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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凡蒂斯、哈克尼、库马乐编著的《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材料工程及应用》主要介绍了高能量密
度锂离子电池的材料、工程及应用方面的知识，重点阐述了使用纳米技术提高新型电池性能的方法和
途径。
内容包括电化学电池导论，原电池、蓄电池的材料与化学性质回顾，锂蓄电池的当前应用与潜在优势
，锂离子电池新型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性质与表征，锂离子电池体系材料的力学机理等。

《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材料工程及应用》可供从事化学电源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相关
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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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Katerina E.
Aifantis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1岁时(2005年)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荷兰最年
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2008年，她成为欧洲研究委员会(ERC)最年轻的初始奖学金资助者，在希腊塞萨洛尼基的亚里士多德
大学力学和材料实验室从事纳米材料的研究工作。
并在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物理系任兼职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从纳米晶的力学性能到细胞的电刺激，其中锂电池的破坏机制是她研究时间最长的领域。

Stephen A.
Hackney是密歇根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教授。
在相转变过程中材料界面和表面的物理过程的实验研究和机理阐述方面发表了90多篇学术论文。
在最近的15年里，与3M、魁省水电局和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开展合作，将材料科学的概念应用
在电池电极行为的研究领域。

R. Vasant
Kumar是剑桥大学材料科学与冶金系的材料化学团队的高级研究员。
并且是中国河北理工大学的名誉教授。
他在材料化学合成、器件和电化学领域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发表了130多篇学术论文，获授权专
利8项。
他是EMC公司和氢能公司的创始人和理事，这两家新兴企业生产传感器和安全仪器。
他还创办了衍生的绿色铅有限公司，该公司首创环保的完善工艺。
从汽车电池的废弃电极中，以高比表面积的活性前驱体状态直接回收电化学活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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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都十分依赖于可靠性高、体积紧凑、功率强劲的电池。
因此，在提高电池的性能、降低故障率方面人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以其先进性著称，它在混合电动车、生物医学设备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中具有巨大的
应用潜力。
该书重点讲述了使用纳米技术提高新型电池性能的方法和途径。
在引导性章节中讲述了电化学基本知识、传统电池向先进二次电池的发展及其降解途径，有助于深入
理解锂离子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相关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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