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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氧化物电解池的发展及研究现状

李晓艳1, 李摇 星2, 魏甲明1, 付云枫1, 陈宋璇1, 王玮玮1, 刘召波1

(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100038; 2. 郑州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摇 要]摇 固体氧化物电解池(SOEC)可以高效、清洁地与可再生能源进行耦合并将其转化为化学能,
是一种高效、环保的能量转化装置,但是存在长期运行性能衰减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固体氧化物电解水

制氢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的关键所在。 本文简要介绍了 SOEC 的发展历程、类别及其组成和运行原理;详
细阐述了该项技术的优、缺点及运行成本;重点对 SOEC 性能衰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SOEC 的组成、运
行模式、连接板材料及运行条件等是造成性能衰减的主要因素;最后通过论文和专利数量分析了固体氧

化物电解池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认为虽然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发展较为成熟,但迫于

目前环境需求,为了充分利用清洁能源,降低碳排放,SOEC 制氢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必然是未来行业的

发展方向,目前 SOEC 性能的稳定及低成本制备是该技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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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言
我国的煤炭资源丰富,并且拥有成熟的集中式

火力发电技术,能够保障我国的能源供应安全,因
此,以煤炭为主的火力发电成为了我国能源供应的

最主要的方式[1]。 但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并且它

的使用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 我国在 2020 年向世

界郑重的宣布,在 2030 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

实现碳中和。 在面临严峻的双碳挑战下,我国颁发

了一系列的能源政策来推动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
近年来显著减少碳排放的清洁能源技术引起了

诸多学者的关注。 在地球上存在大量的太阳能和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但是这些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限

制了其大规模使用[2 - 8]。 在此背景下,固体氧化物

电池(SOCs)正在成为一种最高效、最清洁的电化学

能量转化和储存装置[9 - 12]。 SOCs 具有固体氧化物

燃料电池(SOFC)和固体氧化物电解池( SOEC)两

种运行模式,SOEC 可以耦合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8, 13 - 15]。
氢气作为二次能源具有零污染和无排放的优

点,并且氢气在制备过程中可以不产生碳排放,符合

我国双碳政策的战略能源[16]。 目前,电解水制备绿

氢的技术主要有 4 种,分别为质子交换膜电解水

(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碱性水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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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kaline Water Electrolysis, ALK)、阴离子交换膜

电解水(Anion Exchange Membrane,AEM)和固体氧

化物 电 解 水 ( 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Cell, SO鄄
EC) [17 - 21]。 与其他三种方式相比,SOEC 具有能量

转换效率高、电流密度大、稳定性强和无需使用贵金

属催 化 剂 等 优 点, 是 一 种 很 有 前 景 的 制 氢 方

法[22 - 23]。 但是由于 SOEC 的工作温度过高,这也导

致对材料的要求比较苛刻。 高温会对电解池材料的

性能等产生影响,所以会造成电解性能的衰减。 本

文主要对 SOEC 进行简要的介绍,并对 SOEC 电解

性能衰减的因素和发展现状进行综述。

1摇 SOEC 简介
固体氧化物电解池是一种能量转化率高、发展

潜力大和反应速率快的能量转化装置[9]。 SOEC 可

以高效、清洁地与可再生能源进行耦合转化为化学

能[24],可用于将水蒸汽(H2O)、交通和工厂排放的

二氧化碳(CO2)或两者直接高效电解转化为氢气

(H2)或合成气(H2 + CO) [25],其产物可广泛应用于

钢铁厂、化工厂和航空航天等行业,如图 1 所示。
SOEC 还可以与一系列化学合成热集成,使捕获的

二氧化碳和水回收到合成天然气或汽油、甲醇或氨

中,与低温电解技术相比,效率进一步提高。

图 1摇 SOEC 作为能源转化和储存装置示意图[14,26]

Fig. 1摇 Schematic diagram of SOEC as an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device[14, 26]

