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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液流电池是一种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可以作为解决可再生能源的不连续、

不稳定问题的有效技术。液流电池内部的流动过程十分复杂，在多种因素下共同影响着液流电池

性能。基于小面积液流电池和工程化的大规模液流电池储能系统，介绍了小面积的液流电池中双

极板刻蚀流场结构、分配通道布置、优化流道尺寸、流速等；而在大规模液流电池储能系统中着

重研究泵功损失、管道尺寸设计及排布方式等对影响流动的关键因素。此外，还介绍了液流电池

的关键材料性质如电极压缩比、电解液粘度也对电池内部的流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以后研

究流动因素对于液流电池性能的影响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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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ox flow battery is an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with high safety and long cycle life,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technology to solve the discontinuity and instability problems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flow process inside

the all-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is very complicated. Under a variety of flow factors, the performance of redox flow battery is

jointly affected. Based on the small-scale redox flow battery and engineering large-scale redox flow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 of bipolar plate etching flow fields in the redox flow battery, distribution channel layout,

optimizing the size of the flow fields, rate of flow, Waiting; and in the large-scale redox flow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pumping power los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ipeline system are focused on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flow. In addition, the

nature of the key material of the redox flow battery, such as electrode compression ratio, and electrolyte viscosity, also have the

impact on the flow inside the battery.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impact of redox factors on redox battery performan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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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当前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比

重过高，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问题日益严重。推进

能源消耗结构向低碳化和清洁化方向转型已成全

球重要共识[1-3]。2020年，我国明确提出了双碳目

标，对于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受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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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关注。然而，可再生能源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

性使得并网发电受到极大挑战。为解决安全并网发

电问题，研究者们提出大规模储能技术。在众多大

规模储能技术中，液流电池以其安全性高、循环寿

命长的特点受到青睐。如图 1所示，液流电池储能

系统包括隔膜、多孔电极（碳毡或石墨毡）、电解

液、电解液储罐、泵回路系统和电源负载组成。多

孔电极是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的场所[4]。因此，保持

多孔电极中电解质的均匀分布以降低过电位至关

重要[2]。通常全钒液流电池系统采用流通设计，电

解液先进入泵内获得能量流经多孔电极进行电化

学反应后流出回到储液罐内。

图 1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

Fig.1 All-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近年来，研究者在液流电池流场和流动影响因

素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通过数值模拟与实

验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不同流场对于电池效率的

影响，并寻找了最佳的流动工况以达到最高效率。

液流电池的流动过程包含两部分的功率损失：

第一部分是在电极内部的传质过程对其内部的浓

度分布不均匀导致的过电位引发的极化损失[5]；第

二部分是流体流动所消耗的泵功是主要的系统功

率损失[6]。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液流电池的效率，

讨论并总结了电池流动因素的影响，分析不同尺度

的下影响液流电池效率的关键影响，并为后续液流

电池流动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流场的设计与优化
改善液流电池内部流动的关键之一是流道的

设计与优化，大量的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如图 2所示，一些传统流场的设计如平行、蛇形、

多蛇形和叉指[7,8]。通过在多孔电极和双极板之间

引入流场促进电解质合理分布在多孔电极，以此减

少浓差损失，提高液流电池效率。

图 2 不同流场的设计[4,5]

Fig.2 Design of different flow fields[4,5]

