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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电池 
杨永和 

电池提供的直

流电是我们生活、生

产中常用的一种能

源，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各种各样的新

型电池不断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不同的电池具有不

同的特性，只有对它们有所了解，才能更科学地利

用它们。本文将对几种常见电池的原理和使用情况

作简单介绍。 
一、伏打电池 

1794 年伏打发现两种不同金属接触时，它们之

间就会存在电势差。一般情况下，不同种金属中自

由电子数密度是不同的，假设金属 A 的自由电子数

密度 nA 大于金属 B 的自由电子数密度 nB。当 A、B
两种金属互相接触时，自 A 向 B 扩散的电子将多于

自 B 向 A 扩散的电子。相当于在接触处存在一种自

B 指向 A 的非静电场 E，在非静电力的作用下，会

形成由 B 向

A 的电流，

此时 A相当

于电池的正

极，B 相当

于电池的负

极（如图 1
所示）当有

电 流 通 过

时，非静电力做功时消耗的能量靠向接触处周围吸

收的热量来补偿，只要金属能从周围吸收到热量，

在回路中就会产生持续的电流。 
二、温差电池 

汤姆森研究发现：如果同一块金属中有温度差，

这块金属中间就存在电压。因为金属中的自由电子

好像气体一样，当温度不均匀时会产生热扩散，这

种热扩散作用可等效地看成是一种非静电力，它在

棒内形成一定的电动势。只要温度差存在，回路中

就有持续的电流。 
三、锌锰干电池 

锌锰干电池是现阶段使用非常普遍的一种电

池，其结构如图 2 所示。这种干电池以锌为外壳，

作为负极，中心的石墨棒为正极，石墨棒的周围裹

着一层由 MnO2、NH4Cl 溶液和碳黑混合压制而成

的团块。两个电极之间以 ZnCl2、NH4Cl、淀粉和一

定量的水混合调成糊状，作为电解质溶液。这种糊

状物不能流动，但可以导电，并用多孔纸包起来，

使它与外壳锌皮隔开。锌筒上口加沥青密封，防止

电解液渗出。 

 

图 2 
 

干电池在使用时发生的化学反应为： 
负极：Zn−2e−=Zn2+， 

正 极 ： 4 2 3 2 32NH 2e 2MnO 2NH Mn O+ − + = + +  

H2O。 
在使用过程中，电子由锌极流向石墨棒，锌皮

逐渐消耗，电压慢慢降低，最后电池失效。锌筒是

消耗性外壳，在使用过程中会变薄以致穿孔，因此

常在锌筒外加密封包装，以防电解液渗漏。这种电

池使用方便，在短时间内电压稳定，供电时间较长，

价格便宜，所以被普遍使用。 

四、铅蓄电池 

铅蓄电池主要

由两组栅状极板和

稀 H2SO4 溶液组成，

（结构如图 3 所示）

极板采用铅锑合金

制成，中间充满 PbO
和 H2O 的糊状物。极

板交替由两块导板

相联，作为两个电极。其工作原理如下： 

图 1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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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时将电能转化成化学能。 

负极： 2
4 4PbSO 2e Pb SO− −+ = + ， 

正极： 2
4 2 2 4PbSO 2H O 2e PbO 4H SO− + −+ − = + + 。 

放电时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正极： 2
2 4 4 2PbO 4H SO 2e PbSO 2H O+ −+ + + = + ， 

负极： 2
4 4Pb SO 2e PbSO−+ − = 。 

铅蓄电池每组单体的电压为 2V 左右，汽车用

的电瓶一般由 3 组单体组成，即工作电压在 6V 左

右。放电时，若单体电压降到 1.8V，就不能继续使

用，必须进行充电。只要使用得当，一般铅蓄电池

可以充放电 300 多次。这种电池性能稳定，维护方

便，价格便宜，所以被广泛应用在交通工具和矿场

照明。 
五、丹聂耳电池 

丹聂耳电池是把铜极和锌极分别浸在硫酸铜溶

液和硫酸锌溶液中。两种溶液盛在同一容器里，中

间用多孔素瓷板隔开。（如图 4 所示）这样，两种溶

液不容易混合，而带电的离子 Cu2+、Zn2+和 SO4
2-

却能自由通过。Zn 板浸在 ZnSO4 溶液中时，发生了

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Zn 板上的正离子 Zn2+溶解到

溶液里，把负电子留在 Zn 板上，使 Zn 板带负电，

成为电源的负极。 

 
图 4 

 

