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锂电池石墨负极材料中内部结构检测方案(扫描电镜) 

方案摘要 

扫描电镜主要是利用二次电子信号成像来观察样品的表面形态，即用极狭窄的电子束去扫

描样品，通过电子束与样品的相互作用产生各种效应，其中主要是样品的二次电子发射。

扫描电子显微镜可以观察到样品表面的微观结构，从微观结构出发来分析一下锂电池负极

材料的内部结构。 

产品配置单 

扫描电子显微镜 

方案详情 

石墨负极扫描电镜应用方案 

一、前言 

石墨”一词来源于希腊语“graphein”，该材料耐高温，耐腐蚀，具有良好的导电

性、导热性和稳定的化学性能，同时比铝要轻。石墨具备电子电导率高、层状结构在嵌锂

前后体积变化小、嵌锂容量高和嵌锂电位低等优点。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以及隔

膜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组成部分，电解液的主要作用是承载着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的传

导，组成部分包括锂盐、有机溶剂以及功能添加剂。隔膜起着隔开正、负极材料的作用，

防止二者接触造成短路，其主要是由过孔的高分子聚合物薄膜构成，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锂离子电池充电/放电就是靠锂离子在正、负极材料中可逆的嵌入/脱出来完成。作为锂电

池的核心组成之一——负极材料，已成为目前主流的商业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二、使用仪器 

扫描电镜主要是利用二次电子信号成像来观察样品的表面形态，即用极狭窄的电子束

去扫描样品，通过电子束与样品的相互作用产生各种效应，其中主要是样品的二次电子发

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可以观察到样品表面的微观结构，从微观结构出发来分析一下锂电池

负极材料的内部结构。  

三、试验过程 

为了更好的观察石墨负极材料，决定观察负极材料的截面，需对样品进行裁剪抛光处

理。然后镀金放入扫描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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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倍数下视野开阔利于寻找样品，可以看出石墨负极材料块状结构 



 

中低倍数样品整体轮廓拍摄清晰，不同的成分衬度，代表着不同的元素分布 



 

中高倍数下定点观察 细节清晰 

四、试验结果 

自锂电池问世以来，石墨一直是负极材料的主流。其具有的优良导电性和高度结晶的

结构，有利于锂离子的嵌入与脱出，且其具有工作电压平台较低以及稳定性好等特点，因

此为充分利用硅和石墨的优点，同时克服其缺点，在石墨材料中掺硅是获得高比容量负极

材料的有效途径。 

根据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和结构设计，负极材料需涂覆于导电集流体上。金属箔是锂离

子电池集流体的主要材料，其作用是将电池活性物质产生的电流汇集起来，以便形成较大

的电流输出。通过以上三图的扫描电镜分析可以看出锂电池负极材料采用的金属箔是铜



箔，这主要是铜箔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质地较软、制造技术较成熟、价格相对低廉等特

点，因而成为锂离子电池负极集流体之选。一般将配好的负极活性浆料均匀涂覆在铜箔表

面，活性材料厚度为 50~100um，经干燥、滚压、分切等工序，制得负极电极，铜箔在锂离

子电池内既可充当负极活性材料的载体，又可充当负极电子收集与传导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