1.1 传统流场的设计

对于传统流场的设计与优化研究十分广泛，常

采用实验方法得到电池的效率、压降等性能指标以

评价流场设计的优劣。同时，随着数值计算模拟的

发展，研究者们利用模拟研究获得流场内部的不同

物理量分布。

Maurya等人[9]报告了流场设计对多孔石墨毡

电极的全钒液流电池性能的影响同时研究了无流

场、蛇形和叉指型三种流场设计。结果显示，叉指

型流场在低电流密度和低流速下表现出更好的性

能而无流场结构在高电流密度和高流速下表现得

更加出色。相同流量设计下，叉指型流场显示出最

低的压降和泵送损失。这是由于在不同的流场设计

中，随着电流密度和流速的增加，电解质分布不均

匀，其顺序为：传统<蛇形<叉指。此外，与蛇形和

叉指型相比，无流场结构的多孔电极需要更高的流

速，才能有较好的传质效果。

张等人[10]报告了全钒液流电池流场设计的二

维模型。通过比较叉指型流场和蛇形流场中的压

降、钒离子分布均匀性和电化学动力学等实验结

果，验证了所建立的模型。研究发现，叉指型流场

设计具有较低的压降和电化学反应及钒电解质的

均匀性。此外，在面积为 410cm2的电堆中，对不

同的流场设计（如叉指型和一系列平行蛇形流场设

计）进行了数值研究，以证明所开发的流场设计在

全钒液流电堆的适用性。随着平行蛇形流场数量的

增加而泵功的损失减小，但电解液分布却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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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等人[11]分析并比较了无流场和蛇形流场的

的全钒液流电池的性能。研究发现，具有流场的电

池表现出了改进的性能，当电解质流速较高时，这

是因为较高的流速改善了电解液的对流以及电解

质在平面方向的流动分布。在最佳流量 2.5mL·s-1

时，无流道结构的全钒液流电池最佳基于泵功损失

效率是 80.9%；在最佳流量 1.2mL·s-1时，带有蛇形

流道的全钒液流电池最佳基于泵功损失效率是

80.7%。结果表明，在较小的流量下增加的流场使

得通过的多孔电极上的电解质分布更加均匀从而

提高了电池的效率。但较高的电解质流速也会增加

泵送功率和通过电极的压降，这影响全钒液流电池

储能系统的整体效率。同时，液流电池内部较大的

压降是造成密封圈失效导致电池内部窜液或者外

部漏液的主要问题。

1.2 流场衍生的设计

随着流场研究的深入，大量的研究并不局限于

在双极板侧设计的传统流场，而是通过异形多孔电

极与双极板的配合以提高电池整体性能。同时，部

分研究者利用拓扑优化法理论进行流场设计。

Arjun[12]等人研究了四种类型的带有流道的多

孔电极：明渠状平行流场、明渠状叉指型流场、暗

渠状平行流场和暗渠状叉指型流场，并与传统的无

通道电极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由于流量分布的

改善和泵送功率的降低，叉指型明渠流场将整体电

池的能量效率提高 2.7%。

Chen等人[13]提出了一种拓扑优化方法，用于

生成全钒液流电池中流场的自由形状。主要考虑反

应速率动力学，对电池进行了拓扑优化。将过电位

和最大电流密度作为参考指标，与参考流场（平行

和叉指流场）进行比较。拓扑优化是自动生成最优

化流场的重要方法，结果表明叉指型是最佳的全钒

液流电池流场设计。由于拓扑优化出的最优流场并

非规则，加工难度较大，在未来得益于计算机与制

造工业的发展，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Sun等人[14]提出了一种新的三维分离的蛇形

