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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力储能需求的激增,大量投入市场的锂离子电池在废弃时面临回收率低下的问题。 废

弃锂电池中锂、钴等贵金属作为战略性资源,存在短缺风险,对其提取并回收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具有显

著经济意义。 湿法冶金工艺因其低能耗污染等优势,在回收锂电池贵金属的研究中应用广泛。 本文在阐述

锂电池结构的基础上,从浸出液、预处理等方面对工艺与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并简述以生物浸出液为主的生

物湿法冶金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 此外,火法冶金技术在锂电池回收方面发展势头迅猛,文章归纳近期新兴

工艺与回收机理。 最后,总结现阶段工艺回收废锂离子电池中贵金属的局限,对未来技术升级进行展望,旨
在促进贵金属回收进程,助力实现国家“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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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rge
 

in
 

demand
 

for
 

electric
 

energy
 

storage,
 

abundant
 

waste
 

lithium-ion
 

batteries
 

face
 

the
 

problem
 

of
 

low
 

recycling
 

rate.
 

Lithium,
 

cobalt
 

and
 

other
 

noble
 

metals
 

in
 

waste
 

lithium-ion
 

batteries,
 

as
 

strategic
 

resources,
 

are
 

at
 

risk
 

of
 

shortage.
 

Extracting
 

and
 

recycling
 

them
 

has
 

significa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while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ollution,
 

hydrometallur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recovering
 

precious
 

metals
 

from
 

lithium-ion
 

batteries.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structure
 

of
 

lithium
 

batter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from
 

the
 

aspects
 

of
 

leaching
 

solution
 

and
 

pretreatment,
 

and
 

briefly
 

describes
 

the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iological
 

hydrometallurgy
 

dominated
 

by
 

biological
 

leaching
 

solution.
 

In
 

addition,
 

pyro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recovery
 

of
 

lithium
 

batteries.
  

The
 

recent
 

emerging
 

processes
 

and
 

recovery
 

mechanisms
 

are
 

also
 

summarizes.
 

Final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ecious
 

metal
 

recycling
 

process
 

and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 double
 

carbon ” ,
 

the
 

limitations
 

of
 

recycling
 

precious
 

metals
 

from
 

waste
 

lithium
 

batter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are
 

summarized,
 

and
 

the
 

future
 

technology
 

upgrading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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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离子电池凭借其卓越的电化学性能,满足

了数码产品和电气化设备的能量需求。 随着新能

源汽车的转型、工业储能供给的激增以及电子元

件的 更 新 换 代 [ 1] , 大 量 由 短 寿 命 ( 通 常 1 ~ 3
年 [ 2] )锂离子电池产生的电子垃圾,不可避免地

导致了严重的水和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 [ 3] 。 在

众多国家已对电池回收制定的严格政策背景下,

升级与优化锂电池回收技术已成为继提高电池能

量密度和消除枝晶之后的又一热点研究(图 1) 。
欧盟在 2016 年时已规定成员国对废弃电池回收

率不低于 45% [ 4] 。 我国已拟定《废电池污染控制

技术政策》 草案文件,旨在预防电池回收再生期

间造成的污染 [ 5] 。 特别在“双碳背景”下,着重强

调了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并实现可再生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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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回收。
有学者预测到 2040 年时,全球的废锂重量将

超过 400 万吨 [ 6] ,然而由于对 LiFePO4 等为主要

原料的锂电池需求显著增加,锂在未来几十年内

面临短缺的风险 [ 7] 。 废锂电池可被认为是二次

原料来源,且可再次用于制备 MnCoFe2 O4 磁性纳

米吸附剂 [ 8] 等高附加值材料,对其回收可实现最

大经济可行性效益以及环境污染最小的资源再利

用。 对废锂电池的回收通常采用湿法冶金技术,
典型的湿法冶金流程首先是对废弃锂电池进行归

类与机械处理,通过浸出液将固体废物中的贵金

属由固相溶解到液相并进行提纯 [ 9] 。 湿法冶金

会产生大量废水,而新兴以生物浸出剂为代表的

生物湿法冶金工艺可大幅度减少污染排放,应用

前景广阔 [ 10] 。 此外,火法冶金工艺长期以来一直

用于回收铅电池,近期正发展应用于回收锂电池

中,助力实现其产业化回收。

图 1　 基于 web
 

of
 

science 统计的与回收锂电池相关论文数量 [ 11]