摇
1郾 1摇 SOEC 的发展历史

1899 年,Nernst[27]发现了固体氧化物电解质材

料,ZrO2中掺杂的金属氧化物能够均匀分散在 ZrO2

中,成为运输离子的载体。 1968 年,美国 GE 公司的

Spacil 等首先报道了采用 ZrO2基电解质的 SOEC 进

行高温水蒸气电解制氢的试验研究,电解池采用的

是管式构型。
20 世纪 80 年代初,德国的 Doenitz 等开展了管

式 SOEC 电堆高温蒸汽电解制氢试验,制备了含

1 000 个单体的管式 SOEC 电堆,最大产氢速率可以

达到 0郾 6 Nm3·h - 1。 2003 年,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

室和 Ceramatec 公司重新启动了高温 SOEC 蒸汽电

解制氢研究,核能高温蒸汽电解制氢的效率可以达

到约 45% ~52% [28]。
2005 年,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开

始了核能高温 SOEC 电解水蒸气制氢的研究[29 - 31]。
2007 年,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建成了一个 15 kW
的高温蒸汽电解制氢一体化台架,实现了峰值产氢

2郾 0 Nm3·h - 1 的高温蒸汽电解运行试验验证[32]。
2018 年,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已经初步搭建完成了

25 kW 高温蒸汽电解制氢台架,并准备计划开展电功率

250 kW 高温蒸汽电解制氢系统的设计工作。
综上所述,经过多年研究,SOEC 电解制氢技术

在实验室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是由于 SOEC 的工

作温度等因素使得其大规模商业化受到了阻碍。 随

着该项技术的不断进展,SOEC 制氢终将会走向规

模化示范。
1郾 2摇 SOEC 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德国 Sunfire 公司成功运行并测试了 225 kW
SOEC[33]。 该 SOEC 模块由 60 个电池组和 1 800 个

电解 电 池 组 成, 通 过 可 再 生 电 力 和 蒸 汽 产 生

63 Nm3 / h 的氢气,相当于 5郾 7 kg / h 的氢气产量。 与

其他电解技术相比,蒸汽的利用使高温电解效率特

别高,交流转换效率达到 84% (LHV 低热值)。
康明斯从美国能源部获得 500 万美元拨款,用

于 SOEC 电堆自动化组装、生产的研发[34]。 该项目

将利用康明斯现有成熟的热喷涂工艺,自动化生产

以金属为基础的固体氧化物电堆,从而减少昂贵的

烧结工艺,并将所需密封件数量减少 50% 。 该项目

为期 3 年,总预算 716 万美元,目标是开发 60 kW 固

体氧化物电堆自动化组装的标准样板,用于建立年

产能为 94MW 的 SOEC 电解槽工厂。
美国 Bloom Energy 的 SOEC 电解槽产氢速度可

达 37郾 7 kW·h / kg,并且将 88郾 5%的低热值转化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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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电[35]。 Bloom Energy 在韩国部署了首个 130 kW
SOEC 电 解 槽[36], 水 作 为 输 入 原 料 时, 预 计 以

46 kW·h / kg 氢气输出运行,蒸气作为原料输入时,
电解槽需要更少的电力,预计以 40郾 446 kW·h / kg 氢

气运行,进一步提高效率。
北京质子动力公司举办了青岛生产基地SOEC /

SOFC 电池片和电堆的投运仪式[37]。 质子动力青岛

一期产线从技术指标、工艺精度、生产产能方面表现

中国 SOEC / SOFC 氢能电池片和电堆处于领先水

平。 该产线由公司内部自主研发设计、采用国内外

先进设备,可生产制造高标准燃料电池。
上海翌晶氢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国内首条

SOEC 电堆自动化产线正式下线, 年产能可达

100 MW,可兼容多型号电堆生产[38]。
以上资料表明,SOEC 电解制氢已受到诸多研

究单位的关注,并开展了研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

突破。 随着该技术的不断进展,SOEC 制氢会逐步

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而且降本路径清晰,有望成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推动力。
1郾 3摇 SOEC 的组成和原理

