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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一個八人小組，投入

13,000個小時對解決問題

的熱情，所掙來的國際榮耀。

工研院材料與化學研究所的高

安全性鋰電池研究小組，今年11

月，即將赴美，領取被譽為產業創

新奧斯卡獎的「100科技研發獎」

（R&D 100 Award），他們從上千

個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一年不

到一千萬元的研究經費，與總研

發費用超過新台幣1,800億元的英

特爾（Intel）、美國國家太空總署

並列得主。

和英特爾同獲獎的
台灣鋰電池團隊

一年研究費不到千萬，

拿下產業創新奧斯卡獎

一個差點被放棄的技術，與一個八人小組，

經過五年苦撐，終於打敗上千個競爭對手，

與美國國家太空總署等一起站上創新技術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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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裕民（左一）和潘金平（右一）領軍的工研院鋰電池

研究團隊，靠著一股解決問題的熱情做研究，終於受到

國際獎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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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電池，是所有電子設備所不

可或缺的燃料心臟，卻也是最不

穩定的電子零組件。

消費性電子大廠索尼（Sony）

就曾因為鋰電池出事，在2006年

9月宣布實施全球電池召回計畫，

砸下510億日圓（約合新台幣184

億元）的執行費用，也使得該季

營業虧損大增到208.3億日圓（約

合新台幣74億元）。

過去，以探針測試台製與日製

的鋰電池，測試十顆中大概就有

四到五顆會爆炸。全球各大電池

芯廠為了解決電池可能引發的爆

炸問題，不是在電解液、隔離膜

上動手腳，就是在線路設計上調

整，避免短路造成火花引燃。

解決鋰電池易爆炸的問題

現在，工研院高安全性鋰電池

研究團隊提出一項全球獨有的創

新做法，同樣以探針測試，每測試

十顆鋰電池就可以通過十顆，安

全達成率100％。

「這項技術就像是在層層關卡

外，再包上一層防護膜，讓危險因

子跑不出門。」提供BMW電動車

鋰電池組的能元科技副總經理鄭

宗田指出。

工研院高安全性鋰電池團隊

的開創新做法，是在最容易釋出

氧氣的正極材料加上STOBA保護

膜，一遇到高溫，保護膜就擋住

氧分子往外逸散的路，接觸不到

外面高溫的環境，也就沒有引爆

的問題了。

「我們這項技術可以說是電池

內部的奈米級保險絲，」工研院材

化所副所長彭裕民這樣比喻。

這個八人小組，整整花了五年

的時間，負責帶領團隊的儲能材

料及技術研究組組長潘金平坦

言，回想起來，方向也不確定對，

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來，可是

「微微曚曚中透出一點光，就覺

得應該要朝那個方向努力。」

2 0 0 4年，應廠商要求，材

化所試著用十五年前研發出

的STOBA，解決鋰電池電解液滲

漏的問題，意外發現這樣的電池

不易爆炸。

歷經上百種配方組合測試

為了找出原因，當時整個團隊

花了約三個月的時間，每天至少

十個小時，針對電池的所有重要

材料：正極、負極、電解液、隔離

膜，設計各式各樣的實驗，測試

過上百種組成方式，再拿著做出

來的電池芯，用導電探針一次次

刺下，測試爆炸數據。

只是，這是低潮期的開始，材

化所副所長彭裕民說，「東西加

進去，卻不知道它跑到哪裡去

了，做了什麼事情（產生什麼變

化）。」

一邊傷腦筋，一邊潘金平還

得對外部專家報告實驗進度時，

解說之際，看到眼前這張由同事

負責帶領團隊的潘金平，

對於五年來的研發過程深有所感。

STOBA添加在鋰電池後形成防護膜，好像是奈米級的保險絲，

避免電池發生短路，確保電池的安全性與實用性。

鄒福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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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心想：「糟糕了，那是失敗

的數據，怎麼會拿出來讓人家

review（檢視），會挨罵的。」

出乎意料的，專家竟從失敗

數據發現：這次探針刺入後爆炸

延遞時間，要比以往長，他告訴

潘金平：這個是獨特的現象，要檢

討配方。

潘金平笑說，這次經驗讓他真

的體會到失敗為成功之母，「雖

然結果都是失敗的，但是過程已

經有不一樣的地方了。」

這個美麗失誤，引導團隊發

現，原來能夠抗高溫的STOBA，

就那麼剛剛好停在一遇高溫就會

釋出氧氣的正極材料上。

找到這個材料的運作原理後，

才發現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頭。

已引起BMW電動車興趣

「到這個階段還只是實驗室裡面

的成果，我們要做出能夠讓廠商

量產的東西，」潘金平說。30％

的生產良率，廠商興趣缺缺。

彭裕民說，當時就像一群瞎子

在摸象。

為了要突破，團隊成員商借進

駐廠商位於台中的生產線，每天

趁著工廠下班後的時間，進行試

產，做到凌晨三、四點是家常便

飯。這樣的日子過了快一年，良率

卻還是進展有限，整個團隊，陷

入谷底。

「其間我們甚至一度（出現）

半放棄（狀態），」彭裕民回想當

時情況說道，「原本預期很快就

可以突破的事情，卻拖了很久（還

是）沒重大進展。」

後來，潘金平從電光所找來一

位擅長系統分析的老同事加入團

隊，這個老同事除了化學之外，也

對電學略有掌握，加入後他馬上

著手進行實驗，每天構思不同的

化學組成比例，在實驗室裡做到

凌晨一、兩點，終於找到完美比

例，試產良率頓時從30％拉高到

近100％。

彭裕民回頭看這次的成功，

「重要的是要很多不同專長的人，

化學、電池材料、分析、測試，不

同專業注入的是不同的觀點。」

這群熱愛做研究的成員，即使

拿下聞名國際的獎項、即使他們

開發出來的成果已經讓全球知名

車廠如BMW聞風而至，取回樣品

做電動車電池測試了，但開心三

分鐘後，現在又已經開始著手進

行STOBA材料的其他應用研究。

對他們來說，得獎只是附帶的

好處，做研究當中靈光乍現、找

到答案的感覺，才是最大的樂趣。

潘金平講起做研究，原本平緩的

語氣忽然變得有點興奮：「那種一

通百通的感覺真的很好。」

材化所所長劉仲明展示STOBA鋰電池，對於STOBA獲得R＆D 100 Awards，他認為有機會讓台灣鋰電池產業站上國際舞台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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