流场。流场将两个交错的蛇形通道分别应用于双极

板和电极（靠近膜侧）。分离的流入和流出通道可

以增强电解质在电极平面方向和厚度方向的对流

传质，从而增强传质，使电解质完全渗透到电极中，

并减少压力损失。在电流密度为 100mA·cm-2，流

速为 20mL·min-1情况下与叉指型流场相比，通过

分离流场的综合效果使得全钒液流电池的电压和

基于泵功损失的能量效率分别提高约 4.2%和

3.2%。实验结果还表明，与传统的叉指和蛇形流场

相比，该流场设计的性能对碳毡压缩和电解质流速

更为敏感。这可能是由于使用分离的蛇形流场在电

极的平面方向上存在显著的压力梯度。

1.3 流场优化研究

虽然对于流场研究已经十分全面，但多数研究

集中在流场的设计并通过一些重要的评价指标（电

池效率、压降等）侧面反映流场对于电池性能的影

响，而并未为给出影响的根本原因。

王等人[15]针对常用的蛇型和叉指型流道，通过

仿真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研究了比流量和

流场尺寸对传质及电池性能的影响规律，并揭示了

这两种流场在不同工况下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结论

的根本原因。结果显示，在相同比流量下，电解液

在蛇型流道电极内的流速远大于叉指型流道，所以

在低比流量下蛇型流道的性能明显好于叉指型流

道；增加比流量或提高流场尺寸均可提升电池的性

能，由于叉指型流道的临界流量大于蛇型流道，所

以叉指型流道性能的提升幅度明显大于蛇型流道，

进而导致两种流场间的性能差异会随着比流量和

流场尺寸的增加逐渐减小甚至出现性能反转。该工

作加深了对液流电池流场结构优化与传质过程的

认识，同时为高电密与高流量的液流电池流场设计

提供参考。

如表 1所示，本文总结了不同流场设计下的优

缺点。

表 1 不同流场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flow fields

流场类型 优势 缺点 特点

平行流场 拥有较小压降 电解液利用率低电池性能较差

流道设计在双极板侧蛇形流场
电解液平面方向分配均匀；在一定比

流量下获得较好的电化学性能
高电流密度下浓差损失较大

叉指型流场
电解液平面方向分配均匀；在较高比

流量下获得较好的电化学性能
电池内部压降高；存在流动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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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不同流场对比

流场类型 优势 缺点 特点

异形电极流场
取消电极肋下区域；电解液分配均

匀；泵送功率较小

存在高的过电位；电极的机械强

度要求高
流道设计在电极侧

三维分离的蛇形
强化了厚度方向的传质过程；在降低

压降的同时获得较好的电化学性能
加工复杂；对电池装配要求高

流道设计在电极侧和双极

板侧

2 电解液粘度的研究

电解液是液流电池的关键材料，在电池内部的

流动过程中，电解液的粘度对于传质过程、压降等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Xu等人[16]总结了电解质粘度在充电和放电期

间的变化规律。同时建立了 VRFB的二维质量传输

和电化学模型，该模型考虑了 SOC相关电解质粘

度的影响。该模型用于研究单个全钒液流电池中钒

离子浓度、过电位和局部电流密度的分布等关键因

素。如图 3所示，结果表明与恒定电解质粘度模型

的结果相比，该模型的结果显示出更高的压降（特

别是在正半电池中）、更陡的过电位分布和电极中

的局部电流密度。建模结果的比较表明，考虑 SOC

相关的电解质粘度，可以更真实地进行模拟，并更

准确地估计 VRFB的泵送损失和系统效率。

Wang等人[17]研究了铁铬液流电池的电解液浓

度。通过系统性的研究不同浓度的 Fecl2、Crcl3和

Hcl的理化性质、电化学特性、流动特性和充放电

行为，得到了最佳的铁铬液流电池电解液浓度。研

究结果表明，电解质的粘度随 Fecl2、Crcl3和 Hcl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在 1M Fecl2，1M Crcl3和 3M

Hcl（最佳电解液浓度），电流密度为 120mA·cm-2

下电池效率达到 81.5%。

姜等人[18]研究了钒电解液粘度对于全钒液流

电池中传质过程的影响，并设计了两种不同的半经

验粘度预测方程用于预测在不同条件下添加剂（甲

基磺酸、聚丙烯酸）对钒电解液粘度的影响。研究

结果显示，电解质的粘度的增大直接影响了传质系

数的减小进而导致了电池性能的下降，同时设计的

两种不同的半经验预测方程与实验结果一致性良

好。该工作对大规模化的液流电池的电解液研究提

供一定的帮助。

Gundlapalli等人[19]研究了蛇形流场通道尺寸

对全钒液流电池流动力学和电化学特性的影响。使

用水和钒电解质进行了流体动力学研究。针对活性

面积为 400cm2和 900cm2的电池，研究了蛇形流场

中通道尺寸的八种变体。开发了电解质循环模型，

并用水和电解质循环数据进行了验证，以预测电池

中的压降和流量分布。根据研究结果表明，活性面

积较大的电池对通道尺寸更敏感，压力损失、功率

密度、能量密度和能量效率明显提高。十分建议使

用具有更宽通道和更薄肋条的蛇形流场，因为它有

助于减少压降而不损害电化学性能。在相同体积流

量下，使用电解液流经的电池压降比使用水流经的

电池所测得的压降高 2.5-3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电解液粘度较大从而造成压降过高，过高的压降对

