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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可再生生物光伏电池 能为微设备可靠供电】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英国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广泛存在的蓝绿藻为微处理器持续供

电了一年，过程中只使用了环境光和水。

该系统的大小与 AA 电池相当，包含一种称为集胞藻的无毒藻

类，可通过光合作用自然地从太阳中获取能量。研究人员表示，

它在处于离网情况下或在偏远地区最为有用，在这些地方少量电

力就可能产生很大益处。

该论文的联合高级作者、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克里斯多

福˙豪教授说：“不断增长的物联网需要越来越多的电力，我们认

为这必须来自能够产生能量的系统，而不是像电池一样简单地储

存能量。”

研究人员还解释了该设备可在自然光和温度波动下的家庭环

境或半户外条件下运行的原因。藻类不需要喂食，它在光合作用

时会产生自己的食物，尽管光合作用需要光，但该设备甚至可在

黑暗环境中继续发电，这是因为藻类在没有光的情况下会继续处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22/EE/D2EE00233G


理一些食物，而这会持续产生电流。

【热捕获技术迈出重要一步 太阳能在黑夜可得到利用】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ACS Photonics》

近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分校光伏和可再生能源

工程学院团队使用一种被称为“热辐射二极管”的发电装置，将

红外热能转换为电能。

这项新测试产生的能量很小（大约相当于一个太阳能电池的

0.001%），但概念证明的意义非常重大。

研究小组负责人 Nicholas Ekins Daukes 说：“我们通常认为

发光是消耗能量的，但在中红外波段，我们都散发着辐射能，我

们已经证明了由此获取电能是可能的。”

“我们尚未使热辐射二极管成为日常使用的神奇材料，但我

们证明了这一原理，并希望未来几年能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更大的

改进。”他说。

该团队正在开发和改进自己的设备以进一步利用夜晚的能

量，并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

【新型光氧化还原催化剂 辅助连续流动合成工艺】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Communication》

近日，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光氧化还原催化剂，可以

很容易地将光氧化还原催化反应纳入到连续流动制造工艺中。聚

合物催化剂被涂覆于管材壁上，并在反应物流过管材时对其进行

光化学催化转化。与大多数现有的光氧化还原催化剂不同，这种

新型材料是不溶的，因此可以反复使用。

研究人员还表明，他们可以根据他们想要使用催化剂的应用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photonics.2c0022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2-29811-6


来调整聚合物骨架的物理性质，包括其厚度和孔隙率。

不仅仅是管道，该类催化剂还可用于涂覆磁珠，使它们在反

应完成后更容易从溶液中分离出来，或用于涂覆反应瓶或纺织品。

研究人员现在正致力于将更多种类的催化剂加入到他们的聚合物

中，并设计聚合物以优化它们以适应不同的可能应用。

【高效光伏电池问世 零碳电网有望实现】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Nature》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MIT）和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NREL) 设计出一种新的热光伏 (TPV) 电池，能以超过 40% 的高

效率将热能转化为电能，优于传统蒸汽轮机。研究人员说，这些

发现有助于使电网规模的热电池成为可再生能源，有助于使电网

无碳化。

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 Asegun Henry 说：“TPV 电池是

证明热电池成为可行概念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也是在推广可再

生能源和实现完全脱碳电网的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

此前，大多数 TPV 电池的效率仅达到 20%左右，最高的也仅为

32%。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设计为在较低温度下运行，从而影响了

效率。在新 TPV 的设计中，热光伏电池从白热的热源中捕获高能

光子并将其转化为电能，用来发电的热源温度可高达 1900～2400

摄氏度，从而提高了电池的发电效率。

借助新的 TPV 电池，该团队现已在单独的小规模实验中成功

展示了系统的主要部分。目前他们正在努力将这些部件整合起来，

然后展示一个完全可操作的系统。他们希望后续能扩大该系统以

取代化石燃料驱动的发电厂，并实现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完全脱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4473-y


碳的电网。

【再生型生物水泥 可用于土壤改良】

根据媒体信息缩编，原文来源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 Engineering》

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了一种新工艺，利

用工业电石渣和尿液中的尿素这两种常见的废料来制造生物水

泥，新方法能使生物水泥变得更环保及更可持续，有望在土壤改

良、控制海滩侵蚀以及文物雕像修复等方面“大显身手”。

研究负责人、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楚剑教授表示：“生物

水泥是传统水泥的可持续可再生替代品，极具应用潜力。我们使

用两种废料作为原材料，使生物水泥更具可持续性。从长远来看，

这不仅会降低生产生物水泥的成本，还将降低废物处理的成本。”

楚剑表示：“在生产水泥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在超过 1000 摄氏度

的高温下燃烧原材料，这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但我们的生物水

泥在室温下生产，不燃烧任何东西，是一种更环保、能耗更低、

碳中性的工艺。”

该团队目前正与新加坡的相关国家机构合作，对这种新型生

物水泥开展试验，也在探索其进一步的大规模应用，如通过密封

裂缝修复道路、密封地下隧道的缝隙以防止渗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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