Fig. 1　 Number
 

of
 

papers
 

related
 

to
 

recycling
 

Libs
 

based
 

on
 

statistics
 

of
 

web
 

of
 

science[ 11]

本文聚焦于回收锂电池贵金属的各工艺机理

与近期新技术的升级优化。 首先根据锂离子电池

结构阐明回收的经济与环境意义,为后面处理工

艺与机制做铺垫。 在湿法酸浸回收贵金属的工艺

基础上,总结不同浸出液的工作机制与还原剂的

优化方案,且为提高浸出效率与浸出贵金属纯度,
简述浮选预处理技术。 其次,阐明生物湿法作用

机理与影响因素,并介绍火法冶金工艺最新机制

和绿色发展趋势。 最后,对现阶段各工艺的局限

性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回收废弃锂电池的发展提

出展望,旨在促进贵金属的高效、高速、高纯的

回收。

1　 锂离子电池结构

　 　 废弃锂电池经过度充电,阳极上沉积的金属

锂会在潮湿环境中剧烈氧化,存在爆炸风险 [ 12] 。
因此需将锂离子及时提取。 锂电池由两个薄膜电

极组成,阴极活性材料通常为含有镍、钴等贵金属

元素的含锂氧化物,阳极材料中含有铜箔或石墨,
活性电极材料通过聚偏二氟乙烯( PVDF)等有机

粘合剂附着在集电极箔上 [ 13,14] 。 具有毒性的钴

广泛应用于电子通信设备和航空航天制造,且面

临短缺的风险,回收不仅减少污染且具有战略发

展意义 [ 15] 。 同时,锂电池通常含有 3% ~ 10% 的

Al,0 ~ 25% 的 Fe 以及 5% ~ 12% 的 Mn[ 16] 。 锂电

池的聚合物电解质或液体电解质含有的 PF-
6 、

ClO -
4 、BF-

4 等物质,倾向与水或酸反应产生 HF、
PF5 等有毒物,易渗入土壤以及对大气环境造成

污染 [ 17] 。 此 外, 锂 电 池 的 隔 膜 通 常 由 聚 乙 烯

( PE)或聚丙烯( PE) 等聚合物制成;外壳等其余

部分含有的有机化学品(约 15%)和塑料(约 7%)
可再次用于特定的制造行业 [ 18] 。

2　 湿法冶金

　 　 常规浸出液可分为酸性浸出液和铵基碱性浸

出液,后者是通过氨对钴离子的强络合作用实现

对贵金属高效浸出。 然而,铵基碱性浸出体系无

法及时 对 锂、 钴 及 镍 等 有 价 金 属 进 行 分 级 提

取 [ 19] ,本文着重归纳酸性浸出液的研究进展。

2. 1　 浸出液
2. 1. 1　 无机酸浸出液

　 　 湿法回收废锂电池时,首先需拆解并分离含

贵金属的废料,通过无机强酸解离出的氢离子可

在氧化环境下将贵金属浸取到水溶液中。 硫酸和

盐酸对锂、钴等贵金属都具有较强的浸取效果,其
浸出机理可如式(1)和式(2) [ 20] 所示。
10LiNi 2

5
Co 1

2
Mn 2

5
O2( S) +40HCl( aq) = 10LiCl+

( aq) +

4NiCl2( aq) +2CoCl2( aq) +4MnCl2( aq) +
5Cl2( g) +20H2 O( aq) (1)

