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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开发出从海浪获取能源的纳米摩擦发电机

结构简单 廉价易用 可昼夜不停的工作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王小龙 发布时间：2013-10-16 【字号： 小  中  大 】 

  作为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持续性——晴天和多风的日子并不是总能遇到。就这一点

而言，波浪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据物理学家组织网10月15日报道，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利用

海浪发电的纳米摩擦发电机。研究人员称，这种发电机结构简单、廉价易用，可昼夜无休地持续工作。相关论文发

表在《应用化学》杂志上。 

  摩擦发电效应是两种材料接触和分离产生电荷的一种现象。负责这项研究的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王中林（音

译）团队，此前曾开发出一种能为手机电池充电的固体摩擦发电机。而新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摩擦发电在潮

湿如海水的环境中产生？ 

  研究人员发现，摩擦发电现象并不限于固体之间，它同样存在于液体环境当中。唯一的要求是，两种物质特定

的电子能水平足够接近。对水而言，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适合的“拍档”。通过实验，他们发现一种特殊的塑料

或能当此重任。 

  作为原型，研究人员制作了一个绝缘的塑料容器。这个容器有盖和底，上面安装了由铜片制成的电极。他们的

系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其盖子内部涂有一层纳米级、微型金字塔状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而容器中则

装满了去离子水。当盖子下降时，这些微型金字塔就会与水发生接触，一批聚二甲基硅氧烷原子就会被电离，从而

产生负电荷；与此同时，水面上也会相应产生正电荷。当聚二甲基硅氧烷层离开水送出电荷后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

摩擦发电过程。 

  其原理是利用了聚二甲基硅氧烷与水之间的电位差。选择聚二甲基硅氧烷的原因，是其优良的疏水性减少了水

的附着，独特的金字塔外形更易让水脱落。 

  当置于海水中时，该装置会随着波浪，周期性地上升与下降，其中的电极与整流器和电容相连，产生的直流电

能够点亮60盏LED灯。研究人员称，该装置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由于对温度敏感可将其作为一种温度传感器；如将

其他传感器附着在上面，它也能为生物分子传感器和化学传感器的设计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总编辑圈点  

  俗话说，钱扔水里，连个响也没有。但你要是投资这种海浪发电机，钱扔进海里还能生钱。利用潮汐发电，老

早就实现了。但用水的摩擦力还没听说过。大家都知道船在水里行进会有很大阻力，主要是摩擦导致。把这种讨厌

的性质转化成正能量，靠的就是有机材料学家灵光一闪，启用一种与水有缘的材料。未来，即使海浪发动机并非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