于电池的密封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3 电极的压缩比

多孔电极的压缩比是提高液流电池性能的有

效装配因素。一方面，由于电极厚度的减小使得电

池整体的电阻减小，另一方面压缩的多孔电极也减

少了厚度方向的浓差损失，进一步提高了液流电池

的性能。

Wang等人[20]提出了一个精确的模型来研究非

均匀压缩多孔电极在不同压缩比下对全钒液流电

池性能的影响。多孔电极通常被压缩到一定程度，

以减小的双极板和碳毡之间的接触电阻[21]。然而，

双极板刻有的流场导致肋下区域、通道区域和通道

内部的侵入区域下多孔电极中的压力载荷分布不

均匀，不均匀变形导致电极侵入通道，从而显著影

响电极的物理特性，包括孔隙率、渗透率、厚度和

侵入深度。如图 3所示，设计了一个实验装置，以

检测不同压缩比下压缩毡的形态特征，如侵入率和

局部孔隙度。研究发现，侵入区域的存在导致电解

质在电极的传质过程的恶化从而产生高的过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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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验与模拟结果对比图[14]

Fig.3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14]

Yue等人[22]将极化模型与之前开发的三维模

型进行耦合，以获得电极压缩比与电池极化之间关

系的机理理解。研究了不同压缩比对流速、压降、

局部电流密度、过电位和速度分布的影响，并将数

值模型预测的全钒液流电池性能与实验数据进行

了匹配。研究发现，由于流道横截面积减小，流道

中的压力和流速随着压缩比的增加而增加。此外，

由于渗透性、孔隙度和电极体积减小，压缩比增加

限制了电解质渗透。优化压缩比为 28%的多孔电极

显示出最大电解质渗透率。考虑到侵入区域，适当

的电极压缩可以显著改善反应物的传输和反应面

积。最佳毡压缩率为 55.7%的全钒液流电池显示出

最佳的电解质均匀性、低电流密度和过电位。

图 4 电极压缩装置图[17]

Fig.4 Electrode compression device[17]

Latha等人[23]报告了对全钒液流电池中蛇形流

场的流体动力学的研究。选择了两种不同尺寸的

25mm×25mm和 80mm×51mm的蛇形流场，研究了

它们对压降和电解质渗透性等参数的影响。压缩碳

毡减小了通道的横截面积，从而提高了流速，减小

了水利直径，从而增加了压降。因此，作者估算了

不同压缩比下的渗透率，其范围为 5–8×10−11m2。

此外，在很大范围的雷诺数上测量了两种通道几何

形状的压降。结果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测得的压

降与预测的压降非常吻合，而另一种情况则显示出

很大的差异。

4 管道设计及排布方式
虽然液流电池的制造技术已经相对完善，但是

由多电堆组成的液流电池储能系统的研究仍然较

少。在大规模、大面积尺寸的电堆储能系统中，不

合理的管道设计及排布引起了各电堆内反应物浓

度的不同，导致整体系统效率大幅度下降。

Wei等人[24]建立全钒液流电堆热流模型，并进

行了三种流型（无流场、蛇形流场、平行蛇形流场）

的比较。研究发现蛇形平行流型有效地控制了流

速、压降和电解质温度的均匀性。同时发现，采用

较大的流形通道直径，也会导致堆叠单元间的流动

分布不均匀，而在双极板中增加分布通道可以缓解

这种不均匀现象。

图 5 传输延迟对 250kW电堆 SOC监测的影响[20]

Fig.5 Influence of transmission delay on SOC monitoring

of 250kW stack[20]

