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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海水制氢新方法 助力绿氢工业化】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mall》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方

法，可直接将海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而无需脱盐。这种方法

简单、可扩展，且比目前市场上的任何“绿氢”生产方法都更

具成本效益。该技术有望大幅降低电解槽的成本，从而使其比

化石燃料制氢更具竞争力。

【纳米颗粒可自我组装 革新太阳能采集方案】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PL Photonics》

来自哈尔滨大学、浙江大学、长春光机所和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具有增强能量转换能力的太阳能采集

器。该制造过程利用了自组装的纳米颗粒，这些颗粒在没有任

何外部指令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它们与附近颗粒的相互作用形

成有组织的材料结构。该装置收集的热能通过热电材料转化为

电能。基于该吸收器的平面太阳能热电采集器可以使太阳能采

集工程更加灵活和可扩展，提高光伏架构的总效率。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smll.202207310
https://aip.scitation.org/doi/full/10.1063/5.0135193


【甲烷重整新路线 氢气制取更高效】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Catalysis》

中外科研人员系统揭示了高温、硫化氢存在条件下，甲烷

在一系列廉价金属氧化物催化剂表面发生重整反应的机理。研

究首次证明了前过渡金属氧化物对甲烷硫化氢重整反应具有显

著的催化活性。新的重整制氢过程不但能够产生更多摩尔当量

的氢气，而且可直接利用酸性天然气矿的有效方案。

【蘑菇取代塑料 制造超轻材料】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芬兰科学家揭示了木蹄层孔菌拥有非凡的机械性能和超轻

“体重”背后的秘密。研究表明，这种蘑菇复杂的结构可修改，

以创建拥有不同性能的多种材料。研究结果有望催生下一代坚

固、轻质的可持续材料，用于研制抗冲击植入物、运动设备、

挡风玻璃表面涂层。

【纳米结构制备新方法 改善钙钛矿电池性能】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徐集贤团队与合作者提出了一种名

为多孔绝缘接触（PIC）的新型结构和突破方案。团队巧妙利用

了纳米片的尺寸效应，成功以低温低成本的溶液法实现了这种

纳米结构的制备。新方案大幅改善了器件的性能，这种改善在

多种带隙和组分的钙钛矿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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