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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此篇論文主要是觀察添加矽氧烷化合物 3-Glycidyloxypropyl trimeth- oxysilane (GLYMO) 和 Tetraethoxysilane (TEOS) 對於 Poly(propylene- glycol)-block-poly(ethylene glycol)-block-poly(propylene glycol)bis (2-amino- propyl ether) ，簡稱 D2000，做為主體的乾式固態高分子電解質所造成的物性變化，以及在不同 Lithium perchloride (LiClO4) 濃度下對導電行為的影響；並以此高分子電解質為基礎，添加 Ethylene carbonate (EC) 和 Propylene carbonate (PC) 形成一濕式但仍具機械強度的濕式固態高分子電解質。


此篇論文的第一部分是藉由X光繞射儀 (XRD) 、微差掃描卡計 (DSC) 、熱重分析儀 (TGA) 、紅外吸收光譜儀 (FTIR)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 、交流阻抗分析儀 (AC-Impedance) 以及固態核磁共振光譜儀 (Solid State NMR) 等儀器對以 D2000 為基材的固態高分子電解質加以分析研究。藉由交流阻抗分析儀的分析結果，發現於乾式固態高分子電解質中，其導電度隨高分子鏈段運動性增加而上升。在30 ?C 時的最佳導電度可達6.23 × 10-5 S/cm。


至於此篇論文的第二部分是將第一部分中的乾式固態電解質加入 EC/PC 混和液，而形成濕式固態高分子電解質，發現此濕式電解質的電解液吸附量可超過 70 wt.% ，仍無漏液現象；再根據線性掃描電位儀 (LSV) 測量，知此電解質擁有極佳電化學穩定度 (可達 5.5 V)，且此時室溫 (30 ?C) 導電度仍可大幅提升到 3.52 ?10-3 S/cm。將導電度趨勢及固態核磁共振光譜 (SSNMR) 的結果加以綜合後，判斷此類電解質導電度的上升，高分子鏈段運動性影響漸小，反而是解離的鋰離子數量，及高分子對電解液的吸附力，佔絕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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