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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萍

简介

 陈萍，博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97年获厦门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物理、化学系担任副教授，从事储氢材料的研究。2008年回国加盟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她于2009年获得
中科院"百人"计划支持，2011年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201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破解储氢材料难题

 首次将氮元素引入储氢材料中，开创了金属氮基储氢材料体系，拓宽了以金属和金属合金为主导的储氢材料领域

 据统计，如果到2020年全球15%的人口都拥有自己的汽车，那么地球上将会有11亿辆汽车。如果那时依然使用石化
能源，那么能源枯竭带来的压力将难以承受。同时，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因此，寻找洁净、可
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汽车业的当务之急。

 可是，虽然许多国家都已部署氢能战略，但50年来，氢能的应用推广速度却一直较慢，且尚未实现商业化。

 陈萍认为原因主要是三方面:一、燃料电池成本较高;二、现有的氢气储存方式不够理想，储量较低;三、氢气的制造
依然依赖石化资源，不够环保。"就是这三个技术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突破，导致有些国家决定放缓在氢能开发上
的投入，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不得不转行。"

 尽管如此，日本和中国在氢能研发上的投入还是比较稳定的。日本作为汽车制造大国，确立了2025年氢气-燃料电
池汽车规模生产的目标。在中国，科技部的"863"、"973"及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项目也在支持国内各大院所从事相
关研究，为氢能的实用化进行技术储备。

 陈萍说:"虽然太阳能、风能、氢能等目前遇到一些问题，但这是洁净能源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困难，只有通
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继续前进。可再生能源是有内在联系的，氢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能源载体，与氢能相关的技术
进步亦可使风能和太阳能等的转化利用受益。"

 目前，氢能汽车大多使用高压储氢罐，它的缺点是储量较低、成本高，而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陈萍带领研究组进行固体储氢材料的研究，创新性地将氮元素引入储氢材料中，开创了金属氮基储氢材料体系，拓
宽了原有的以金属和金属合金为主导的储氢材料领域。这一体系已成为当今储氢材料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并引发了
许多相关材料体系的建立。陈萍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现有的储氢材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可逆储放氢的，类似充电电池;另一种是不可逆的，用完就需要重新置换。由
于陈萍团队创立的是两个新的体系，会涉及到许多材料，因此上述两种类型的材料他们都在研究，尤其是第一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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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可在温和条件下存储大量的氢气，这项研究为攻克低储氢效率的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使氢作为高效、洁净、可广
泛利用的能源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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