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2013-3-28                                               编号：CL1319YY 

项目名称 耐水解磺化聚酰亚胺质子交换膜 
所
属
领
域 

□ 先进重大装备 ■ 新材料 ■ 新能源

□ 生物医药 □ 电子信息制造 □ 新能

源汽车 □ 海洋工程装备 □ 软件和信

息服务 □ 民用航空制造 □其它 院校名称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盖章） 

项目成熟度 
□已实现产业化，产品供不应求   ■已实现小批量生产，产品有市场需求  
□已通过中试鉴定      □处在中试阶段  

技术水平 □ 国际领先  ■ 国际先进   □ 国内先进   □一般水平 

推广范围 □ 国际推广  ■ 国内推广   □ 区域推广   □ 特定地区推广 

知识产权状态 
□ 授权国外有效发明专利       ■授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 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其它知识产权 

项目获奖情况 
 各类基金 

资助情况 

 

是否具有以下

资料 

□ 项目可行性报告   ■ 查新报告   □ 鉴定证书   □检测报告   □ 认定证书 

□ 用户意见 

课题组简介：（概述研发优势和成功案例等。） 

1、 课题组情况：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韩生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石油化工方面的研究，曾在中国石油润滑

油研发中心工作，于 2011 年获得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科技新星提名奖。现为国家科技奖励评

审专家，国家自然基金通讯评审专家，《精细石油化工》特约编委。课题组现有上海市千人计划一

名，东方学者一名，高工两名，硕士研究生数十人，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本课题组先后承担国家

自然基金、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上海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上海市外国专家

局、上海市优秀青年。发表论文 100余篇，申请专利四十余项，授权十余项； 

2、 研发平台：依托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先进润滑材料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中石油润滑

油研发中心； 
3、 成功案例：本产品已成功应用于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项目背景、政策导向、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项目进展情况、成熟程度以及项目预计产业

化周期、项目鉴定或产品检测报告的结论性表述。如是生物医药项目，写明是否具有临床批文和药证等

文件。） 

项目背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第五代燃料电池，由于其运行温度

低、起动快、效率高、无腐蚀、寿命长等优点而受到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并带动了

燃料电池技术的迅猛发展。目前在 PEMFC 中广泛采用的质子交换膜是全氟磺酸膜（Nafion膜），该膜具

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出色的抗电化学氧化性、良好的机械性能和较高的电导率（0.05～0.2S·cm-1)，

基本可以满足目前大多数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应用要求。然而，随着高效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深入

研究，特别是甲醇燃料电池的发展，Nafion 膜已不能满足高效率高能量密度电池的要求，在直接甲醇

燃料电池应用工程中，如果质子交换膜的甲醇渗透率高，则大量的甲醇会渗透到膜的另一侧与氧化剂发

生直接反应从而降低燃料电池的能源效率。磺化聚酰亚胺质子交换膜不仅具有很高的质子电导率，而且

具有较低的甲醇渗透率，因此在质子交换膜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传统的聚酰亚胺质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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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膜分子结构中磺酸取代的苯环与酰亚胺键直接相连，随着磺化程度的增加，强亲水的磺酸基团会导致

临近的酰亚胺键基团在质子交换膜的酸性工作环境下发生开环降解，从而丧失质子交换膜的质子传导能

力，导致使用寿命缩短。因此，开发新型高效的耐水解磺化聚酰亚胺质子交换膜已经成为已经成为影响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关键因素； 

政策导向：中国燃料电池和氢能研究相关的政府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国家高新技术研发项目和国家基础研

究项目，项目目标由科技部确定，主要目标是提高寿命和降低成本。在过去的四个“5年计划”中，燃

料电池和氢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策支持：第九五期间(1996-2000)约有 3000万人民币；第十五期间

(2001-2005)的总计划投资接近 1 亿人民币；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有 3300 万人民币。十二五期间

(2011-2015)的投资包括主要用于 863项目的 1亿人民币和 973项目中另有 7000万的投资，资金将被五

五分，分别用于 SOFC 和非铂催化剂的研发，多与中国大学联合进行项目研究； 

应用领域：用作汽车和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动力系统，用作可移动小型供电系统，用作电子设备的不间断

电源，用作分散型电站，用作军事、医疗、娱乐场所等的应急电源等； 

项目进展情况：已完成产品小试及中试； 

预计产业化周期：约 6个月； 

项目鉴定结论：本项目为国内外首创，项目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技术特点：（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可与国内或国际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新型耐水解磺化聚酰亚胺质子交换膜通过缩合反应使磺酸基团和端胺基分别连接在不同的苯环上，

并在含胺基的苯环上引入全氟基团，从而增强端胺基部分的疏水性，抑制质子交换膜分子结构中的强亲

水性磺酸基团所导致的酰亚胺键开环降解，显著增强质子交换膜的化学稳定性。质子交换膜的厚度为

10～100微米，离子交换容量为 1～3mmol/g，在 70℃、100％相对湿度条件下的质子电导率为 1.15×10

－2S/cm，甲醇渗透率 0.2～3×10－6cm2/s。 

该产品为国内外首创。可适合用作交通工具动力系统，用作可移动小型供电系统，用作电子设备的

不间断电源，用作分散型电站，用作军事、医疗、娱乐场所等的应急电源等。 
 

市场前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等状况。） 

市场前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应用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对产业结构升级、环境保护

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有重要意义。鉴于其重要性，燃料电池已经被美国列为使美国保持经济繁荣和国

家安全而必须发展的 27项关键技术之一，并被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认定为 21世纪首选的清洁能源

系统。燃料电池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 21世纪对人类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十大技术之一； 

市场规模：中国人口总数居世界第一，目前有 13 亿，其中城市居民占 47%。自 1993 年以来中国成为原

油净进口国，2009 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电力有 80%来自煤，19%来自水力发电，

这种结构使中国自 2007 年以来成为世界CO2排放第一大国。而且其他制造和家庭领域也有不少的碳排

放量。中国的汽车制造量自 2008 位居世界第一，达 1800 万量。手机使用量也位于世界第一，达到 9510
万。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在能源供应，能源安全方面面临很多挑战。燃料电池在中国的市场潜力很大，国

民生产和国防安全等广泛使用备燃料电池作为备用电池。电池销售额为 3000 到 5000 亿RMB，而且呈

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市场占有率：市场目前几乎空白； 

市场进入壁垒：无； 

市场竞争：技术上处于领先及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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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性效益： 

1.该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 

2.对环保和能源要求，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所需职工人数； 

3.根据最低投资，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 、年销售值、年利润； 

4.投资回收期限（年）。 

1． 研发资金约 100万，流动资金约 50万，最低投资额约 1000万元； 

2． 需 10000 平方米左右厂房，职工人数 100人左右； 

3． 按最低投资，三年内达到年产值约 10000万，利润 3000万左右； 

4．投资回收年限：约 24个月。 

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技术转让或技术入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