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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面向新能源电动交通工具和储能系统用锂离子电池热失控防护这一重大战略需求，揭示了微观

电池材料特性与宏观热失控演化过程的内在关联，建立了电池热失控及燃烧数值计算模型，提出了电池相

变材料宽温域主动热量管理方法。研究成果不仅为深入理解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反应动力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也为电池模组乃至储能舱体的安全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理论指导。 

5 篇代表性论文发表于 eTransportation、Energ. Convers. Manage.、J. Power Sources、Int J Heat Mass Transf.、

Appl Therm Eng 等权威期刊，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2 篇，被 Nature Energy、Energ. Environ. Sci.、ACS Energy 

Lett.等国际权威期刊 SCI 总引用 842 次，他引 759 次，单篇最高他引 262 次，受邀在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The Innovation 等权威期刊发表综述文章 4 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获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5 项。1 人获评欧盟科学院院士，1 人获亚澳火灾科学技术学会终身成就奖，3 人获评欧盟玛丽居里学者，

1 人获评英国皇家学会会士，1 人连续两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年度榜单”，3 人次获评安徽省

“特支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优青等省级人才称号，2 人次获评公共安全

科学技术学会青年科技奖、青岛市青年科技奖；部分研究成果获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青岛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提名等级 二等奖 

项目简介 

在“碳中和、碳达标”的战略目标驱动下，锂离子电池广泛应用于电动交通工具和新型储能系统。因锂离子电池热失控

导致的火灾爆炸事故频繁发生，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已成为制约其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瓶颈问题。 

该项目针对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现象的孕育演化机制不明、热失控多尺度危害预测方法匮乏、传统电池热管理方法效率下

低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揭示了热失控宏观过程的微观产热机制，建立了耦合传热-电化学-流体动力学的电池热

失控及燃烧数值计算模型，提出了基于温度感知的电池相变材料热量管理方法。主要发现点如下： 

（1）发现点 1：建立了基于锂离子电池热爆炸模型的自加速分解温度预测方法，发展了考虑正极材料释氧和内短路焦

耳热效应的电池燃烧热释放速率计算新方法，揭示了电池热失控转捩为喷射火的临界条件及反应历程。 

（2）发现点 2：建立了锂离子电池传热-电化学热失控数值计算模型，提出了电池单体喷射火数值计算模型，揭示了锂

离子电池热失控、射流及燃烧等完整事件链的致灾特性及演化机制。 

（3）发现点 3：提出了主动耦合电池热管理方法，发展了电池温度控制策略，提高了相变材料热管理技术的环境适用

性与可靠性。 

5 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eTransportation、Appl. Energy、Energ. Convers. Manage.等权威期刊，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2 篇，

被全球 78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中国、英国、美国等国院士 10 人）总引用 842 次，他引 759 次，单篇最高他引 262

次。被 Nat. Energy、Energ. Environ. Sci.、ACS Energy Lett.、Adv. Mater 等国际权威期刊引用和大段正面评价，受邀在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The Innovation 等权威期刊发表综述文章 4 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1 人获评欧盟科学院



院士，1 人获亚澳火灾科学技术学会终身成就奖，3 人获评欧盟玛丽居里学者，1 人获评英国皇家学会会士，1 人连续两年入

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年度榜单”，3 人次获评安徽省“特支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

优青等省级人才称号，2 人次获评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青年科技奖、青岛市青年科技奖；部分研究成果获中国职业安全健

康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青岛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第 1完

成人 

姓名 孔得朋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系主任/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本人对发现点 1、2、3 做出了突出贡献，发现了大容量磷酸铁锂电池多次喷射火的特殊现象，是代表

性论文 2 的第六作者，支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2； 

对发现点 2 的贡献是：建立了考虑电池电化学、产热、流动和燃烧特性的电池喷射火数值计算模型，

是代表性论文 3 的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 4 的通讯作者、第一作者，支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3、4； 

对发现点 3 的贡献是：研发了锂离子电池热量管理方法，代表性论文 5 的通讯作者、第一作者，支撑

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5，见附件 1-5。 

第 2完

成人 

姓名 平平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无/副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本人对发现点 1、2、3 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对发现点 1 的贡献是：发现了大容量磷酸铁锂电池多次

喷射火的特殊现象，是代表性论文 2 的第一作者，支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2； 

对发现点 2 的贡献是：建立了考虑电池电化学、产热、流动和燃烧特性的电池喷射火数值计算模型，

是代表性论文 3 的通讯作者、第三作者，代表性论文 4 的第三作者，支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3、4 

对发现点 3 的贡献是：共同研发了锂离子电池热量管理方法，是代表性论文 5 的第三作者，支撑材料

为：代表性论文 5。 

第 3完

成人 

姓名 王青松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系教学主任/研究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本人对发现点 1 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 的通讯作者、第四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2 的通讯作

者、第二作者，支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1、2。 

第 4完

成人 

姓名 王功全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无/博士后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本人对发现点 2 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3 的第二作者，代表性论文 4 的第二作者，支撑材料

为：代表性论文 3、4。 

第 5完

成人 

姓名 孙金华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无/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本人对发现点 1 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 的第五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2 的通讯作者、第五作

者，支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1、2。 

第 6完

成人 

姓名 毛斌斌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无/副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作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本人对发现点 1 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 的第一作者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本单位对发现点 1、2、3 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2 的第二署名单位，支撑材料为：代

表性论文 2 

对发现点 2 的贡献是：作为第一署名单位参与开展研究，是代表性论文 3、4 的第一署名单位，

支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3、4 

对发现点 3 的贡献是：作为第一署名单位参与开展研究，是代表性论文 5 的第一署名单位，支

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5 

 

第二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本单位对发现点 1 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第一署名单位参与开展研究，是代表性论文 1、2 的

第一署名单位，支撑材料为：代表性论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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