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门子PLC模块CPU221继电器输出

产品名称 西门子PLC模块CPU221继电器输出

公司名称 浔之漫智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西门子
型号:全系列
产地:德国

公司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塔汇路755弄29号1幢一层
A区213室

联系电话 15721261077 15721261077

产品详情

西门子PLC模块CPU221继电器输出

主要是由于两个电极的极化造成的。在放电过程中由于传质条件变差，浓差极化逐渐加大；此外随着活
性物质的转化，电极反应的真实表面积越来越小，造成电化学极化的增加。特别是在放电后期，电化学
极化的影响更为突出。电池的欧姆内阻也是工作电压逐渐下降的原因之一。在电池放电时，通常欧姆内
阻是不断增加的。

随着现在电动工具、电动车辆等电池功率驱动应用的增加，电池恒功率放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随放电
进行，电池电压不断下降的电阻。隔膜的欧姆电阻与电解质种类、隔膜的材料、孔率和孔的曲折程度等
因素有关。电极上的固相电阻包括活性物质粉粒本身的电阻、粉粒之间的接触电阻、活性物质与导电骨
架间的接触电阻及骨架、导电排、端子的电阻总和。放电时，活性物质的成分及形态均可能变化，从而
造成电阻阻值发生较大的变化。为了降低固相电阻，常常在活性物质中添加导电组分，例如乙炔黑、石
墨等，以增加活性物质粉粒间的导电能力。

电池的欧姆电阻还与电池的尺寸、装配、结构等因素有关。装配越紧凑，电极间距就越小，欧姆内阻就
越小。

（3）隔离物 隔离物又称隔膜、隔板，置于电池两极之间，主要作用是防止电池正极与负极接触而导致
短路。对隔离物的具体要求是：①应是电子的良好绝缘体，以防止电池内部短路；②隔膜对电解质离子
迁移的阻力小，则电池内阻就相应减小，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时的能量损耗就减小；③应具有良好的化学
稳定性，能够耐受电解液的腐蚀和电极活性物质的氧化与还原作用；④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及抗弯曲能
力，并能阻挡枝晶的生长和防止活性物质微粒的穿透；⑤材料来源丰富，价格低廉。常用的隔离物有棉
纸、浆层纸、微孔塑料、微孔橡胶、水化纤维素、尼龙布、玻璃纤维等。

（4）外壳 外壳也就是电池容器，在现有化学电源中，只有锌锰干电池是锌电极兼作外壳，其他各类化
学电源均不用活性物质兼作容器，而是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作外壳。电池的外壳应该具有良好的机



械强度

环境的变化和电解液的腐蚀。常见的外壳材料有金属、塑料和硬橡胶等。

（2）二次电池 二次电池也称为蓄电池，电池放电后可用充电方法使活性物质恢复到放电以前状态，从
而能够再次放电，充放电过程能反复进行。二次电池实际上是一个电化学能量储存装置，充电时电能以
化学能的形式储存在电池中，放电时化学能又转换为电能。常见的二次电池有镉镍电池、铅酸电池、金
属氢化物镍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子的迁移方向与放电时相反，充电电压高于电动势。

化学电源在实现将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

①化学反应中失去电子的过程（即氧化过程）和得到电子的过程（即还原过程）必须分隔在两个区域中
进行。这说明电池中进行的氧化还原反应和一般的化学的氧化还原反应不同。

②物质在进行转变的过程中电子必须通过外电路。这说明化学电源与电化学腐蚀过程的微电池不同。

放电时，电池的负极上总是发生氧化反应，此时是阳极，电池的正极总是发生还原反应，此时是阴极；
充电时进行的反应正好与此相反，负极进行还原反应，正极进行氧化反应。

（3）储备电池 储备电池也称为激活电池，在储存期间，电解质和电极活性物质分离或电解质处于惰性
状态，使用前注入电解质或通过其他方式使电池激活，电池立即开始工作。这类电池的正

合长时间储存。常见的储备电池有锌银电池、热电池、镁氯化铜电池等。

（4）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也称为连续电池，电池中的电极材料是惰性的，是活性物质进行电化学反应的
场所，而正、负极活性物质分别储存在电池体外，当活性物质连续不断地注入电池时，电池就能不断地
输出电能。常见的燃料电池有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碱性燃料电池等。

上述分类方法并不意味着一个电池体系只能属于其中一类电池，恰恰相反，电池体系可以根据需要设计
成不同类型，如锌银电池可以设计为一次电池，也可设计为二次电池，还可以作为储备电池

1859年普兰特（Planté）发明铅酸蓄电池，1868年勒克朗谢（Leclanché）发明了锌二氧化锰电池，1899
年雍格纳（Jungner）发明镉镍蓄电池，1901年爱迪生（Edison）发明铁镍蓄电池，这4种电池的发明对电
池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它们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于不断地改进和创新，至今在化学电源的生产与应
用中仍然占有很大的份额。

1941年法国科学家亨利�安德烈（Henri André）将锌银电池技术实用化，开创了高比能量电池的先例。
1969年飞利浦实验室发现了储氢性能很好的新型合金，1985年该公司研制成功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1990
年日本和欧洲实现了这种电池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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