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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動力鋰電池在安全及性能上尚未全面發展成熟，雖然日本鋰電池技術目前領先全

球，且 3C鋰離子電池市占率仍居第一，但安全狀況也是頻亮紅燈，因此在以安全為前提

下，動力鋰電池乃以採用比鋰鈷或鋰鎳電池系統安全的錳系鋰電池為主力。而中國大陸電

池雖便宜，但是因安全問題使系統廠疑慮加深（日商在中國大陸的 3C鋰離子電池生產，

已有移回日本本土的趨勢），因此中國大陸動力鋰電池主力改走磷酸鐵鋰（低工作電壓）

系統的路線。反觀台灣已逐漸建立自主鋰電池材料工業，將有機會主導動力鋰電池產品的

開發。台灣若在安全及材料方面有技術突破，再結合國際機構，將有機會加入重新訂定規

則的舞台，成為全球前三大動力電池生產大國。

日本、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電動汽車發展已成功導入鋰電池，並且正逐步取代目前的鎳

氫電池而成為主流動力電池。其中，日本電動車發展模式為電池廠和汽車廠結盟，具備較

佳的整合性，其所開發的大型鋰電池技術也可快速在電動車輛上進行測試驗證，目前主要

搭配錳系的鋰電池為主力。在磷酸鐵鋰的誕生地－美國，其汽車大廠通用電動汽車選擇了

韓國的錳系動力電池，捨棄磷酸鐵鋰的龍頭老大－ A123公司和 Valence 公司；而中國大陸

動力鋰電池則是走磷酸鐵鋰系統的路線。但無論世界主流汽車廠商的電動汽車電池是選擇

高能量、高電壓錳系電池系統，或是高安全、高循環壽命的磷酸鐵鋰系統，鋰電池的高安

全與長壽命仍是最被重視的議題。

鋰電池的安全防護目前可區分為電池模組保護與單電池保護，電池模組保護主要為電

子電路保護，如以電源管理模組來防止電池過充電、外部短路、過放電後充電等電源異常狀

況；單電池保護分為電池機構保護，如 PTC、 CID（電流中斷）裝置等，在電池異常發熱

時，中止其電池使用，另外也有安全閥裝置，當電池內部壓力過大時，可將壓力導出。單電

池最後一道防線則是電池隔離膜材料，當異常熱發生時，透過其熱閉孔效應阻斷離子傳導。

一般電池外部意外都可透過多重保護（模組保護與單電池保護）來確保安全，唯獨電

池芯的內部結構一旦發生短路（異物雜質導致正負極短路），其可能引發之熱爆走則是目

前各鋰電池廠亟須克服的重大議題，因此，本專題主要先介紹電池安全的技術發展，如國

際大廠對電池內部的安全防護如何在極板與隔離膜界面進行功能性塗層，以防止電池因內

短路所引起之熱爆走，嘗試從大廠在電池芯中安全防護的相關布局來解析；另外，由於電

池的主要意外來源為內部短路，因此本專題也針對內短路模式行為進行分析。

除電池內安全機制分析外，循環長壽命是動力電池成本下降(Cost Down)的最佳方式，

因此，也對電池如何提高長壽命機制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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