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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O@C/MAX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电化学动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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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 α-Fe2O3@C 与钛粉和铝粉一同进行高温煅烧，制备了 FeO@C/MAX（FCM）复合材料。通过 XRD、

SEM、TEM 表征了 FCM 复合材料在不同 Ti/C 与 Al/C 物质的量比下的结构、组成及形貌变化，采用电化学动

力学分析方法定量计算了 FCM 复合材料的赝电容占比，推测可能的电荷储存机理。结果表明，随着 Ti/C 与 Al/C

物质的量比的增大，FCM 复合材料中 MAX 相（Ti2AlC 和 Ti3AlC2）的含量随之变化，而 α-Fe2O3 转变为不稳定

的 FeO。当 n(Ti)∶n(Al)∶n(C)=3∶1∶2 时，制得的 FCM-312 样品在 1 mV/s 扫描速率下的比电容最大，为 125.09 F/g，

约为 α-Fe2O3@C 的 4.76 倍。FCM 复合材料中部分 MAX 相在电化学过程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为离子间电子

快速输运提供了条件，增加了 FCM 复合材料的赝电容占比。其中，FCM-312 样品在 10 mV/s 扫描速率下的赝

电容占比为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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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O@C/MAX (FCM) composites were prepared from calcination of α-Fe2O3@C with titanium 

powder and aluminum powder at high temperature. The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morphology of FCM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molar ratios of Ti/C and Al/C were characterized by XRD, SEM and TEM. 

Moreover, the pseudo-capacitance ratio of FCM composites was quantitatively calculated by 

electrochemical kinetics analysis with the possible charge storage mechanism deduc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MAX phase (Ti2AlC and Ti3AlC2) in the FCM composites was changed with the 

increment of Ti/C molar ratio as well as Al/C molar ratio, but α-Fe2O3 transformed into unstable FeO. 

According to data from electrochemical tests, the maximum specific capacitance of FCM-312 prepared with 

n(Ti)∶n(Al)∶n(C)=3∶1∶2 was 125.09 F/g at a sweep rate of 1 mV/s, approximately 4.76-fold higher 

than that of α-Fe2O3@C. Some MAX phases of FCM composites underwent redox reaction during the 

electrochemical process, which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rapid electron transport between ions, and increased 

the pseudo-capacitance ratio of FCM composites. Among them, the pseudo-capacitance ratio of FCM-312 

sample at 10 mV/s scanning rate reached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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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氧化物常广泛用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

料[1-2]。其中，铁基氧化物（FeOx）具有低成本、无

毒和宽电压范围等特性且来源丰富[3]，发展潜力十

分巨大。然而，氧化亚铁（FeO）中的铁在制备过

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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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易发生价态变化，导致结构变形、颗粒团聚等