SOEC 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为多孔阴极、多孔

阳极和致密电解质。 阴阳极材料一般为多孔的结

构,该结构有利于两极上气体的良好流动性,并能

增加电化学反应的三相界面;电解质的作用是将

阴阳极上的气体隔开,并传导离子,电解质的结构

越致密,传导离子的能力就越强,对电子的传导就

越弱。
目前大多数 SOEC 是氧离子传导型电解池(O-

SOEC),工作温度为 700 ~ 1 000 益,水蒸气通入阴

极,在阴极被还原成氢气和氧离子,氧离子通过中

间的电解质到达阳极,在阳极失去电子被氧化成

氧气。

2摇 SOEC 的分类
SOEC 可以根据两种方式来进行分类,一是根

据电解质载流子的不同进行分类,其中包括传统的

氧离子、质子和混合离子(氧离子和质子)三种类型

(图 2);二是根据支撑体的类型,可分为阳极支撑

型、阴极支撑型、电解质支撑型和金属支撑型。
2郾 1摇 依据电解质载流子的类型

三种不同电解质载流质子中技术最成熟的是传

统的 O-SOEC,其工作温度较高(700 ~ 1 000 益)。

电极反应分别见式(1)、式(2)。
阳极侧反应式

O2 - 寅1
2 O2 + 2e - (1)

阴极侧反应式

H2O +2e - 寅H2 + O2 - (2)
较高的工作温度对 SOEC 组成部分的材料要

求较为苛刻,需材料在高温条件下保持一定的稳

定性。 目前阳极常用的材料是钙钛矿类材料,具
有较好的热稳定性。 阴极材料常用的材料有金属

陶瓷复合材料和钙钛矿型阴极材料,这两种材料

在阴极环境下能够保持长期的催化活性和运行稳

定性。 电解质材料目前常用氧化钇稳定氧化锆

(YSZ),其具有导电性能强、在高温条件下电化学

性能稳定的特点,比较符合 O-SOEC 的工作温度;
但与 YSZ 相比,氧化钪稳定氧化锆( ScSZ)具有更

高 的 导 电 性, 可 以 降 低 SOEC 工 作 温 度 50 ~
150 益,从而延长 SOEC 的寿命,因此,ScSZ 是一种

很有发展潜力的电解质材料。
以质子为电解质载流子的固体氧化物电解池为

质子传导电解池(H - SOEC)。 与传统的 O - SOEC
相比,H-SOEC 比较适合在中温(500 ~ 750 益)下运

行。 H-SOEC 在运行时,水蒸气通入阳极氧电极,水
被分解为氧气和质子,质子通过电解质到达阴极,被
还原成氢气。 电解质将阴极和阳极的气体分开,所
以可以在阴极得到纯净的氢气,省去了后续将混合

气体分离的步骤[25]。
两个电极上的反应式分别见式(3)、式(4)。
阳极侧反应式

H2O寅2H + + 1
2 O2 + 2e - (3)

阴极侧反应式

2H + + 2e - 寅H2 (4)
H-SOEC 是目前研究的热点,相比于 O-SOEC,

该电解池虽然降低了运行温度但并不减少能量转换

效率,因为富含水的工作环境有利于质子的传导;该
技术使用的电极材料主要为陶瓷材料,成本低廉。
目前,H-SOEC 还处于研究阶段,要使其发挥最稳定

的性能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近些年也有研究报道采用氧离子和质子的混合离

子作为 SOEC 载流子。 Kim 等[39]在研究中提出了基于

混合离子导电电解质 BaZr0郾 1 Ce0郾 7 Y0郾 1 Yb0郾 1 O3 - 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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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不同电解质载流子的 SOEC[39]

Fig. 2摇 SOEC of charge carriers with different electrolytes[39]
摇

SOEC 新概念,在该理论下 O-SOEC 和 H-SOEC 可

同时运行。
混合离子导体 SOEC 在运行时,水蒸气电解出

的 O2 - 和 H + 都可以通过电解质,因此在阴极和阳极

都会发生水的电解,所以混合离子导体 SOEC 可以

产生更多的氢气。
2郾 2摇 依据支撑体的类型

不同的支撑方式都有着独特的优点,要根据

SOEC 的使用场景来决定采用何种支撑方式。 SOEC
的阻抗损失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电解质的欧