如图 5所示，Chen等人[25]研究发现在多电堆

的储能系统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与管道系统中电

解液流动的相关的传输延迟。并基于此现象建立了

一个完整的含运输延迟的多段钒流电池组件动力

学模型。基于该模型，对不同模块设计和不同运行

条件下的模块性能和容量利用率进行了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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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延迟会导致沿管道的浓度分布不均匀，并导致

模块中的各电堆电压均匀性差，从而导致运行中过

早切断电压，降低容量利用率。根据由 8个 32kW

电池组成的 250kW全钒液流电堆模块以及模拟的

结果显示，采用异侧进出液口与同侧进出液口相

比，电堆内部的活化损失更低，各电堆的电压更加

均匀。增大流量、适当减小管道的长度和半径也能

提高电堆的效率和容量。

对于未来电堆设计电堆设计合理的进出液口、

采用变流速和设计管道的几何结构等技术手段可

以进一步提高电堆效率。

5 电极与流动框材料开发

为了开发高性能液流电池堆，强化电池内部的

传质过程，大量工作者基于流场设计进行材料的研

究。

Tsushima等人[26]开发了一个二维模型，用于优

化具有交叉指状流场的全钒液流电池中使用的电

极结构。优化过程是通过考虑通道的几何特性和电

极的物理特性（纤维直径、厚度和电极孔隙率）来

进行的。研究发现，纤维直径 2.4µm、电极厚度

900µm和电极的孔隙率为 0.89是提高电池性能的

最佳方案。同时，得出进一步优化分配通道间距为

0.62mm，以改善电极中的电解质流量。与传统电

极相比，装有优化电极的全钒电池电压增加了

0.1V。

Sun等[27]提出可将制备导流框的材料替换为

多孔材料，采用改进后的电池结构，建立了稳态三

维模型来评价电池的性能。结果发现，采用多孔流

道可以有效减小对离子传递的阻隔，增强电解液与

膜的接触，并提高电流分布的均匀性，从而降低浓

差极化。

Nam等人[28]报告了 VRFB的氟橡胶/玻璃纤维

复合流动框架。为了制备氟橡胶/玻璃纤维复合材

料，研究了一种基于火焰处理和硅烷偶联剂的有效

玻璃纤维织物表面处理方法。通过改变玻璃纤维织

物的层数和固化压力来制备复合材料。结果表明，

用 8层玻璃纤维织物在 20MPa的固化压力下制备

的氟橡胶 /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为

118MPa。该流动框拥有良好的耐酸性能和密封性

能。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总结了液流电池的流动过程主要影响因

素，主要包括流场设计与优化、电解液粘度、电极

压缩比等，指出通过合理的设计与材料可以促进电

解质均匀分布在多孔电极强化了传质过程，降低了

极化损失。针对现有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与

展望：

（1）关于流场的研究设计主要通过双极板上

刻蚀传统流道及其衍生流道，未来更有希望通过引

入新的流道部件或者将双极板侧流道与电极配合

以达到最佳流动效果。

（2）在大规模电堆，管道系统排布方式是影

响电堆能量损失的重要因素，在以后的大规模电堆

开发时要考虑合理的管道排布，以达到最佳储能效

率。

（3）影响流动效果的并不是单一因素，往往

是多因素且相互具有联系，未来流动的最优设计将

是考虑多因素协同配合如电解液流量、电极压缩

比、流场配置等。

参考文献：

[1] 贾志军,宋士强,王保国.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研究现状与

展望[J].储能科学与技术,2012,1(1):50-57.

[2] Chalamala B R, Soundappan T, Fisher G R, et al. Redox

Flow Batteries: An Engineering Perspective[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2014,102(6):976-999.

[3] Turgut M Gür. Review of electrical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materials and system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large-scale grid storage[J].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8,11(10):2696-2767

[4] Gautam R K, Kapoor M, Verma A. Tactical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a 3D graphite felt as an electrode of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ies with enhanced electrolyte

utilization and fast reaction kinetics[J]. Energy & Fuels,

2020,34(4):5060-5071.