12LiNi 1
3

Co 1
3
Mn 1

3
O2( S) +18H2 SO4( aq) =

6LiSO4
+
( aq) +4NiSO4( aq) +4CoSO4( aq) +

4MnSO4( aq) +3O2( g) +18H2 O( aq) (2)
为实现金属元素的分级提取与回收, 通过

Cyanex272 等萃取液可将贵金属从水相萃取到有

机 相 中。 以 高 锰 酸 钾 和 二 甲 基 乙 二 肟

( C4 H8 N2 O2 )为沉淀剂可分别从浸出液中沉淀锰

和镍。 锂可在饱和 Na2 CO3 中转化为 Li2 CO3 沉

淀,剩余液为高纯度 CoSO4 溶液, 而杂质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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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PO4 的形式留存于废料中 [ 21,22] 。 在相同条件

(浓度、固液比、温度等) 下,盐酸浸出液中的氯离

子可促使废锂电池反应表层活泼,加速浸出进程,
较硫酸 相 比 具 有 更 高 的 浸 出 效 率 [ 23,24] 。 Barik
等 [ 25] 在 80℃ 下用 4mol / L 盐酸浸出 1h,钴和锂的

浸出效率均高于 99%。 此外,盐酸浸出的废液中

可再次回收游离酸,残留在溶液中的 Cl- 经过分

离和净化后,有巨大潜力被重复利用,且通过溶剂

萃取分离金属氯化物比从硫酸盐介质中更容

易 [ 26] 。 然而,使用盐酸浸出不可避免会产生氯

气,危害人体与环境,后续需对尾气进行处理。
2. 1. 2　 有机酸浸出液

　 　 以强无机酸为工作介质的湿法工艺较低腐蚀

性有机酸相比,能耗与安全风险较高,同时操作条

件严格,温和有机酸在保证浸出率的同时可满足

绿色化学的要求 [ 27] 。 以柠檬酸为例,钴离子在柠

檬酸中的溶解遵循还原-络合机理,即三价钴离子

氧化物在氢离子和还原剂作用下还原为二价钴离

子氧化物并溶解,再转化为柠檬酸盐析出。 这种

非均相反应发生在固液界面上,当钴离子溶解时,
由于晶格受到干扰,便可通过络合作用被过滤到

溶液中 [ 28] 。 Nayaka 等 [ 23] 证实 LiCoO2 在柠檬酸

和抗坏血酸还原剂的混合物中通过还原-络合机

制几乎完全溶解。
需说明的是,多相反应的机理一般由化学反

应和溶液中的离子转移共同决定,而浸出反应一

般由离子转移速率和化学反应速率中最慢的那一

个决定 [ 29] 。 具有强还原性的草酸浸出 LiCoO2 的

过程受化学反应速率控制,且无需额外添加还原

剂,仅通过浸出过滤即可直接从废弃锂电池中回

收钴和锂,显著缩短贵金属循环时间 [ 30] 。 Zhang
等 [ 31] 以固液比 20g / L 的 0. 6mol / L 草酸为浸出

剂,在 75℃ 下反应 2
 

h,对镍、锰和钴元素的浸出

效率高达 98%。 此外,苹果酸 [ 32] 、乳酸 [ 33] 都已投

入到回收废弃锂电池的浸出研究中。
2. 2　 还原剂
　 　 对贵金属元素进行还原,可促进其转化为易

溶解的化合物, 从而提高浸出效率 [ 34] 。 Vieceli
等 [ 35] 通过焚烧废锂电池,以阳极石墨对金属进行

热还原,而后仅在 0. 5mol / L 硫酸中浸出 60min,
锂、锰、镍和钴的浸出效率即可达到 70% 以上。
然而该方法不仅具有爆炸风险,且在 700℃ 以上

的高温中易产生大量废气与挥发颗粒,在高能耗

下严重污染环境。

在浸出液中添加还原剂可同样实现对贵金属

的还原,且清洁无污染。 H2 O2 的氧化还原电位较

低,作为还原剂不易引入杂质到体系,被广泛应用

于研究中,其辅以硫酸浸出液的反应如式( 3) [ 36]

