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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氟，硅化工新材料在新能源车领域的应用

汪金花 丁晓林 柳时允 王松涛 王香娣
浙江凌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社会科技的进步促使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与核心研发领域，推行新能源汽车不但可以降

低汽车生产成本、提高汽车运行效率，还能避免污染城市环境，实现节能减排等目标。伴随有机氟、硅化工新材料的

推行与应用，新能源车领域迎来了发展、推广的黄金阶段，基于此，本文简要分析有机氟、硅化工新材料特点，阐述

新能源车领域的发展现状，探讨新材料在新能源车领域的相关应用，以促进我国汽车行业健康、绿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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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类社会发展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是两项十

分严峻的挑战，因化石能源的枯竭、环境污染的加剧，各

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些危机。比如倡导节能降耗、提

高能源的利用率、全面开发利用新能源替代传统石化能源

等。新能源，即刚开发并利用的能源形式，其中包括太阳

能、氢能等，相较于传统化石能源，新能源污染小、发展

前景十分广阔。有机氟、有机硅等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

太阳能电池的关键性材料，而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又

是新能源汽车的主流动力选择，所以有机氟、硅化工新材

料在新能源车领域的应用十分重要。

1 概念界定

1.1  新能源概念及特点
新能源，即非常规能源，主要是指刚开始开发与利

用或正在研究且有待推广的能源形式，其中包括核能、氢

能以及太阳能等。不同于我国天然气、煤等化石能源，新

能源具备污染少、发展前景佳、成本高且技术利用难度大

等特点，但伴随新能源领域技术的发展，综合成本不断降

低，能源市场份额飞速增长，其表现出十分可观的商业化

空间与发展潜力。人类的发展离不开新能源的支持，而人

类社会的能源结构也由传统化石能源不断过渡到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这不仅能解决社会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问

题，还能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质量。

1.2  新能源汽车的定义
随着技术的进步，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行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它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还没有

形成统一的定义。依据定义范畴，可将其分为广义新

能源汽车、狭义新能源汽车两种。其中“广义”的新能

源汽车指的是不依赖石油燃料的汽车，这些汽车可以通

过燃料电池或纯电动技术实现，也可以通过混合动力技

术实现。这些技术都可以提供更高效、更环保的交通方

式。本次定义涵盖了多种新兴的动力技术，其中包括混

合动力、燃料电池、氢能、太阳能等多种技术[1]。狭义新

能源汽车的定义一定程度缩小了汽车动力来源范围，根

据国家有关新能源汽车的政策，这类汽车通过引入最前

沿的动力技术，如电池、发电机、变压器和电池组件，

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实现了从传统燃料到清洁能源的

转变。根据狭义的新能源汽车定义，混合动力汽车、燃

料电池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而乙

醇汽油汽车、甲醇汽车等则被排除在外。与广义的新能

源汽车不同，狭义的新能源汽车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环

保，这种划分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划分方法也存在不足，即将乙醇燃料汽车等具有

潜力的代用燃料汽车排除在外，这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社

会公众对这类代用燃料的能量效率、环保效果存在误

解，十分不利于代用燃料汽车的推广与使用。

1.3  有机氟、硅化工新材料的特点
有机氟和有机硅材料都是高性能化工新材料，其中

有机氟具有出色的耐化学性、热稳定性以及良好的介电

性和耐热性，是所有合成材料中综合性最强的一种。它

们的应用范围广泛，包括含氟聚合物、加工产品、烷烃

等，其中含氟聚合物又包括氟塑料、FPM和氟涂料等。
氟塑料包括聚全氟乙烯和PTFE，而含氟烷烃则有氟化
溴代烷烃和氟化氯代烷烃等。至于有机硅聚合物，其有

耐高低温、耐辐射与生理惰性等优良特性，有“工业味

精”之称，常被应用到医疗、交通运输与建筑材料等行

业。作为仅次于工程塑料的第二大化工新材料，其品

种、牌号有近万种，其中包括硅橡胶、硅树脂等。

2 新能源汽车面临的困境

随着环境污染和石油危机的加剧，新能源汽车已经

成为当今市场的主流选择。其中，动力混合汽车采用了

传统燃料和电动机，大大提高了低速动力输出和燃油

消耗，而以液化石油气为燃料的汽车，不仅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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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且安全可靠，因此被广泛认可为最佳的替代燃料