[5] Kapoor M, Gautam R K, Ramani V K, et al. Predicting

operational capacity of redox flow battery using a

generalized empirical correlation derived from

dimensional analysis[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0,379:122300.

[6] Zhu X, He W, Logan B E. Reducing pumping energy by

using different flow rates of high and low concentration



·216· 制冷与空调 2023年

solutions in reverse electrodialysis cells[J].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 2015,486:215-221.

[7] Sauermoser M, Kizilova N, Pollet B G, et al. Flow field

patterns for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J].

Frontiers in Energy Research, 2020,8:13.

[8] Aiyejina A, Sastry M K S. PEMFC flow channel

geometry optimization: a review[J]. Journal of Fuel Ce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9(1).

[9] Maurya S, Nguyen P T, Kim Y S, et al. Effect of flow

field geometry on operating current density,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of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8,404:20-27.

[10] Zhang B W, Lei Y, Bai B F, et al. A two-dimensional

model for the design of flow fields in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19,135:460-469.

[11] Xu Q, Zhao T S, Zhang C. Performance of a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with and without flow fields[J].

Electrochimica Acta, 2014,142:61-67.

[12] Bhattarai A, Wai N, Schweiss R, et al. Advanced porous

electrodes with flow channels for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7,341:83-90.

[13] Chen C H, Yaji K, Yamasaki S, et al. Computational

design of flow fields for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ies

via topology optimization[J]. 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

2019,26:100990.

[14] Sun J, Zheng M, Luo Y, et al. Three-dimensional

detached serpentine flow field design for redox flow

batterie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9,428:136-

145.

[15] 王振宇,郭子啸,范新庄,等.全钒液流电池中蛇型和插

指型流道的对比[J].储能科学与技术,2022,11(4):1121-

1130.

[16] Xu Q, Zhao T S, Zhang C. Effects of SOC-dependent

electrolyte viscosity on performance of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ies[J]. Applied Energy, 2014,130:139-147.

[17] Wang S, Xu Z, Wu X, et al. Analyses and optimization of

electrolyte concentration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iron-chromium flow battery[J]. Applied

Energy, 2020,271:115252.

[18] 姜成霖.钒液流电池高浓度三元电解液的粘度性质[D].

沈阳:辽宁大学,2018.

[19] Gundlapalli R, Jayanti S. Effect of channel dimensions

of serpentine flow fields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J]. 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 2019,23:148-158.

[20] Wang Q, Qu Z G, Jiang Z Y, et al. Numerical study on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performance with

non-uniformly compressed electrode and serpentine flow

field[J]. Applied Energy, 2018,220:106-116.

[21] Chang T C, Zhang J P, Fuh Y K. Electrical, mechanical

and morphological properties of compressed carbon felt

electrodes in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4,245:66-75.

[22] Yue M, Lv Z, Zheng Q, et al. Battery assembly

optimization: Tailoring the electrode compression ratio

based on the polarization analysis in vanadium flow

batteries[J]. Applied Energy, 2019,235:495-508.

[23] Latha T J, Jayanti S. Ex-situ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serpentine flow field design for redox flow battery

system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4,248:140-

146.

[24] Wei Z, Zhao J, Xiong B. Dynamic electro-thermal

modeling of all-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with forced

cooling strategies[J]. Applied energy, 2014,135:1-10.

[25] Chen H, Li X, Gao H, et al. Numerical modelling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multi-stack vanadium flow battery

module incorporating transport delay[J]. Applied energy,

2019,247:13-23.

[26] Tsushima S, Suzuki T.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with interdigitated flow

field for optimizing electrode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2020,167(2):020553.

[27] Sun Z W, Duan Z N, Bai J Q, et al. Numerical study of

the performance of all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by

changing the cell structure[J]. 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

2020,29:101370.

[28] Nam S, Lee D, Kim J. Development of a

fluoroelastomer/glass fiber composite flow frame for a

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VRFB)[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6,145:113-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