所示。 然而,H2 O2 易分解,使得操作及运输条件

较为严格,实际浸出率远低于理论值 [ 37] 。 Vieceli
等 [ 38] 报道以 Na2 S2 O5 作为还原剂更倾向于萃取

锂、钴等活性组分,而不会促进铜、铝、铁等杂质金

属的溶解,后者会增加净化难度。 然而,Na2 S2 O5

的负载量较低,仅为 20g / L[ 39] 。 Rose 等 [ 40] 选择

负载量高达 100g / L 的乙二醇( EG) 作为还原剂,
废锂电池中的贵金属元素浸出效率均高于 95%。
综合考虑浸出效率、能耗和安全问题, Sun 等 [ 41]

提出以低活化能的 SnCl2 代替 H2 O2 、辅以马来酸

对 LiNixCo yMn xO2 中 锂 和 钴 的 浸 出 效 率 高 达

98. 67%和 97. 5%,且浸出液中
 

Sn 残留物可能会

促进富镍正极材料的再合成。
LiCoO2 +1. 5H2 O2 +1. 5H2 SO4 =

CoSO4 +0. 5Li2 SO4 +O2 +3H2 O (3) [ 36]

同时,以具有还原特性的有机物如葡萄糖等

作为还原剂,在湿法回收工艺中兼具创新与环保

特性。 葡萄糖在 Co3+ 的存在下,可以依次分解氧

化为甲酸、醛酮和醛酮酸等,甲酸可再次被氧化成

CO2 和 H2 O,这些环保中间产物可作为性能优良

的绿色还原剂 [ 42] 。 Meng 等 [ 43] 通过 0. 02mol / L 葡

萄糖辅以 1. 5mol / L 磷酸在 80℃ 下经 2h 浸取超

过 98%的钴和近 100% 的锂。 此外,橙皮粉等还

原性生物质已实现浸出 99%的镍、锰、钴和锂 [ 44] 。

2. 3　 浮选预处理
　 　 为获得高纯度浸出材料,提升浸出效率,现阶

段湿法冶金需拆除废锂后再收集阴极。 然而人工

拆解过程存在安全隐患,且难以大规模工业化回

收,因此亟需升级废锂电池的预处理技术 [ 45] 。
浮选可利用表面润湿性差异分离 LiCoO2 和

石墨,亲水的强极性 LiCoO2 在浮选过程中沉入浮

选槽底部,而具有疏水性的非极性石墨上浮进泡

沫层 [ 46] 。 然而由于电极颗粒表面易被有机粘结

剂和有机电解质包裹导致润湿性相同,难以实现

浮选过 程 中 的 分 离, 因 此 需 对 有 机 层 进 行 去

除 [ 18] 。 去除有机层的机制可简要概括为化学分

解、物理分解及物理破坏。 He 等 [ 47] 首次采用

Fenton 试剂将高分子材料分解成小分子,有机层

被氧化成 CO2 和 H2 O,进而恢复电极材料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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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湿性, 实现浮选的有效分离。 Zhang 等 [ 45] 在