姆阻抗,另外是来自电极极化的阻抗,而采用阴极支

撑可以有效减少电解质的欧姆损失[40 - 41]。 但是阴

极支撑型 SOEC 的阳极很薄,在高电流密度下电解

时会导致电解质和阳极之间的氧分压过高而出现界

面分层情况。
烧结性能好、机械强度高的电解质可以作为

SOEC 的支撑体,优点在于使 SOEC 有更好的长期运

行稳定性和机械强度[41]。 而且厚的电解质经过高

温烧结后可以使结构变得致密,结构致密的电解质

可以有效减少欧姆阻抗,所以电解质支撑型 SOEC
适用于运行温度较高的场景。

金属支撑 SOEC 与金属支撑 SOFC 优点类似,
具有响应速度快、启停次数多等优点,不但适用于

波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同时可与我国发达的工

业装置深度耦合,并且有望应用于汽车和轮船等

领域。

3摇 SOEC 电解制氢的优点和不足
SOEC 的优点众多,其中较为突出的优点就是

制氢热效率很理想,与其他电解水制氢方式相比,
SOEC 在实验室中的制氢热效率已经可以达到

100% [42]。 此外,SOEC 还可以耦合一些可再生一次

能源电解水,更有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 SOEC 制

氢的能耗分为电能和热能,在高温条件下运行可以

减少对电能的消耗,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电解水制氢

的成本,但是 SOEC 制氢成本远高于其他三种方式

的电解水制氢成本。
3郾 1摇 高效率

电解水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能量转换过程,即
将一次能源转为能量载体氢气的过程。 因此,一个

固体氧化物电解制氢系统效率的定义为:该系统在

电解制氢过程中所制备的氢气能量与该过程所消耗

的能量之比。 陈晗钰等[43] 在对固体氧化物电解制

氢系统效率评价时,为了评估系统的整体性能,还计

算了系统的能量利用效率,即一个过程所有产品的

能量之和与所有输入能量的比值。 经过公式变换推

导,得出结论,在电解制氢过程中,适当提高工作温

度,可以降低整个过程电能的消耗,从而提高系统的

制氢效率。
表 1 为不同电解技术的主要特征对比,传统的

碱性水电解制氢技术的热效率为 59% ~ 70% ,质子

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热效率为 65% ~ 82% ,阴离子

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热效率为 60% ~ 70% ,而固体

氧化物电解制氢技术的热效率都可以达到 100% 。
SOEC 在高温工作条件下会使得电解池性能损失降

低,总制氢系统效率高达约 55% ,是质子交换膜电

解制氢技术系统效率的 1郾 5 倍,碱性水电解制氢技

术总效率的 2 倍[43]。 由此可见,相比其他的绿氢制

备方式,SOEC 制氢技术的效率是最高的,其理论值

可达 100% 。
3郾 2摇 高成本

SOEC 制氢工艺系统的能源大部分来自于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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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表 1摇 不同电解技术主要特征[20,26,43 - 44]

Table 1摇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lectrolysis technologies[20,26,43 - 44]

对比项 ALK AEM PEM H鄄SOEC O鄄SOEC

电荷载体 OH - OH - H + H + O2 -

工作温度 / 益 20 ~ 80 20 ~ 200 20 ~ 200 500 ~ 1 000 500 ~ 1 000

电解质 液体 固体 固体 固体 固体

阳极反应
4OH - 寅2H2O + O2 +

4e -

4OH - 寅2H2O + O2 +

4e -

2H2O寅4H + + O2 +

4e -

2H2O寅4H + + O2 +

4e -
O2 - 寅1 / 2O2 + 2e -

阳极材料
Ni > Co > Fe
(氧化物)

