道德模范”“武汉楷模”“荆楚交警之星”“湖北

最美基层辅警”“武汉最美基层辅警”等荣誉称号。
“请您站到这条线里面，绿灯已经闪了，等下一个

灯再走。”斑马线旁，他戴着白手套的手一直不住地挥
舞着。一位盯着手机匆匆过马路的年轻人被他伸手
拦住，他边提醒年轻人放下手机，边不时扭头关注着
来来往往的行人、电动车和汽车，脚下从不停步。

晚7时许，晚高峰的车流和人流逐渐放缓了流速，
韩靖也终于放松紧绷的神经。下班后他回到中队，换
上轻便的跑鞋和短裤，从一中队所在的中山大道利济
路路口出发，跑过江汉桥、月湖桥再回到起点。

“每周我都会抽出两个晚上慢跑这一段，大概5公
里，耗时40分钟，其中不仅涵盖了1公里左右我们中
队所管辖的路段，还能在上坡、下坡和不同路面的变
换中，领略武汉的新变化。”韩靖17岁时光荣入伍，曾
在海军陆战队服役2年，曾获旅部嘉奖1次。去年夏
天那次纵身跳入江中营救，凭借的正是他多年跑步、
游泳等训练养成的硬朗身板。

“干好工作，好体魄必不可少。虽然现在没法维
持部队那种训练强度，但依然需要时时锻炼，只有强
身健体，才能更好投入工作，保护好群众。”近日气温
逐渐转凉，韩靖说，

“守好岗位之余，我
的训练频率也要再
加一些了。”

记者夏奕 通讯
员杜泽文

污水处理厂布局新能源产业迈出关键第一步

突破施工难关把阳光“搬”进来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已建成投用。 记者何晓刚 摄

辅警韩靖：

每周跑两次五公里只为更好投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