问题[4]，特别是在高温有氧条件或电化学反应过程

中的铁价态更不稳定，限制了其实际应用。改善 FeO

的稳定性并发挥其低成本、高性能优势已成为该领

域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目前相关报道较少。 

将 FeO 与其他结构稳定的材料复合可以一定程

度上弥补其性能缺点[5-6]。MAX 相属于层状六方结

构，化学式为 Mn+1AXn，其中，M 是 d 区过渡金属，

X 通常表示氮或碳，A 属于第 13 或 14 族元素，A

原子层与 Mn+1Xn 层交替堆集[7-8]。MAX 相具有特殊

的层状结构、良好的化学和机械稳定性，以及良好

的金属导电性行为[9]，展现出良好的电化学稳定性

和较高的比电容特性。Tin+1AlCn MAX 相的主要合

成方法为熔盐煅烧法[10]。当环境温度超过 NaCl-KCl

盐的共晶点（≈650 ℃）时，Ti 以离子状态（Ti3+）

分散到熔盐中，Al 呈现出熔融状态，与一部分 Ti3+

反应生成 Ti-Al 熔体；达到中等温度（≈850 ℃）

时，另一部分 Ti3+扩散至碳表面形成致密的 TiC 层；

进一步提高温度（≈1100 ℃），Ti-Al 熔体与 TiC 发

生反应，形成 Tin+1AlCn。因此，控制一定的煅烧条

件可以实现 FeO 与 MAX 相直接复合。 

作为电极材料，采用动力学分析可推测其可能

的电荷储能机理。但目前对 FeO 及其复合材料电极

的动力学研究报道较少。特别是赝电容材料易发生

快速的氧化还原反应，嵌入反应动力学易受离子扩

散过程的限制[11]。CONWAY 等[12]通过计算循环伏

安法（CV）测试的峰值电流和扫描速率的关系，来

分析表面过程控制以及内部过程控制在总容量中的

贡献。在此基础上，GHIDIU 等[13]探究了不同厚度

“黏土”状 MXene（二维过渡金属碳化物）的动力

学行为，证明 MXene 在高扫描速率下不仅受扩散控

制，还由赝电容效应决定。WANG 等[14]提出了在给

定电势下将电流转化为赝电容和扩散电容的计算方

法。HUI 等[15]和 GIBSON 等[16]使用多步计时电流法

(MUSCA)，该方法显著减小欧姆降对循环伏安曲线

的影响，进而使用 Dunn 模型分析了 Ti3C2Tx 在水系

电解液中的赝电容行为。这些对纳米电极材料的研

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选择 α-Fe2O3@C 作为碳源，与钛粉、铝粉

一同煅烧制备 MAX 相，在此过程中 α-Fe2O3 内核转

变为 FeO，从而获得 FeO@C/MAX 复合材料（FCM）。

深入研究 Ti/C 与 Al/C 物质的量比等因素对产物

FCM 复合材料的形貌与结构的影响，利用电化学动

力学方法定量分析赝电容占比，并推测出电荷储存

机理。FeO@C/MAX 的合成为电极材料的设计和深

入理解提供了新思路，对开发高性能的水溶液电化

学储能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与仪器 

D(+)-葡萄糖（AR）、过硫酸钾（K2S2O8，AR）、

磷酸二氢铵（NH4H2PO4，AR）、NaCl(GR)、KCl(GR)，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FeCl3(AR)，天津市科

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铝粉（325 目，质量分数

99.9%），北京易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钛粉（质

量分数 99.99%），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AR），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实验中用到的水均为自制去离子水。 