汽车[2]。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了

一系列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以期尽快抢占市

场份额，比亚迪等企业也因此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

军者。尽管如此，新能源汽车市场依然存在许多挑战。

虽然新能源汽车的售价相对较低，但其维护和保养费用

却非常昂贵，尤其是更换电池的费用，接近甚至超过购

买一辆车的费用。此外，电池的可靠性也是一个重要的

挑战，许多新能源汽车采用三元锂电池，其使用寿命仅

为8年，而且续航里程也仅有400千米，这一点使其性能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仅续航里程短，充电速度还十分

缓慢，即使最快的快充也需要花费40分钟以上才能充满
电，这对于习惯燃油车几分钟加满油的高效补能形式，

大部分人很难接受新能源车的充电时间。加之充电桩数

量较少，新能源汽车的排量小、动力不充足，正因如

此，新能源车无法长距离行驶，非常不适应长途路程。

3 有机氟、硅化工新材料在新能源车领域的应用

3.1  在新能源车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太阳能汽车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它拥有零污

染、高效率、低成本等优势，它的出现标志着汽车技术

的进步，也被誉为“未来汽车”[3]。当太阳光照射电池阵

列时，光生电流就会产生，这些电流会经过峰值功率跟

踪器，最终推动电机，实现车辆的高效运行。蓄电池将

负责储存电力，当太阳电池板电力不足时，它将提供电

力来驱动电机。当汽车停下来时，它将利用这些电力来

恢复制动力，而无需依赖于传动轴或发动机。

随着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的全面发展，太阳能等能

源不断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而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太阳

能，成为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支撑点。当下世界

各国投入了更多技术、资金等发展太阳能汽车，我国更

是将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作为新

能源汽车的主要动力来源，太阳能电池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青睐，市场需求也不断增加。新能源汽车的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主要借助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应，

将太阳光辐射转化为电能以驱动汽车的行驶。通常情况

下，太阳能电池的使用年限是依照20年以上进行设计，
而要想保证新能源车的太阳能电池可以长期、稳定的使

用，就应严格控制各组件的质量。光伏电池的背板是关

键的封装材料，它决定了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率，也能

够有效地阻挡水、空气和电流，从而保护电池片。在新

能源汽车中，硅胶、热熔胶膜、玻璃和背膜都是关键的

封装材料，而背膜作为直接接触外界环境的封装材料，

必须具备良好的耐久性，例如耐湿热和紫外线，同时还

需要具备水蒸气阻隔和电气绝缘等特性。对于太阳能汽

车而言，电池背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含氟背膜，另

一种是不含氟背膜。其中含氟背膜包括双面含氟，即TPT
与单面含氟，即TPE[4]。这两种背膜是由杜邦公司聚氟乙

烯（Tedlar）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制成，还
包括乙烯-醋酸乙烯树脂（EVA）。至于不含氟背膜，由
于PET胶粘复合物的材质特点，其耐高温、耐高压的性质
相对较差，因此无法满足晶硅太阳电池组件在潮湿、高

温、高压等恶劣环境下的应用需求，也无法达到太阳能

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含氟背膜表面的氟材料因

氟元素电负性大、碳氟键键能强，加之其独特的氟化链

结构中的螺旋形棒状分子紧密、刚硬，所以氟树脂的耐

化学药品性、耐热性等十分优越。目前，三氟氯乙烯-乙
烯共聚物、聚偏氟乙烯薄膜等均为太阳能电池背膜的核

心材料，而聚偏氟乙烯是太阳能电池背板的耐候材料，

因其含氟量高，不论是阻隔性还是耐候性，远优于其他

材料。

3.2  在新能源车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我国新能源发展在即，大规模开发新能源并实现节

能环保需要较大储能容量，所以电池在能源领域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我国新能源车领域中，锂离子电池

作为主流动力选择，其不仅充电速度快、重量轻，还无

污染，可有效实现节能环保等目标。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锂离子电池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的主流动力，其不