镍基 IrO2,RuO2,IrxRu1 - xO2
具有质子电子导电性

的钙钛矿
LSM鄄YSZ

阴极反应
2H2O +4e - 寅4OH - +

2H2

2H2O +4e - 寅4OH - +

2H2

4H + + 4e - 寅2H2 4H + + 4e - 寅2H2 H2O +2e - 寅H2 + O2 -

阴极材料 镍合金 Ni,Ni鄄Fe,NiFe2O4 Pt / C MoS2 镍金属陶瓷 Ni鄄YSZ

效率 / % 59 ~ 70 — 65 ~ 82 100 100

适用性 商业化 实验室规模 近商业化 实验室规模 示范、证明

量的消耗,其制氢过程为一次能源系统输出电能和

高温热能至电解池,在能量与高温热能的联合作用

下,通过水蒸气电解得到氧气和氢气。
摇 摇 张玉魁等[45]在对电解水成本分析时,将成本分

为 4 部分,分别为电费、固定投资、水或水蒸气费用

和运维费用,并进行了三种运行模式下的对比。 第

一种模式电解过程的能量均由电能提供;第二种模

式仅电池堆耗能,由电能提供;第三种模式电池堆耗

能由电能和高温热能共同提供。 本文将 SOEC 这

三种模式的成本与 ALK、AEM 和 PEM 的成本进行

了对比分析。 在模式一运行情况下,与其他制氢

方式相比,其成本最高,但高温 SOEC 的电解耗能

并不是最高的,只是固定投资远高于另外三者;在
模式二运行情况下,与模式一相比,耗电量有所下

降,所以总成本下降;在模式三下运行时,耗电量

进一步降低,但由于 SOEC 的固定投资较高,最终

总成本还是较高。 三种模式下的具体成本分析如

图 3 所示。
在目前的形势下,SOEC 制氢的成本比 ALK、

AEM 和 PEM 都要高。 但在未来,随着风电和光伏

等发电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将会带动电价降低,
SOEC 的成本也会下降,成为具有发展前景较好的

清洁制氢技术。

4摇 SOEC 的性能衰减因素
SOEC 长期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运行,使得电

图 3摇 四种模式下的制氢成本[45 - 46]

Fig. 3摇 Hydrogen production costs under
four modes[45 - 46]

摇

极稳定性受到影响,从而损耗 SOEC 性能。 造成

SOEC 性能衰减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 SOEC 的组

成部分、运行控制和一些其他因素[47 - 48]。
4郾 1摇 SOEC 组成部分

4郾 1郾 1摇 阴极

阴极性能发生衰减的原因主要分成两部分,分
别是电极的微观结构和材料。 电极采用多孔结构的

好处是能够增加电化学反应的三相界面区域,有利

于燃料气体的输送,并且电极上孔的大小和分布等

都会影响电解池性能。 合适的阴极材料对于控制极

化能量损失和性能衰减极为重要,除了要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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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导电能力和催化活性,还要求能够在高温、高湿

条件下保持结构和组成的稳定[49]。
目前阴极常见材料是 Ni -YSZ 材料,但研究人

员发现,在 SOEC 长期运行中,Ni -YSZ 电极材料微

观结构的变化对电解池性能损耗的影响巨大[50 - 56]。
SOEC 的工作温度一般在 700 ~ 1 000 益,在没有外

部因素的干扰下,Ni 颗粒的直径大小会受到表面能

差的影响,导致大颗粒变大,小颗粒几乎消失,这使

得电极的三相界面区域变小,电解池的性能就会发

生衰减[57 - 58]。 Haunch 等[59] 在研究中对 Ni - YSZ
的微观结构进行了优化,让其变得更加精细,使
SOEC 在800 益、1 A / cm2的条件下衰减速率尽可能

地减少至 0郾 3% ~ 0郾 4% / 1 000 h。 所以粗糙的阴极

微观结构会加剧 SOEC 的性能衰减。
阴极需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工作,能在此条件

下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和催化活性才能使得 SOEC 性

能得以保持[60]。
4郾 1郾 2摇 阳极

SOEC 在运行过程中,阳极的衰减对整体性能

的影响较大,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运行过程

中阳极和电解质薄膜的分层和含 Sr 阳极中 Sr 元素

的偏析[61]。
Mahmoud 等[62] 对 Lax Sr1 - x Coy Fe1 - y O3 (LSCF)