D8 Advance X 射线衍射仪（XRD），德国 Bruker

公司；Regulus 822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日

本 Hitachi 公司；TALOS-F200X 型场发射透射电子

显微镜（TEM），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CHI660E

型电化学工作站，上海辰华仪器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FeO@C/MAX 的合成 

α-Fe2O3 粉末根据文献[17]报道的水热法以 FeCl3

和 NH4H2PO4 为原料制备。称量 0.1 g（0.00625 mol）

α-Fe2O3 粉末分散到 10 mL 去离子水形成分散液，记

为 A 液；称取 4 g（0.02 mol）D(+)-葡萄糖，加入

10 mL 去离子水搅拌至溶解得 B 液。将 A 液与 B 液

均匀混合，超声分散得混合液 C。将混合液 C 倒入

100 mL 聚四氟乙烯（PTFE）内衬，再装入不锈钢

反应釜中，180 ℃下水热处理 10 h 后，自然冷却

至室温。离心收集（6800 r/min，8 min）沉淀物，

用 30 mL 去离子水清洗 2 遍，再用 30 mL 无水乙醇

清洗 2 遍，最后在 60 ℃下干燥 12 h，即得 α-Fe2O3@C

粉末。 

取 0.15 g 上述 α-Fe2O3@C 粉末，采用燃烧法测

得含碳量[18]，约为 85%。设定 Al/C 物质的量比为 1∶2，

改变 Ti/C 物质的量比为 2∶2、3∶2 和 4∶2 和 5∶2，

据此比例称量钛粉、铝粉，以及上述粉末总质量 10

倍的 KCl 和 NaCl（其中，KCl 和 NaCl 的质量比为 1∶

1），均匀混合并充分研磨，放入氮气气氛高温炉中

进行煅烧，煅烧条件为：50~800 ℃，升温速率 4 ℃/min，

保温 3 h；800~1000 ℃，升温速率 3 ℃/min，保温

1 h。煅烧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先用 30 mL 去

离子水清洗 3 遍，再用 30 mL 无水乙醇清洗 3 遍，

离心分离（6000 r/min，6 min）沉淀物，在 60 ℃下

干燥 12 h，即得 FCM 复合材料，分别记为 FCM-212、

FCM-312、FCM-412 和 FCM-512。设定 Ti/C 物质的

量比为 3∶2，改变 Al/C 物质的量比为 0.5∶2、1∶

2、2∶2 和 3∶2，保持煅烧条件不变，按照上述步

骤 制 备 FCM 样 品 ， 分 别 记 为 FCM-3(0.5)2 、

FCM-312、FCM-322 和 FCM-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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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表征与测试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场发射透射电

子显微镜（TEM）观察 FCM 样品的微观形貌；利

用 X 射线衍射（XRD）仪通过步进扫描法[19]测试

FCM 样品的晶体结构，以 Cu-Kα为射线源，功率为

3 kV，扫描范围为 10°~90°，扫描步长为 0.02°。 

采用电化学工作站在标准三电极池中测量

FCM 样品的电化学性能。其中，电解液为 200 mL   

3 mol/L 的 KOH 溶液，对电极（CE）使用石墨棒，

参比电极（RE）为 Ag/AgCl 电极（由插入的 AgCl

和 3.5 mol/L 的 KCl 溶液组成）。工作电极（WE）

的制备过程是将 FCM、乙炔黑以及聚四氟乙烯

（PTFE）)按照质量比 8∶1∶1（其中，FCM 的质

量为 0.02 g）分散于 3 mL 无水乙醇，形成溶液 A；

将泡沫镍剪裁成 1 cm×2 cm 大小，其中 1 cm×1 cm

的部分浸渍到溶液 A 中，取出后在 60 ℃下干燥 12 h，

制得 FCM 工作电极。循环伏安（CV）曲线测量窗

口为 0.10~0.45 V，扫描速率为 1~5000 mV/s。电化

学阻抗谱（EIS）是在频率为 0.01~1000000 Hz 施加

5 mV 振幅交流电压下测得。 

根据 CV 曲线和公式（1）可计算出比电容

C(F/g)[11]： 

 / ( )C I mk    （1） 

式中：I/m 为电流密度，A/g；其中，I 为响应电流，A；

m 为所制备电极中 FCM 的质量，g；k 为扫描速率，V/s。 

2  结果与讨论 

2.1  XRD 分析 

图 1 为不同 Ti/C 和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的 XRD 曲线。从图 1 可以看出，经过高

温煅烧的 FCM 中 α-Fe2O3 已被还原为 FeO（JCPDS 

No.89-0687），同时还生成了两种 MAX 相——Ti3AlC2 

（JCPDS No.52-0875）和 Ti2AlC（JCPDS No.29-0095）。

由图 1a 可知，随着 Ti/C 物质的量比增加，对应

FeO(110)、(200)、(220)、(311)以及(222)晶面的特征

峰无明显变化，而位于 2θ=13.00º、34.02º及 39.73º

处 Ti2AlC 的(002)、(100)及(006)晶面特征峰强度逐

渐减弱，位于 2θ=19.15º处对应于 Ti3AlC2 的(004)

晶面特征峰强度则增强，其中样品 FCM-312 中

Ti3AlC2 的特征峰更明显。说明随着 Ti/C 物质的量

比增加，所得 FCM 复合材料的 MAX 相中 Ti3AlC2

的相对含量提高。图 1b 中，随着 Al/C 物质的量比

的增大，Ti2AlC 的特征峰强度明显增强，而 Ti3AlC2

中位于 2θ=39.04º的(104)晶面特征峰未增强，说明

随着 Al/C 物质的量比的增大，Ti2AlC 的含量增加。

结合图 1a 和 b 可知，Ti3AlC2 相成分较少，主要以

Ti2AlC相为主。 

 
 

图 1  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的 FCM 样品（a）和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 FCM 样品（b）的 XRD 谱图 
Fig. 1  XRD patterns of FCM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i/C 

molar ratios (a) and different Al/C molar ratios (b) 

 
2.2  形貌分析 

图 2 为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

的 SEM 图。 

 