仅在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产业配套也十分完

善，使得新能源汽车的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可以与燃油

车相媲美。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组件，锂离子电池直

接影响着新能源汽车的性能，比如续航里程、使用寿命

与充电时间等，所以锂离子电池的质量与性能就尤为重

要。LiPF6具有出色的电导率和电化学稳定性，因此已被

广泛应用于锂离子电池的制备中。相比之下，双三氟甲

烷磺酰亚胺锂具有更优越的电化学稳定性和电导率，并

且在高电压下不会对铝集液体造成腐蚀。与传统的电解

质LiPF6相比，新型电解质具有显著的优势，尤其是在改

善SEI膜性能方面，其能够更好地稳定锂离子电池的正
负极界面。其次不会与水发生反应，可以有效抑制气体

生成，可以避免电池气胀等问题；最后可以改善循环性

能，不论是存储性还是高温性，都可得到进一步保障。

在此背景下，双三氟甲烷磺酰亚胺锂作为二代锂电池电

解液，国家加大了对其在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中的研

究，但因其制备技术、提纯工艺相对复杂，一定程度阻

碍了其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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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机硅材料，如RTV-2硅橡胶也应用到了
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中，其可实现锂电池接点的灌封、

单电池灌封与密封保护等。在我国汽车行业，轻量化是

重要发展趋势，汽车的自重直接影响着性能和排放，为

减轻车身质量，很多汽车发动机使用了铝或塑料等轻质

材料制成的机油盘[5]。以往这些部件需用螺栓机械固定于

曲轴箱，还要涂抹密封胶进行密封，结合汽车轻量化设

计需求，ELASTOSIL·RT779有机硅胶黏剂可以用于安
装轻质材料发动机的机油盘，因其可以附着在铝质、聚酰

胺基材上，所以塑料材质机盘安装期间无需机械紧固件。

3.3  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中的应用
如今，有机硅胶粘剂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的充电

桩上。有机硅胶粘剂主要是指有机硅材质构成的硅橡胶

与硅树脂胶粘剂，是一种性能佳且用途较广的新材料。

因其具备优越的密封粘接性、耐候性相对宽容，所以不

论是低温还是高温，都能很好适应。在我国，有机硅因

其优越的性能在社会经济中素有“工业味精”之称，随

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有机硅也进入全新的应用领

域。不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充电桩，因与传统汽车的材

料要求有着较大的区别，所以需要更多新型功能胶粘剂

进行支持，而有机硅胶粘剂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充电桩的充电时间远超

过传统汽车的加油时间，这为人们的出行、生活带来了

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灌封材料的选择尤为重要。选

择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过程中，胶水应能够在-40摄氏度
到150摄氏度的高低温环境中依然保持良好的稳定性、防
水防潮性与耐老化性等，同时不可腐蚀其他粘接材料，

不可污染生态环境。

如今，有机硅材料在充电桩外壳、PCB电路板等方面
得到了良好应用。通常情况下，充电桩固定在地面或者

墙壁上，不论在汽车站还是服务区，都可看到充电桩，

而其外壳主要起到外部防护与美化的作用，不仅能防护

运输与安装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碰撞，还能适应多变、复

杂的使用环境[6]。因有机硅粘接密封胶的耐温性良好，使

用温度最低可到-60摄氏度，最高温度接近200摄氏度，加
之其抗震性、耐老化性十分优异，可以有效粘接塑料、

金属等材料，所以在充电桩外壳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PCB线路板是十分重要的电子系统部件，不但充电桩
需要使用此线路板，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它，这与汽车

安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需要特别注意各种情况的PCB
失效模式，所以其对性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单组分

无溶剂有机硅三防漆不仅电绝缘性良好、耐温性高，而

且低气味、可厚层涂敷，将其应用到PCB线路板上可有效
满足其使用要求，还能进一步保证线路板的性能与使用

效果。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促使我国不

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局面，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成为我国以

及其他国家关注的重点。以往汽车主要消耗石油产品，排

放物不仅污染生态环境，还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在此

背景下，新能源汽车走进人们的生活。而为进一步推动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很多先进、有效的材料应用到新能

源汽车领域，比如有机氟、硅化工新材料，这些材料不仅

能优化新能源汽车组件，还能改进充电桩，如缩减充电时

间，提高充电的安全性、可靠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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