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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高延展性活性层薄膜 助力有机太阳能电池】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Matter》

在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葛子义带领

下，该所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团队实现了高延展性活性层薄膜

的制备，固化的薄膜形态也提高了器件的热储存稳定性。

有机太阳能电池（OSCs）因其成本低、质量轻和可柔性化

等诸多优点，在柔性和便携式设备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

柔性光伏器件的效率远低于刚性器件的效率水平，尤其是对可

延展性柔性 OSCs 的研究滞后。

在此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三元策略引入聚合物受体作为

第三组分，通过优化掺杂比例以及活性层厚度等，使得活性层

形成了稳定有序的互传网络结构，具有利于激子分离和电子传

输的稳定通道。

研究获得了效率突破 16.5%的柔性电池，该电池具有较好的

力学性能，在 1000 次连续循环弯曲后仍能保持初始效率的

97.5%。

https://www.cell.com/matter/fulltext/S2590-2385(22)00138-2?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2590238522001382%3Fshowall%3Dtrue


【光谱自适应智能涂层 实现全天候能量捕获】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PNAS》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学院教授裴刚与国家同步辐射实验

室研究员邹崇文团队合作，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能量利用方法，

该方法分别以太阳和太空为热源和冷源，巧妙利用光谱自适应

智能涂层来解决光热转换过程和辐射制冷过程的光谱冲突，实

现 24 小时全天候的冷热能量捕获和利用。

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利用光谱自适应调控机制对太阳热

源和太空冷源进行时间解耦，突破目前对太阳热源和太空冷源

的单一利用方式。实测结果表明，该器件表面温度在白天可以

比环境温度高 170℃，在夜间可以比环境温度低 20℃，具有白

天光热转换、夜间辐射制冷的自适应功能。器件可以 24 小时全

天候运行，极大提升冷热能量捕获的综合效率。

这一研究结果为基于太阳热源和太空冷源的能量捕获和高

效利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该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建筑节

能、光伏冷却、热电转换以及深空探索等领域。

【表面活性剂泡沫材料 可提高氢气存储效率】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Energy & Fuels》

储氢能力对于间歇性氢能源供应至关重要。最近，印度贾

伊斯拉吉夫·甘地石油技术研究所的一个科研团队，初步探索

并报告了表面活性剂泡沫在多孔介质中提高储氢效率的可行

性。

人们经常在多孔介质中储存氢气，但多孔介质的气体流动

性降低了储存效率。为了提高储氢效率，科研团队在研究中使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120557119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energyfuels.1c04246


用压缩空气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在瓜尔豆胶溶液中制备泡沫；

同时把沙子制成的预制砂包作为多孔介质，并将这些泡沫注入

到砂包中，从而对储氢进行评估。

研究表明，泡沫作为多孔介质中的流动性控制流体，使储

氢量大幅增加了 1.5～2.7 倍；通过调整泡沫在多孔介质中的占

比，可进一步实现最强的储氢能力。

【利用掺磷分子晶体 制备透明导电电极】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Chemistry of Materials》

透明导电材料是光电子器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

科学家还很难开发出一种高性能材料，可以将透明性和导电性

这两种通常不相容的特性结合起来，尤其对于磷型掺杂材料而

言，这一目标更难实现。近日，英国利物浦大学科研团队宣布

突破了这一难题，通过虚拟筛选实现了掺磷分子晶体作为透明

导电电极的可行性。

科研团队对确定的候选材料施加了最高分子轨道能级，使

材料易于掺杂，并进一步提高材料的电荷载流子迁移率，使材

料在掺杂时显示更大的导电性。科研团队还进一步提高材料的

能量吸收阈值，使材料仅吸收紫外线中的辐射。

科研团队表示，在这一虚拟筛选模型中，具有理想迁移率

的分子半导体显示出透明的特性，因为它们要么显示低激发态

的禁止电子跃迁，要么显示前线轨道之间的小交换能。这两个

特征都很难设计，但通过虚拟筛选可以在大量化合物中找到。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chemmater.2c00281


【双梯度石墨材料 实现锂电池快充】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Science Advances》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与合作者开发了一种无

聚合物—粘结剂的浆液制备石墨负极的路线，可以普适地在石

墨负极中构建一种新型粒径—孔隙度双梯度结构，大幅度提升

了锂离子电池的快充性能。

这项研究提出了在不牺牲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的前提下，

在石墨负极内部引入颗粒尺寸以及孔隙率的梯度异质分布结构

设计，实现了石墨负极快充性能提升。

研究人员进一步开发了一种低粘度无聚合物—粘结剂浆料

自组装技术，制备铜纳米线和铜颗粒包覆石墨低粘度乙醇浆料，

利用不同尺寸颗粒石墨在浆料中沉降速度差异性，在石墨负极

中成功构建出模拟计算优化的双梯度结构，基于该石墨负极所

制备的锂离子全电池展现出与实验模型相同的优异快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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