 
 

a1、a2—FCM-212；b1、b2—FCM-312；c1、c2—FCM-412 

图 2  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的 SEM 图 
Fig. 2  SEM images of FCM samples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Ti/C molar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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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a 可知，样品 FCM-212 中有明显椭球形

粒子且多数与块状物质分离，椭球形粒子可能为

α-Fe2O3 还原形成的 FeO 粒子，块状物质可能为

MAX 相（Ti2AlC 和 Ti3AlC2）。随着 Ti/C 物质的量

比的增大（图 2b、c），MAX 相与 FeO 粒子融合得

更均匀、更充分，即 FCM 的形态逐渐变成块状 MAX

相“包裹”椭球形 FeO 粒子的复合材料。 

图 3 为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

的 SEM 图。可以看出，样品 FCM-3(0.5)2（图 3a）

中块状物质 MAX 相上面附着大量的椭球形 FeO 粒

子。当 Al/C 物质的量比为 1∶2 时（图 3b），FeO

粒子与 MAX 相均匀混融在一起。而当 Al/C 物质的

量比为 2∶2 时（图 3c），样品中已几乎看不到裸露

FeO 粒子，仅可见块状 MAX 相存在。 

 

 
 

a1、a2—FCM-3(0.5)2；b1、b2—FCM-312；c1、c2—FCM-322 

图 3  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的 SEM 图 
Fig. 3  SEM images of FCM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Al/C molar ratios 

 
利用 TEM 以及 HRTEM 进一步确定 FCM-312

中各组分的晶相结构，结果如图 4 所示。图 4a 中，

FeO 及周围包裹着 Ti2AlC 和 Ti3AlC2 混合物，这与

SEM 结果一致。根据图 4b 的 HRTEM 图可知，晶

格间距为 0.217 nm 的区域归属于 FeO(200)晶面；

晶格间距为 0.231 nm 的部分归属于 Ti3AlC2(008)

晶面；而晶格间距为 0.226 nm 的部分则归属于

Ti2AlC (006)晶面。由此表明，FCM-312 样品中存

在 FeO 内核以及包裹着的 MAX 相 Ti3AlC2 和

Ti2AlC 混合物。 

 
 

图 4  FCM-312 的 TEM 图（a）及 HRTEM 图（b） 
Fig. 4  TEM image (a) and HRTEM image (b) of FCM-312 

 

2.2  CV 分析 

图 5 为 α-Fe2O3@C 以及不同 Ti/C 和 Al/C 物质的

量比下制得的 FCM 样品在扫描速率为 1～5000 mV/s

时的 CV 曲线。由图 5 看出，随着扫描速率增加，

同一 FCM 样品的 CV 曲线包围的面积增大，对应的

响应电流密度也增大，同时峰电流向正负两极偏移。

由于该体系中存在多个氧化还原反应，扫描速率增

加后，FCM 样品未能及时充分反应，出现滞后效

应[20]，导致电流密度增大。 

为了更清晰地比较 FCM 电化学性能的变化，图

6 选取了 10 mV/s 扫描速率下 α-Fe2O3@C、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以及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的 CV 曲线进行对比。由图 6 可知，未煅烧的 α- 

Fe2O3@C 出现明显的还原峰及氧化峰，说明 α- 

Fe2O3@C 存在法拉第赝电容存储机制[21]。在 10 mV/s

的低扫描速率下，对比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煅烧所

得 FCM 样品（图 6a）与 α-Fe2O3@C 的 CV 曲线，

在约 0.33 V 处，煅烧后的 FCM 样品出现了一个新

的氧化峰，说明煅烧后产物所产生的电容存在法拉

第赝电容，而 FCM 氧化还原峰不对称说明该电极发

生的电化学反应不可逆。与 α-Fe2O3@C 相比，煅烧

后的 FCM 在 0.30 V 处的还原峰向左偏移，是由于 α- 

Fe2O3 转变为 FeOx 所致。 

2.4  倍率性能分析 

倍率性能是衡量电化学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图 7 为 α-Fe2O3@C、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以及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的倍率特性曲线。由图