作为阳极的 SOEC 在不同的工作时长下运行的衰

减过程进行分析。 通过使用扫描电镜分析可以知

道在运行过程中 Sr 会发生偏析,在阳极和电解质

界面生成有害相 SrZrO3。 因为 SrZrO3层孔隙率较

低,这导致阳极上产生的氧气不能够及时的扩散

出去,最终导致阳极和电解质的分层。 同时,使用

LSCF 材料作为阳极的 SOEC,运行后阳极中 Sr 的

析出会导致电池欧姆电阻的增加或氧电极电子和

离子的电导率下降,或者二者都发生,使 SOEC 的

性能发生衰减。
LaxSr1 - xMnO3(LSM)在 SOEC 中通常作为空气

电极,在 1990 年,Virkar 等[63] 首次报道了空气电极

的分层现象。 Khan 等[64]通过氧化锆电解质和 LSM
电极在 1 V 直流电位下电解产生氧气,假设氧化锆

中的电子导电性可以导致氧在电解质内部形成,从
而产生较高的内部氧分压,这将促进氧化锆电解质

的剥落。 在氧化锆电解质中添加 TiO2 可增强其电

子导电性,而且在出氧侧的电解液中观察到裂纹和

点蚀,这些现象证实了该假设,并解释了空气电极分

层的基本原理。
也有其他诸多研究得出导致空气电极分层的原

因:淤杂质的存在或由于离子从空气电极的移动导

致电解质的电子导电性,从而产生较高的内部氧分

压,导致电解质与电极之间发生剥落;于在交界面形

成新的不需要的相, 如 LaZrO3、 SrZrO3、 Mn2 O3、
La2Zr2O7等),导致氧气聚集从而出现电极分层;
盂空气电极的离子电导率小,电解质释放氧气的能

力较高,因此可能会在电极 /电解质界面的缺陷内释

放氧气,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的氧分压会逐渐增加,
最终会使电极分层;榆LSM 颗粒在空气电极 /电解

质界面分解成纳米颗粒,使得电极 /电解质界面变

弱,从而导致分层。
总而言之,要实现 SOEC 的运行稳定性,对阳极

衰减原因的深入探究是必不可少的。
4郾 1郾 3摇 电解质

电解质是欧姆阻抗的主要来源,其作用是将阴

极与阳极分隔开,具备离子通过性强、电子导电性弱

的特点,并且结构要致密,以达到防止产生的气体在

两个电极之间来回传输[18,65]。 电解质材料需要与

电极材料有较好的匹配性,以减少分层和裂纹。 研

究发现,O-SOEC 只有在较高温度下才能保持良好

的电解性能,这是因为 O -SOEC 的电解质为 YSZ,
而 YSZ 只有在较高的温度下才能拥有高的氧离子

传导能力[66]。 随着温度的下降,电解质氧离子的传

导能力变弱,电解质的欧姆电阻增加,SOEC 电解制

氢的性能发生衰减;再者,O-SOEC 在高温条件下运

行需要电极材料具有较高的烧结活性;另外,高温环

境还会加速密封材料的老化,缩短电池使用时间。
高温的运行环境决定了 O-SOEC 产品的高制造成

本,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商业化发展[67]。
降低运行温度是解决此问题主要路径。 一是

采用 ScSZ 电解质,ScSZ 是目前锆基电解质中氧离

子电导率最高的电解质材料,在 800 益下电导率约

为 YSZ 电导率的 2 倍,成为中低温首选电解质,但
其价格昂贵、颗粒团聚和批次不稳定等难题限制

了其批量工业制备;二是在中温条件下,H-SOEC
可以拥有更加优越的电解性能,并且产生的是纯

净氢气,后续无需进行氢气提纯,但目前还处于研

究阶段。
4郾 2摇 运行控制

如果 SOEC 既能在低电流密度下运行,也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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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流密度下运行,就可以增加氢气的生产率或者