500℃ 的热解温度下将有机层物质彻底分解,并通

过超声清洗去除残留在电极材料颗粒表面的热解

产物,暴露金属与石墨的原有表面。 Yu 等 [ 48] 根

据 LiCoO2 和石墨的特殊结构特提出研磨浮选的

新思路。 在研磨过程中,石墨层状结构受剪切力

倾向 剥 落, 暴 露 出 大 量 新 的 疏 水 表 面, 同 时

LiCoO2 颗粒上的有机涂层被磨损,最终恢复电极

材料润湿性的差异。
然而,浮选技术受锂电池质量的影响,通常金

属的直接回收产率较低,且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杂

质铁使后续分离复杂化 [ 49] ,现阶段低温氯化焙烧

也被广泛应用于去除有机质的预处理中 [ 50] 。

3　 生物湿法冶金

　 　 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在温和条件下,通过产

生 Fe3+ 或 H + 等浸出剂溶解废锂电池基质,将不溶

性钴硫化物、镍硫化物等转化为水溶性金属硫酸

盐,进 而 从 固 体 化 合 物 提 取 可 溶 性 贵 金 属 元

素 [ 30] 。 此外,微生物可利用单质硫现场生产硫酸

源,降低浓硫酸运输成本,同时减少了工业生产污

染 [ 51] 。 通过生物湿法冶金工艺可减少能源消耗,
降低污染排放,有望替代传统的湿法冶金技术。
3. 1　 非接触络合溶解机制
　 　 生物浸出的酸解机制主要与传统湿法一致,
而氧化还原机制单纯依靠于氧化的 Fe3+ ,微生物

的主导性甚微。 这里简述生物浸出的络合溶解机

制,通过该机制的真菌生物浸出已被证实可以从

废锂电池中浸出钴和锂。 在该过程中,钴离子首

先被质子取代,再与微生物产生的次生代谢物发

生螯合反应,形成可溶的有机金属配合物 [ 52 ~ 54] ;
此外,钴和锂在生物浸出液的溶解依赖于非接触

机制,而不是接触机制,如图 2 所示。 微生物氧化

溶液中 Fe2+ 产生的 Fe3+ 与材料表面接触并被还

原,过程中 Fe3+ 以及被氧化的硫化物可促进有机

金属配合物溶解,形成循环 [ 55] 。
3. 2　 影响因素
　 　 氧化亚铁硫杆菌对金属硫化物具备优异氧化

能力,本文以其为例归纳其生物浸出效率的影响

因素。 首先浸出效率受 pH 和温度影响,强酸性

环境可避免氧化亚铁硫杆菌产生的硫酸因中和

OH - 而钝化 [ 56] ,同时,温度可通过影响扩散传质

系数进而影响浸出效率 [ 57] 。 当 Fe2+ / Fe3+ 的比率

较高时,氧化亚铁硫杆菌通常在 20 ~ 35
 

℃ 的温度

图 2　 Co 和 Li 的非接触生物浸出示意图 [ 52]

Fig. 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n-contact
 

bioleaching[ 52]

范围与 1. 8 ~ 2. 0 的 pH 范围内生长最快 [ 58] 。 其

次,氧化亚铁硫杆菌对 Fe2+ 的氧化主要发生在培

养基中,提升溶解氧浓度有利于强化其氧化能

力 [ 59] 。 此外,微生物生长离不开可吸收的碳源,
其类型和浓度直接影响有机酸的产量 [ 60] 。 除碳

源外,嗜酸性微生物的浸出效率与铁和硫浓度相

关。 当浓度较低时,由于缺失生长和活动的基本

能源,导致浸出困难,通常需要补充可溶性亚铁和

元素硫以促进其生长活性 [ 61] 。 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可溶性亚铁的添加存在临界值,过量会导致氧

化铁和钴的共沉淀,反而降低浸出效率 [ 62] 。

4　 火法冶金

　 　 由于火法冶金工艺需要较高工作温度,且提

取的金属纯度较低,大部分工作都集中于利用湿

法冶金工艺回收废锂。 然而,近期的报道表明火

法冶金工艺不仅生产率高,且有利于实现大规模

产业化的回收应用 [ 63] ,其回收阴极活性材料中贵

金属的技术可粗分为焙烧及阴极再生。

4. 1　 焙烧
　 　 利用石墨或铝等还原剂可在高温环境下直接

焙烧以还原阴极活性贵金属,得到目标产品 [ 11] 。
Mao 等 [ 64] 综合分析石墨促进氧八面体锂电池分

解,并同时降低火法温度的机理。 首先石墨燃烧

与锂电池热解互为偶联反应,其次碳对氧的强大

吸引力致使氧八面体坍塌,此时锂和钴已从电池

基体中逸出,促使反应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进行。
然而此时焙烧温度仍在 1000℃ 以上,通过添