7 可知，α-Fe2O3@C 在 10 mV/s 时的最大比电容仅

为 26.30 F/g。而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以及 Al/C 物

质的量比制备的 FCM 样品（除 FCM-332 外），在各

个扫描速率下 FCM 的比电容均有大幅度增加。其

中，FCM-312 的比电容远高于其他样品，最大比电

容为 125.09 F/g，约为 α-Fe2O3@C 的 4.76 倍。 

随 Ti/C 物质的量比增加，FCM 在扫描速率 1~  

5 mV/s 范围内比电容减小趋势明显；当 Ti/C 物质的

量比为 3∶2 时，改变 Al/C 物质的量比，FCM 在扫

描速率 1~5 mV/s 范围内比电容减小趋势较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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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扫描速率 1~5 mV/s 范围内，比电容的变化趋

势可能是由 Ti/C 物质的量比决定。 

2.5  EIS 曲线分析 

为探究样品倍率性能出现差异的原因，图 8 提

供了 α-Fe2O3@C 以及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的 EIS 曲线，其

中插图为放大的高频区部分。EIS 曲线由一段半圆

弧线以及一段上升的直线组成，其中，半圆直径表

示电极与电解质界面的电荷转移电阻(Rct)
[22]。由图

8a、b 可知，FCM 所对应的半圆直径较小，说明该

材料的电荷转移电阻较低，电荷交换速度较快，因

此在 KOH 电解液中该电极在电极/电解质界面上易

发生电化学反应[23]。 

2.6  动力学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 FCM 的电荷存储机理，对 FCM

样品进行了电化学动力学分析。 
 

 
 

图 5  FCM 样品在不同扫描速率下的 CV 曲线 
Fig. 5  CV curves of the FCM samples at different scanning rates 

 

 
图 6  α-Fe2O3@C、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下 FCM（a）及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下 FCM（b）在 10 mV/s 扫描速率下 CV

曲线 
Fig. 6  CV curves of α-Fe2O3@C, FCM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Ti/C molar ratios (a) and Al/C molar ratios (b) at scanning 

rate of 10 m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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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α-Fe2O3@C、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及不同 Al/C 物

质的量比下制得的 FCM 在不同扫描速率下的倍率

性能 
Fig. 7  Rate capability of α-Fe2O3@C, FCM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Ti/C molar ratios and different Al/C molar 
ratios at different scanning speeds 

 

 
 

图 8  α-Fe2O3@C、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制得的 FCM（a）

及 α-Fe2O3@C、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制得的 FCM

（b）的 EIS 曲线 
Fig. 8  EIS curves of α-Fe2O3@C and FCM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Ti/C molar ratios (a), α-Fe2O3@C and 
FCM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Al/C molar ratios (b) 

 
图 9 为不同 Ti/C 和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的 lgi 与 lgv 关系图。由于纳米级 FCM 具有高

比表面积，在电化学储能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优势，

电化学储能主要依靠两种电容——赝电容和双电层

电容。结合图 5 的 CV 曲线，扫描速率的增加使氧

化峰电流和还原峰电流分别向正负两极偏移。由测

得的电流密度（i）与扫描速率（v）的关系，并根

据公式（2）[24]和公式（3）[25]得到 b 值，分析两种

电容（赝电容和扩散电容）对储能的贡献： 

 = bi av    （2） 

 lg lg lgi b v a   （3） 

式中：i 为固定扫描速率下的峰电流密度，A/g；v

为对应的扫描速率，V/s；a、b 均为系数。 
 

 
 

a1—阳极；a2—阴极；b1—阳极；b2—阴极 

图 9  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a1, a2)和不同 Al/C 物质的量

比(b1, b2)制得的 FCM 的 lgi 与 lgv 关系图 

Fig. 9  Relation between lgi and lgv of FCM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Ti/C molar ratios (a1, a2) and different 
Al/C molar ratios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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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扫描速率下 CV 曲线中 FCM 电极的