耦合多余的电力进行生产。 Knibbe 等[68] 研究了

Ni -YSZ 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在高电流密度下的性能

损耗,认为增加电流密度会增加电极和电解质的极

化损失,当电流密度在 1 A / cm2以下逐渐增加,但不

超过 1 A / cm2时,不会导致 SOEC 的极化损失,而会

造成欧姆损失。
众多研究表明,固体氧化物电池在 SOEC 和

SOFC 模式下进行循环运行可以减少电池的性能衰

减,增加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SOEC 在高电流密度下进行连续电解,会产生

性能损失,通过 SOEC 和 SOFC 两个模式之间的循

环可以抑制这种性能损失,使固体氧化物电池有

更长的使用寿命。 Graves 等[69] 在高热流密 度

(1 A / cm2)下进行连续电解,导致氧电极 /电解质界

面附近的微观结构严重恶化,极化损失大幅度增加;
而经过 4 000 h 的 SOEC 和 SOFC 两个模式之间循环

运行之后,没有观察到微观结构的损伤,极化损失只

是略微增加;该试验结果表明固体氧化物电池在

SOEC 和 SOFC 模式之间的循环可以有效抑制电极

的极化损失。
4郾 3摇 其他因素

除了电解池的基本组成因素对 SOEC 的性能衰

减有影响外,连接板也会造成性能的衰减。 与 SOFC
类似,SOEC 采用成本较低的 Cr 合金作电极之间的

连接板材料,但是 Cr 可能会沉积在氧电极上,造成

氧电极中毒[24],使电池的性能发生衰减。
Wei 等[70] 首次研究了 SOEC 电极采用 Fe -Cr

合金连接时 LSCF 氧电极上 Cr 的沉积和中毒。 Cr
沉积对析氧反应 LSCF 氧电极的电化学活性有显

著的中毒效应,表现为电极极化和欧姆电阻的显

著增加。 Cr 在 LSCF 氧电极上的沉积优先发生在

靠近电极 /互连界面的区域,其特征是在 LSCF 表

面形成八面体和六方体型晶体。 在 SOEC 和 SOFC
两种模式操作条件下,LSCF 电极上 Cr 沉积相似,
这说明 LSCF 电极上的 Cr 沉积本质上是一个化学

过程,是由分离的 SrO 和气态 Cr 之间的成核引

发的。
确定 Cr 在 LSCF 电极上的沉积机理,对于从根

本上理解 Cr 沉积过程,以及为 SOFC 和 SOEC 技术

开发更好的耐 Cr 和抗 Cr 电极具有重要的科学和技

术意义。

5摇 SOEC 的文献和专利分析
5郾 1摇 文献分析

SOEC 技术不如 SOFC 技术发展迅猛,这一点在

文献数量上能看出明显区分。 作者采用 Web of Sci鄄
ence 数据库对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对得到的

数据进行整理,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摇 全球 SOEC 和 SOFC 文献数量对比

Fig. 4摇 Comparison of global SOEC and SOFC
literature quantity

摇

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氢能,发布一系列氢能政

策,众多学者积极响应号召,加入到了氢能研究当

中。 从图 4(a)中看出近几年的 SOEC 文献数量激

增,但是对比 SOFC(图 4(b)),SOEC 的研究深度还

有较大差距。 SOFC 文献数量大约是 SOEC 的 6 倍,
并且保持稳定,说明一直有大量的学者对 SOFC 进

行不断研究,该领域研究处于较成熟阶段。
SOEC 制氢文献数量正处于上升时期,表明目

前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较少,还处于起步阶段。 氢

能是我国大力发展的清洁能源,而 SOEC 制氢是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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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制备技术当中最高效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

入 SOEC 制氢的研究,该技术也将会得到大力

发展。
5郾 2摇 专利分析

行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趋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应该行业的研究水平、行业所处时期和未来的发展

趋势等。 作者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工具

对 SOEC 和 SOFC 进行检索,得到了全球在中国布

局的 SOEC 和 SOFC 的专利申请数量详情,结果如

图 5 所示。

图 5摇 全球在中国布局的 SOEC 和 SOFC 专利

申请量对比

Fig. 5摇 Comparis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SOEC and SOFC globally deployed in China

摇

从图 5 中可知,SOFC 的专利申请数量是 SOEC
的大约两倍,并且二者的专利申请数量一直在增长。
但是数量上还是存在较大差距,说明二者的发展水

平的高低。 虽然 SOEC 正处于研究起步阶段,但是

该技术顺应国家政策,SOEC 制氢开始被更多的企

业关注,专利申请数量上涨迅速。 SOFC 虽早已脱

离发展平稳期,开始飞速发展,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上

涨,预测未来还会持续的增长。
由此可知,固体氧化物电池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储能装置。