加焙烧剂可有效降低工作温度,并促进贵金属选

择性地转化为可溶的二氯化物或硫酸盐,同时杂

质铁以氧化物的形式存在, 实现浸出分离 [ 65] 。
Dang 等 [ 66] 以氯化钙作为氯化焙烧剂提取锂,
800℃ 焙烧后对锂提取效率达 90. 58%。 除氯化钙

外,以氯化铵作为氯化剂进行氯化焙烧时,其可分

解为氨气和氯化氢气体,同时氯化氢可进一步与

阴极活性材料反应。 铵离子和氯离子分别作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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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剂和氯化剂,在破坏废锂电池晶体结构的同时

将 Co3+ 还原为 Co2+ ,最终使 LiCoO2 转化为高度水

溶性的 金 属 氯 化 物, 降 低 焙 烧 温 度 及 反 应 能

耗 [ 50,67] 。 Fan 等 [ 68] 在 LiCoO2 / NH4 Cl 质 量 比 为

1 ∶ 2的条件下,350℃ 反应 20min 后,回收 99% 以

上的钴和锂。
除氯化外,硫酸化焙烧过程中只需用水就可

以从复杂的阴极组分中高效、选择性地提取锂。
其机理为,电池中钴首先在室温下被还原为二价

硫酸盐,此后随温度升高,不稳定层状结构中的锂

离子 释 放 并 与 SO4
2- 结 合 生 成 Li2 SO4

[ 69] 。 Shi
等 [ 70] 在 700℃ 下对 LiCoO2 进行 120min 的硫酸化

焙烧,锂的浸出率达 99. 5%。 最新研究表明,可

通过控制硫酸量使硫以 SO4
2- 的形式进行再循环

和彻底回收,显著提高其原子效率,促进绿色化学

的发展 [ 71] 。
除添加硫酸盐外,还可加入具有还原性的物

质进行还原焙烧。 Zhang 等 [ 72] 以碳质还原剂对

阴极废料进行焙烧,在 10min 内即可在碳酸溶液

中选择性浸出 80%以上的锂。 此外,与传统加热

过程相比,微波辐射可促进废锂电池晶体结构的

破坏,产生无序晶体结构和晶格裂纹,促进碳热还

原反应 [ 73] 。 当碳剂量达到 18%时,碳热还原反应

可以充分发生 [ 74] 。 近期,Zhao 等 [ 75] 微波热解澳

洲坚果壳进行还原焙烧,锂的浸出率达 93. 4%。
因生物质热解与 Li( Ni1 / 3 Co1 / 3 Mn1 / 3 ) O2 的分解互

为偶联反应,在降低焙烧温度的同时,大幅提高还

原焙烧过程的效率,提供了以生物质作为焙烧还

原剂的新思路。
4. 2　 阴极再生
　 　 阴极再生利用高温相变技术从锂电池阴极

中提取贵金属,并同时将其转化为前驱体,获取

高价值产品 [ 11] 。 锂熔盐易形成液相与前驱体反

应,并在晶体结晶和颗粒生长期间提供液体环

境,可用于合成高性能阴极材料 [ 76] 。 Shi 等 [ 77]

首 次 使 用 共 晶 锂 熔 盐 对 降 解 的

LiNi0. 5 Co0. 2 Mn0. 3 O 2 阴极颗粒进行常压下锂化,
通过将常压低温熔盐反应与短时热退火相结

合,直接再生阴极粒子,并确定其锂存储容量、
循环稳定性和放电速率可以恢复到原始材料水

平。 Li 等 [ 78] 对 LiFePO 4 电池材料阴极进行直接

再生,工艺流程如图 3 所示,在获得高纯度阴极

LiFePO 4 混合物同时,高效回收了阳极石墨混合

物及铝箔、铜箔等副产品。 未经酸浸的阴极混

合材料在 600 ~ 800
 

℃ 下直接再生为 Li2 CO 3 ,重

新应用于锂离子电池。

图 3　 废 LiFePO4 的直接再生工艺流程 [ 78]