在 Cu 极附近，相反的物理化学变化是溶液中

的正离子 Cu2+沉积到 Cu 极上，使 Cu 极带正电荷，

成为电源的正极。 
当把电池的两极用导体连接起来时，Zn 极上的

负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通过导体流到 Cu 极上去

与正电荷中和，从而形成电流，这时由于 Zn 极上

的负电子减少，使 Zn2+继续溶解，Zn 极上的负电子

和周围溶液中的 Zn2+及时补充。 

充电时在外电源的作用下，电流从 Zn 极流出，

从 Cu 极流入，Cu 极上的负电子减少，Zn 极上的负

电子增多，化学力将不断地使 Cu2+从 Cu 极上溶解

和 Zn2+沉积到 Zn 极上。 

六、镍—镉充电电池 
其反应是在碱性条件下进行，这种电池携带方

便，使用寿命比铅蓄电池长得多，正确使用时，可

以反复充、放电达上千次。目前碱性电池中，主要

有镍−镉和镍−铁两类，现以镍−镉电池为例说明其

工作的原理。 

3 2Cd 2Ni(OH) 2Ni(OH)+ ⎯⎯⎯→ +放电
2)OH(Cd ， 

322 Ni(OH)2Cd)OH(Cd)OH(2Ni +⎯⎯→⎯+
充电

。 

早期的镍−镉电池有一个缺点，当每次充电时，

在负极有氢氧化镉与电极作用，产生金属镉而附

在负电极表面；放电时，负电极表面的金属镉反

应形成氢氧化镉，这是溶解镉的反应。当充放电

不完全时，电极内的镉金属会慢慢地产生大结晶

体而使以后的化学反应受到阻碍，导致电荷的存

储量减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镍电池的“记忆效

应”。镍 -镉电池因具有记忆效应很容易产生充放

电不完全，造成实际电容量降低，所以在使用十

次左右就很有必要对其做一次完全放电，以延长

电池的使用寿命。  

七、锂离子充电电池 

锂离子电池具有高电压、高容量、循环寿命长、

安全性能好的优点，被广泛应用在数码产品中。锂

电池的负极材料是石墨和焦碳等碳质材料，正极材

料主要是钴酸锂，电解质为碳酸丙烯酯，隔膜为 PP
微孔薄膜等，这种电池的正、负极均采用可供锂离

子自由嵌脱的活性物质。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溢

出，嵌入负极；放电时，锂离子从负极脱出，嵌入

正极。 

6212 CLiCoOLi6CLiCoO xx +⎯⎯→⎯+ −
充电 。 

锂离子电池的电解质以离子形态存在，很好的

避免了记忆效应的产生，所以锂电池在使用过程中

更方便，使用寿命更长；但锂离子电池容易受环境

温度的变化而表现不同的性能，在 25—40 度的环境

温度会表现其最好性能，而低温或高温状态，它的

性能就变差了，所以在使用锂离子电池时一定要注

意使用环境，避免高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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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是一种将燃料的化学能直接转变成电

能的装置。它的构造（如图 5 所示）是：由多孔活

性碳制成的正负两电极和存储器组成。负极连续有

还原性气体（如氢气）输入，正极连续有氧化性气

体（如氧气）输入，电极是用多孔活性碳制成，电

解质溶液是浓度 30%的 KOH。 

 
图 5 

 

负极：2H2+4OH−−4e=4H2O， 
正极：O2+2H2O+4e=4OH−。 
上述反应的原理跟氢气在氧气中燃烧的原理一

样，但它没有火焰也不放出热量，而是产生电流。

在不断补充燃料和氧化剂充足的情况下，燃料可以

连续产生电。 
燃料电池具有能量高，功率大，运行寿命长，

无噪声、无污染，化学能直接转化成为电能，由于

反应物是水，所以这种电池被广泛用在宇宙飞船上。 
九、太阳能电池 

如果在 P 型半导体表面，利用扩散掺杂的办法，

形成一薄的 N 型层，在光的照射下可以在 PN 结及

其附近产生大量的电子、空穴对。如果在 PN 结附

近，一个扩散长度范围之内，电子、空穴对就有可

能在复合前通过扩散运动到达 PN结的强电场区域，

强电场将使电子扫到 N 型区，空穴扫到 P 型区，使

N 区带负电，P 区带正电，如同一节电池。（结构如

图 6 所示）这种电池体积可以做得很小，在日照条

件下能连续供电，又不产生污染环境的废弃物，使

用极为方便。但是，利用现在的材料要想得到强电

流，必须采用大面积的太阳板。 
十、核电池 

核电池是利用同位素在衰变过程中不断地放出

具有热能的射线，再通过半导体热电转换元件将这

些射线的热能转变为电能。同位素在自然衰变时放

出比一般物质大得多的能量，而且衰变时间很长，

因此，核电池的能量大，体积小，可以长时间使用。

核电池利用核裂变技术制成，虽然只有钮扣般大小，

但它能够连续提供手机一年以上待机时间的电量，

而且同位素在衰变时放出的能量大小、速度，不受

外界环境中温度、化学反应、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它以抗干扰性强和工作准确可靠而著称。 

 
图 6 

 

十一、锌空气电池 
锌在碱性溶液中产生氧化锌： Zn+2OH−→

ZnO+H2O+2e 同时得到电子，它为负极。如果结成

回路就能给电路供电。金属锌化学性质比较活泼，

反应比较稳定。 
十二、细菌电池 

日本研制的这种电池是把两种细菌放入糖浆

中，一种细菌吞食糖浆产生有机酸，另一种细菌使

有机酸化为氢，这些氢与放进的磷酸起反应，便可

放电。 
不同的电池原理不同，我们只有对各种电池有所

了解，才能让它们更好地为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服务。 
（江苏省溧水职业教育中心校  21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