6摇 结语
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下,迫切需要发展

清洁能源,风能和太阳能具有不稳定性,为了使供应

与需求相匹配,需要有效和经济地将可再生电力转

换为另一种能源形式。 氢能具有清洁、高效等特点,
SOEC 技术通过环保、高效的电-燃料转换能力,可
满足人类对燃料和电力的需求,显示出其长远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优势。
实现 SOEC 大规模的商业化,不仅需要 SOEC

初始性能稳定,具备廉价的原材料和加工技术,还需

要能够在大部分的操作条件(温度、气体成分和不

同电流密度等)下保持长期的稳定性,但是 SOEC 的

稳定性仍未得到解决,也是未来研究重点。
未来,要实现 SOEC 制氢产业规模化,势必要减

少电能的消耗,电耗成本是 SOEC 制氢大规模推广

的主要阻碍。 随着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成

熟,SOEC 电解制氢将会成为主流的制氢技术。

缩写
SOCs: Solid Oxide Cells,固体氧化物电池;
SOFC: Solid Oxide Fuel Cells,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EC: 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Cell,固体氧化物电解池;
PEM: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质子交换膜;
ALK: Alkaline Water Electrolysis,碱性电解;
AEM: Anion Exchange Membrane,阴离子交换膜电解

YSZ: Yttria Stabilized Zirconia,氧化钇稳定氧化锆;
ScSZ: Scandium Stabilized Zirconia,氧化钪稳定氧化锆;
O-SOEC: Oxygen Ion Conductive Electrolytic Cells, 氧离

子传导电解池;
H-SOEC: Proton Conductive Electrolytic Cells, 质子传导

电解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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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cell
LI Xiaoyan1, LI Xing2, WEI Jiaming1, FU Yunfeng1, CHEN Songxuan1, WANG Weiwei1, LIU Zhaobo1

(1. China ENFI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2. Zhengzhou University, Henan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cell ( SOEC) can efficiently and cleanly couple with renewable energy and
convert it into chemical energy. It is an 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ergy conversion device, but there is
a problem of long鄄term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which is also the key to achieving large鄄scale
commercialization of hydrogen production through 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of water.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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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history, categories, composition, and operating principles of SOEC. Elaborating on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operating costs of this technology.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of SOEC are
analyzed, including its composition, operating mode, connecting plate material,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 Finally,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SOEC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number of papers and patents.
It is believed that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olid oxide fuel cells ( SOFCs) is relatively mature, but due to
current environmental needs, in order to fully utilize clean energy and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he large鄄scale
commercialization of SOEC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bound to b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performance stability and low鄄cost preparation of SOEC are the main problems,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Key words: 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cell(SOEC);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electrolysis cell performance;
preparation cost; solid oxide fuel cells (SOFCs); energy storage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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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
提升稀土、稀有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摇 摇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

总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重点从加快传统产

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绿色低碳高起点发展、培育制造业绿色融合新业态、提升制造业绿色发

展基础能力等方面,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
《意见》提出,到 2030 年,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传统产业绿色发展层级整体跃升,碳排放总量

实现达峰,新兴产业绿色增长引擎作用更加突出;到 2035 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碳排放达

峰后稳中有降,碳中和能力稳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竞争优势凸显,绿色发展成为新型工业

化的普遍形态。
《意见》提出,加快传统产业产品结构、用能结构、原料结构优化调整和工艺流程再造,提升在全球分工

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推广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纺织、机械等行业短流程工艺技术。 健全市场化法治化

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 到 2030 年,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 5. 1 亿吨,
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62% ,电解铝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 30%以上。 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技

术改造。 支持行业协会制订重点行业改造升级计划,鼓励地方开展环保绩效创 A 行动,提升行业环保治理

水平。 引导区域绿色低碳优化布局。 严格项目准入,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
《意见》提出,推动新兴产业绿色低碳高起点发展。 在新能源领域,加快废旧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组叶

片等新型固废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完善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体系,推动

规范化回收、分级资源化利用。 在新材料领域,开展共伴生矿与尾矿集约化利用、工业固废规模化利用、再生

资源高值化利用等技术研发和应用,提升稀土、稀有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意见》提出,培育制造业绿色融合新业态。 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在生产制造全流程拓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 +绿色低碳冶典型应用场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发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建立回收利用

环节溯源系统,推广“工业互联网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冶新模式。

(资料来源:中国有色金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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