lgi 与 lgv 的动力学关系计算得出，随着 Ti/C 物质

的量比的增加制得 FCM 阳极的 b 值分别为 0.84、

0.82、0.90、0.86，阴极的 b 值分别为 0.60、0.65、

0.59、0.58；随着 Al/C 物质的量比的增加制得 FCM

的 lgi 与 lgv 阳极的 b 值分别为 0.83、0.81、0.88、

0.76，阴极的 b 值分别为 0.66、0.69、0.67、0.66。

获得 FCM 的阴极和阳极相应斜率均为 0.5~1.0，表

明 FCM 电极的电荷存储过程既有赝电容效应又有

扩散电容效应[26]。 

进一步定量分析不同类别比电容的贡献率，固

定电压下的响应电流可表示为公式(4)[27]： 

 
0.5

1 2( )i V k v k v    （4） 

式中：V 为固定电压，V；i(V)为在固定电压下的响

应电流，A；k1、k2 为特定系数。在这里 k1v 代表赝

电容效应的电流贡献，k2v
0.5 代表扩散电容控制的电

流贡献。 

根据公式（4）得到了 α-Fe2O3@C、不同 Ti/C

和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样品分别在 10、100

以及 1000 mV/s 扫描速率下赝电容贡献及扩散贡献

占比情况，结果如图 10 所示。 

 

 
 

图 10  α-Fe2O3@C 和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制得的 FCM

（a）及 α-Fe2O3@C 和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制得

的 FCM（b）的赝电容贡献比率 
Fig. 10 Pseudo-capacitance contribution ratios of 

α-Fe2O3@C and FCM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Ti/C molar ratios (a) and α-Fe2O3@C and FCM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Al/C molar ratios (b) 

由图 10 可知，随着扫描速率的增加，不同 Ti/C

物质的量比、不同 Al/C 物质的量比下制得 FCM 的

赝电容会随之增加。其中，FCM-312 样品在 10 mV/s

扫描速率下的赝电容占比为 22.12%。原因在于扫描

速率增加导致扩散时间变短，此时电极内部的 FeO

来不及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故扩散电容贡献相应增

加[28]。而 FCM 独特的结构——FeO 内核外围包覆有

碳（C）层以及陶瓷性 MAX 相，使 FeO 不稳定性

大大降低。这种由扩散反应主导的电荷储存机理，

使 FCM 表现出更优异的倍率性能。 

FCM 可能存在的电荷储存过程为：KOH 电解

液中阳离子（K+）经过 MAX 相时，其中一部分与

MAX 相发生如式（5）[29]所示的氧化还原反应，另

一部分得益于 MAX 相的层状结构，K+较容易经扩

散方式穿过。另外，电解液中的阴离子（OH–）穿

过碳层到达内核 FeO，可发生如式（6）所示的氧化

还原反应[30]，同时碳层的存在还将形成双电层电容。

由于 MAX 相的二维层状结构能为电子快速输运提

供条件，使赝电容、扩散电容以及双电层电容等更

加优化，从而实现了 FCM 比电容的提高。 

 Ti3C2Ox(OH)y+δe–+δK+=KδTi3C2Ox(OH)y （5） 

 FeO+2OH–↔FeOOH+e–   （6） 

3  结论 

（1）经过共同煅烧，α-Fe2O3@C 内核中 α-Fe2O3

还原成 FeO，制备出外部包裹着 C 层和 MAX 相

（Ti2AlC 和 Ti3AlC2）的 FeO@C/MAX(FCM)复合材料。 

（2）随着 Ti/C 物质的量比增加，所得 FCM 复

合材料的 MAX 相中 Ti3AlC2 的相对含量提高，而随

着 Al/C 物质的量比增加，则 MAX 相中 Ti2AlC 的相

对含量提高。 

（3）FCM 产生的电容存在法拉第赝电容，其中

FCM-312 的比电容最大，为 125.09 F/g，约是 α-Fe2O3@C

的 4.76 倍，且 FCM 复合材料具有小的电荷转移电

阻以及高的倍率性能。 

（4）可能的电荷储存机理为：FCM 复合材料中

存在的 MAX 相在电化学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为

电子输运提供了条件，提高了 FCM 复合材料赝电容

的比例，进而使比电容增加。 

综上，FeO@C/MAX 的合成为电容电极材料的

设计和深入理解提供了新思路，对开发更高性能的

水溶液电化学储能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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