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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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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实验室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li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储能技术及系统研究，2017年获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称号。近年主持和完成科研项目十余项。

发表SCI论文100余篇，授权专利20余项，在JACS发表金属锂电极

研究文章被引用超过1000次；获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天津市“131创新团队”带

头人，工信部装备中心新能源汽车审核专家。

丁飞教授

研究方向

先进储能电池单体研究

锂电池工艺全过程仿真

团队简介
储能技术团队依托于省部共建电工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现拥有“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天津市“131创新团队”带头

人、教授、讲师、工程师、博士后等高水平专业科研人才，致力于新一代电池材料、器件到

系统层面的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实现高性能电池技术——高能量与功率密度、良好环境适

应性。围绕实现储能技术大规模应用、降低储能成本、解决储能技术和储能产业发展的经济

性问题，积极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协同创新。近年来团队成员主持和完成了国防和民口项

目十余项、863计划基础研究、973基础研究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获得天津

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发表SCI/EI检索论文130余篇；参加撰写专著3部、授权发明

专利33项。

智能电池技术

王新改师资博后王宁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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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代表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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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li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时间

高功率型锂氟化碳原电池研究 特种化学电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2.01-

2023.01

蓄电池安全仿真平台技术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院
2021.12-

2022.06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改性与制备
天津市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

育动能”院市合作重点任务专项

2020.12-

2022.12

电源智能管理技术调研及飞行器能耗状态

监控技术开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12-

2021.06

新型高比能量锂原电池正极材料的开发 天津大学
2020.12-

2021.6

新型高比能锂电池研究
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全职引进高

端人才人才引进

2020.12-

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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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授权号 主要发明人

一种合成硫化锂/碳复合材料的方法以及使

用该材料的锂硫电池
201811138305.3

师春生;王宁;赵乃勤，

等

五氯化钼为氧化还原介质的锂氧气电池电

解液及其制备和应用
201811004815.1 王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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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人才培养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团队老师和学生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与天

津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八研究所、比亚迪、天津

力神等国内外高校和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

团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多学科交叉会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的培养理念，

鼓励学生进行学科交叉以及学术交流，扩宽知识面，开阔眼界，博采众家之所长，积

极推荐学生到其他团队学习深造，加强多元化学术和科研背景历练。

特邀知名学者进行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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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重实验室青年学者交流会暨电气工程

学院元光学者论坛

设置关联课程，组织跨学科专业课程学习

学科相互渗透融合，促进成果转化

建立评价体系，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体系



先进储能电池单体研究

电池关键材料合成与制备

单体电池电化学测试技术

研究方向

省部共建电工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li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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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composites as an efficient host for lithium sulfur batteries with high sulfur loading[J].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0, 12(15): 17528-17537．

[8] Wang X G, Wang C, Xie Z, et al. Improving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s of Rechargeable Li− CO2 Batteri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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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9, 7(23): 14239-14243.

新型电池机理研究

电池安全性研究

研究成果

自愈合静电壳层机制理论模型（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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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全固态电池材料及器件

Li-S电池正极材料设计 锂二氧化碳电池中氧化还原介质的研究



智能电池技术

传感器无损植入技术

单体电池多状态感知技术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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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信息传输技术

故障提前预警技术

研究成果

智能电池单体测量

内置传感器及植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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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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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工艺全过程仿真

锂电池制造工艺开发

研究方向

工艺参数与电化学性能仿真

研究成果

工艺流程及部分参数

三维电极电流密度仿真 二维颗粒堆叠仿真 倍率容量仿真

温度、气压测试数据

锂电池全过程仿真

原材料

•颗粒大小

•活性材料

搅拌

•能量输入

•搅拌时间

混合浆料

•颗粒大小

•粘度

•活性材料

涂布/干燥

•涂布速率

•干燥率

干电极

•颗粒大小

•活性材料

•涂层厚度

组装化成

•电流

•电压范围

电池成品

•颗粒大小

•活性材料

•涂层厚度

•SEI厚度

应变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