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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专家评阅意见 

评阅意见（包括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取得的成果及水平；写作

规范化、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论文题目：    废旧锂离子电池镍钴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再生方法           

作者姓名：      郑玉斌         

论文以废旧锂离子电池资源化为研究方向，符合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2019 年新能

源动力汽车装机已过 60GWh，退役动力电池在完成梯次利用后将大规模进入回收领域，所以研究开

发系统的动力锂电池处置流程和资源化工艺是构建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也是布局镍、

钴循环经济资源保障的关键环节，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工艺技术处

于多种路线并存的研发态势，电池包的标准化问题、火法和湿法的优选问题、再生和资源化的工艺

路线问题，都在围绕动力电池回收的经济性、可行性、资源化同步开展，论文以资源化为切入点，

以最短的流程实现资源再生，对工艺优化设计具有指导性。 

论文文献资料掌握相对全面，涵盖了锂离子电池的回收技术、三元材料的合成和材料评价技术，

文献针对性强，满足论文研究的需要。论文写作相对规范，逻辑和条理清晰，表达基本准确。 

论文开发了从废旧三元正极材料中直接通过酸浸、元素配比调整、再合成获得再生的三元正极

材料的工艺，最后再将锂以碳酸锂的形式回收，既实现了材料再生，又实现了正极材料中资源的全

部回收。试验结果表明，再生的三元正极材料性能优异，工艺路线可行。对产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

义。 

废旧电池的回收不但涉及正极材料的再生利用，还有其他方面的技术问题有待解决，如电解液、

负极材料、隔膜的回收利用、回收过程中三废的无害化处理等等，建议予以关注。同时，论文未标

明废旧三元材料是从什么样的工序上获得，所以对于材料再生除论文中展望的进一步优化浸出工艺

外，还应关注其它杂质元素的影响，尤其是铜、铝、钙、镁等杂质元素，后序应重点研究，包括杂

质元素水平，对材料再生后电化学性能的影响等。另外，因为是先再生，再回收锂，所以还要关注

再生三元材料中锂的夹杂情况。 

论文总体评价 

（请在相应栏内划“√”） 
□优秀        √良好       □中       □差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同意答辩        □修改以后答辩       □不同意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