Fig. 3　 Direct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waste
 

LiFePO4
[ 78]

　 　 直接再生工艺能够避免大量能源和化学品的

使用,显著降低成本和二次废物 [ 79] 。 然而较间接

阴极再生工艺相比,难以定向获得高纯度产品。

Refly 等 [ 80] 报道了以有机酸相结合的阴极再生技

术,工艺流程如图 4 所示。 首先通过抗坏血酸从

废弃阴极材料中浸出贵金属离子,然后采用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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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间接阴极再生工艺流程图 [ 80]

Fig. 4　 Flow
 

chart
 

of
 

cathode
 

regeneration
 

process[ 80]

共沉淀法对其以金属草酸盐的形式回收,最后在

800℃ 下通过金属草酸盐热处理再生阴极并成功

复制了原有六角层状结构,恢复其原始能力。
阴极再生作为绿色环保的电极废料回收再生

工艺,最大程度上满足了高效、高经济回报、高环

境效 益 和 高 安 全 性 的 回 收 原 则, 助 力 低 碳

排放 [ 81,82] 。

5　 现阶段局限与挑战

　 　 湿法冶金工艺虽具有高选择性、低成本等优

势,同时随技术更新升级,酸输入量逐渐降低。 较

火法工 艺 相 比, 能 耗 低 且 不 易 排 放 固 体 颗 粒

物 [ 83] 。 然而湿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由放射

性元素、重金属离子和其他化合物组成的废水需

后续净化处理。 且在过程中会产生由含贵金属的

浸出残渣和杂质沉淀物组成的固体废物,通常还

需电沉积等工艺回收金属状态的镍和钴,这些额

外过程显著增加了总分离成本 [ 30] 。
生物浸出作为环境友好且经济高效的节能工

艺,可有效代替传统湿法中腐蚀性酸基浸出技术。
而现阶段生物湿法回收锂电池面临的主要瓶颈是

浸出效率的低下。 由于其反应动力学缓慢,直接

导致所需工时长至几天,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

回收 [ 84] 。 此外,还需考量微生物培养的基础设施

建设及维护成本。
火法冶金工艺虽操作简单且工艺流程短,后

续在温和水溶液中即可将贵金属浸出,较湿法工

艺更易实现锂电池回收的大规模产业化。 但其需

要高能量输入,回收效率近乎与成本呈正相关态

势,且在焙烧等过程中,大量有害气体排放易对环

境产生恶劣影响 [ 85] 。

6　 结论与展望

　 　 在锂电池需求量激增的背景下,为防止战略

性贵金属的短缺并满足未来对锂的需求,高效且

低污染回收废弃锂电池中的贵金属已成为研究热

点。 作为较成熟的回收工艺,传统的湿法及火法

冶金仍面对一些局限,基于上述对工艺与机制的

分析,提出以下展望以促进技术升级与贵金属的

高效回收。
(1)湿法冶金的首要挑战为无法实现像火法

冶金回收废锂电池的大规模产业化。 现阶段仍需

以提升浸出效率的研究为主,综合浸出液、还原剂

以及溶液环境因素,优化最佳配比方案。
(2)为降低处理湿法冶金排放废水的成本及

环境影响,避免不必要的元素和化合物积聚,以生

物溶出剂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在锂电池回收应用中

前景广阔。 未来研究还需找寻最佳回收钴、锂等

元素菌群种类,同时优化微生物的生长条件,以达

到最大的生物浸出效率。
(3)火法冶金作为高能源需求及高有害气体

排放的工艺技术,建立综合性的资源回收系统以

降低成本及环境污染十分有必要。 而阴极再生作

为环境友好且经济效益丰厚的火法工艺,发展前

景巨大,还应深入探究与技术升级。 此外,正新兴

再生阳极废弃石墨结构,以实现对锂电池的全面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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