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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构筑新型近红外柔性太阳能电池

 目前大多数光伏器件（即太阳能电池）都是针对可见光进行吸收，占据太阳光中52%的近红外光并没有得到高效利
用。正因为如此，增强在近红外区域的太阳光吸收和利用，成为一个关键科学问题，对器件类型的设计及机制研究提
出了具体要求。

 针对该关键问题，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熊宇杰课题组基于地球上含量最高且应用最为广泛的半导体硅材料，
采用金属纳米结构的等离激元热电子注入机制，设计了一种可在近红外区域进行光电转换且具有力学柔性的光伏器件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3月1日的《德国应用化学》上，并被选为该期刊的非常重要论文。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是课题组的
博士生刘东和杨东。

 研究人员基于课题组先前研究的半导体-金属界面上的热载流子注入效应，将具有近红外等离激元吸收带的银纳米
片结构引入无机-有机异质结和肖特基型两种光伏器件中，分别取得了近红外光区光电转换性能提高。在近红外光照
下，等离激元效应产生的热电子可以直接注入到硅半导体导带中，将该波段中的光电转换量子效率提高了59%。

 另一方面，传统的无机光电器件必须加工成坚硬的板块状物件，限制了其许多日常用途。相比之下，柔性器件重量
轻，并且可以折叠、卷曲、粘贴在曲面上。因此大家在致力于提高光电器件的光电转换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努力提
高其力学柔性，以使其能够早日便利地应用到日常生活和高端用途中。针对力学柔性问题，熊宇杰课题组对商用硅片
进行薄化和纳米线刻蚀处理，进而结合银纳米片的等离激元热电子注入效应，制造出了具有力学柔性的近红外太阳能
电池。

 该工作实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纳米技术的有效结合，为实现广谱光吸收的复合结构界面设计提供
了精准制造基础，并发展了一种简便有效的近红外柔性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方法。该研究同时提出了新的界面工程思路
，推动了热电子注入机制的应用，将拓展人们对能源转化中电子运动“微观引擎”的控制能力。

 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合肥大科学中心精进用户基金、高等学
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等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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