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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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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具有明显的催化活性
-

在
=9.

和
&""B

下$对
<80($0(2$M;9

单电

池进行
468

测试$其结果如图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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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

电池的
468

图谱$主要由欧姆电阻!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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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极化电阻!

K

X

"组成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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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与曲线的交点的值$主要来

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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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X

是
!

轴上截距之间的差值$它是反映电

极性能的关键参数$包括界面氧离子交换和电荷转

移反应
-

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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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见$该单电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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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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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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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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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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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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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降

低电解质厚度及减小欧姆阻抗可以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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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

为了更好地了解该阴极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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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性能$

测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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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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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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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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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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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M;9

单电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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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电解电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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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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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应的法拉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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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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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锚定在钙钛矿基体骨架上$颗粒没有出现明显

的长大团聚
-

而且在多孔
<80($0(2

阴极中没有出

现明显的积碳$这是由于金属
$

氧化物界面的丰富氧

空位加速了积碳的消除
-

在
<80($0(2$M;9

和

<80($0(2$M;9

阴极中$良好的嵌入结构可以抑

制
0E(F

纳米颗粒的团聚和碳沉积对电极的破坏$从

而赋予了阴极高稳定性
-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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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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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方面是一个有应用前景的阴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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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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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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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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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效

率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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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
<80($0(2$M;9

阴极具

有出色的耐烧结性和抗结焦性$因此在
&""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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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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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

! 高电流操作下表现出优异的稳定性$这表

明
<80($0(2

材料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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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解中具有良好的

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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