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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高温工作条件下运行稳
定性差这一领域难题，南开
大学化学学院袁明鉴教授
带领课题组开展高水平国
际合作研究，成功制备出兼
具高能量转换效率与高运
行稳定性的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器件，标志着新一代光
伏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9 月 30 日晚，《自然》杂
志以“兼具高效热稳定性的
甲脒铯组分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为题，发表了这项研
究成果。

钙钛矿是一类具有独
特晶体结构的材料，广泛应
用于新型太阳能电池等半
导体器件。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作为第三代光伏技术，
其独特的柔性兼容性与大
面积制备潜力，为光伏、物
联网、新能源汽车乃至航天
航空等领域带来前所未有
的机遇。可这种新型太阳
能电池的稳定性一直是限
制其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关
键因素。

钙钛矿材料作为电池
的吸光层，其稳定性受外界
环境因素影响显著。目前，
高性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在制备过程中往往需要依
赖易挥发的有机胺盐添加
剂来稳定物相并调控结晶。

然而，这种添加剂在高
温条件下极易分解，引发钙
钛矿薄膜化学组分失衡，进
而显著降低电池在高温工
况下的运行稳定性。

针对这一难题，袁明鉴
带领研究团队结合理论预
测，发展了一种具有更高热
稳定性的合金钙钛矿制备
策略，该策略彻底解决甲脒
铯组分钙钛矿薄膜组分不
均一的问题。利用该策略
制备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器件，展现出世界一流的能
量转换效率与高温工况稳
定性。

“此项研究不仅为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提
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也为光伏技术的进一步实
用化和商业化开辟了广阔

前景，对推动全球能源结构
的 绿 色 转 型 具 有 深 远 意
义。”袁明鉴说。

袁明鉴表示，目前研究
团队正通过校企合作，积极

推进符合产业化需求的高
性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模
组的研发，力求尽快推动研
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与产业
化落地。     (科普滨州)

我国成功研制750千伏电缆系统

记者 22 日从国家能源
集团获悉，来自该集团北京
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等单
位的科研人员，合作开发出
新型催化技术，成功将煤
炭、天然气或生物质转化生
成的合成气直接制成高端
化学品——线性 α-烯烃。
该技术填补了国际技术空

白，为一步法制备高端线性
α-烯烃提供了新途径。相
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自
然》杂志。

线性α-烯烃是合成高
级聚烯烃、润滑油、高级洗
涤剂等高端化学品的关键
核心原料，用途广泛、市场
需求缺口大。

目前，我国线性 α-烯
烃主要依靠进口，价格居
高不下，开发自主知识产
权的全新线性α-烯烃合成
技术对我国高端化工产业
具有关键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新技
术的二氧化碳生成量比现
有技术降低 80%，在相同反

应温度下，新技术的 α-烯
烃产率为现有技术的 100
倍 以 上 ，并 且 在 250℃ —
290℃的温和条件即可实现
α-烯烃的制备，为线性α-
烯烃的大规模工业连续生
产铺平了道路。

         (科普滨州)

中国科研人员实现一步法制备高端烯烃
填补国际技术空白

我国成功研制首台
深海微生物原位采样自主水下航行器

10 月 22 日从天津大学
获悉，该校机械工程学院承
担的课题“深海原位采样水
下航行器研制”取得重要进
展。研发团队突破了深海
微生物多通道高保真采样
仪器设计、自主水下航行器
协同设计与优化、采样区域
识别与跟踪等多项关键技
术，完成了我国首台深海微
生物原位采样自主水下航
行器（MSAUV）的研制，多
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此 次 研 制 的 MSAUV
搭载了深海原位微生物采
样仪器和多种环境要素感

知传感器，可实现深海微生
物多点位化、多尺度化、高
自动化和高保真化的原位
采样、保存和分析。

今年 5 月，MSAUV 在
我国南海 1000 米以浅的多
个深度进行了性能和功能
的全面测试，实现了深海微
生物基因原位采样和高保
真保存。MSAUV 最小取
样直径为0.22微米，最大采
样深度为 1000 米，单次采
样 的 过 滤 海 水 量 超 10 升

（最大值达到15.6升），最大
采样个数可达70个。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自

主水下航行器实现对深海
微生物的多点位化实海连
续采样，最大采样深度、采

样个数和单次最大过滤水
量等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科普滨州)

滨州市全球全国
“冠军产品”杰出工程师

阳信亿利源清真肉类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振刚

杨振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中国肉
类协会、山东省畜牧协会、山东省肉
类协会副会长，滨州市人大代表，阳
信县政协委员，现任阳信亿利源清
真肉类有限公司董事长。从创业
起，杨振刚就一直与肉牛打交道，一
直执着、热爱、钟情于肉牛事业。在
发展中，杨振刚敢于突破自我、敢于
第一个实践，创造了 “粮改饲”“赊
小返大，赊瘦返肥”和“买牛托管”、

“养母繁犊、北繁南育”等肉牛产业
新模式，建成种养加一体化的区域
高效生态循环产业链。为破解产业
发展瓶颈，培育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端黑牛新品系——鲁蒙黑
牛，实现高端肉牛种质资源的新突
破。建成首家5G高端黑牛数字牧
场，实现肉牛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
管理，降本增效，提升肉牛产业市场
竞争力。引进世界一流设备和技
术，将牛肉冷链加工提升到新的高
度，公司跻身于世界肉牛屠宰加工
先进企业行列。杨振刚率先提出

“让世界牛肉通过阳信进中国”的发
展战略，全面建设牛智谷，运用区块
链技术，建设华北地区综合性、现代
化、智能化的世界牛肉集散中心和
加工配送物流基地，打造肉牛产业
千亿级产业集群。    (科普滨州)

山东联化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马强

马强，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化
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现任山东联化
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碳素材料生产
部部长。马强自2009年7月参加工
作以来，先后担任化工新材料项目
部主管、万华化学表面材料事业部
一级主任工程师、碳素材料生产部
部长等多项技术和管理职务，生产
管理、技术研发经验丰富。先后负
责公司催化联合装置、异辛烷装置
建设及投产，参与国内首套引自美
国的聚苯硫醚树脂生产装置建设及
投产，改进聚合温度曲线实现质量
突破，提出并实施技术改造10余
项，解决了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的

“卡脖子”问题。马强担任部长期
间，推出了低成本中高硫针状焦、超
低硫负极焦和各向同性焦三款新产
品。2023年，担任针状焦研发攻关
小组组长，同年6月在中试装置产
出合格LHDQ-2#新产品，同年9月
份获得“滨州市质量改进成果一等
奖”。               (科普滨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