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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太阳能涂层光热转换率达90％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房琳琳 发布时间：2014-10-31 【字号： 小  中  大 】 

  “我们想要创造一种材料，能够让阳光无处可逃，你可以称为‘阳光黑洞’。”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雅

各布斯工程学院机械与航空工程系教授金松河（音译）说。该校一个多学科工程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纳米材料，其

捕捉太阳能转化成热能的效率高达90％，不仅如此，它还能承受700摄氏度的高温，暴露在空气和湿度变幻莫测的户

外环境下，仍然能使用很多年。这项研究受到美国国家能源部“射日”项目资助，相关成果发表在最近一期的《纳

米能源》杂志上。 

  目前，聚光太阳能发电系统（CSP）作为新兴可替代清洁能源生产技术正逐渐占领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的电

量总量达到35亿瓦特，能满足20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提高到大约200亿瓦特。这一技术体系的最

大亮点在于，能够使用已经投产运行的煤或天然气发电站，因为它也需要用相同的蒸汽动力产生电能。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10月29日报道，一个最普通的聚光太阳能发电系统需要用到10万块反光镜，用以将太阳光集

中到涂有黑色吸光材料的塔楼上。但是，目前的太阳能吸热片只能在较低温度环境下开展工作，且几乎每年都需要

剪掉老化了的光线吸收材料并替换成新的涂层“外衣”，发电站每年都要关闭一次进行检修，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无

法持续发电。 

  圣地亚哥专家团队在过去3年中一直在开发、优化一种适用该系统的新材料，其特征是一种由10纳米到10微米的

大量不同尺寸颗粒形成的“多尺度”表面，该结构可保证新涂层长期使用，并确保在高温环境下保持高效能量转

换。他们自信该成果已基本达到美国能源部的期望值，并可大规模应用于太阳能发电厂。 

  据了解，美国能源部在2010年发起了“射日”项目，希望在2020年前，促使太阳能发电成本降低到具有足够的

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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