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桥

84

  2015 年第1、2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51 期

在利用太阳能进行水分解的过程中，用于光吸

收的材料（如硅、砷化镓）很容易受到水溶液的腐

蚀而丧失原有功能。

加州理工学院人工光合作用联合中心（JCAP）

的研究人员近日宣布开发出一种方法，能够保护用

于光吸收的半导体材料。

研究人员使用原子层沉积方法在单晶硅、砷化

镓或磷化镓表面形成一层 TiO2 膜。其关键在于，

这种 TiO2 是能够漏电的，这种“漏电 TiO2”膜的

厚度为 4~143 纳米之间，它能够在保持透明的前提

下，保护半导体免受水溶液的腐蚀。

在 TiO2 的表层，研究人员沉积了一些 100 纳

米厚的镍氧化物的“岛”，使其成为水分解过程的

催化剂。

尽管该工作对于水分解反应中的氧化过程适

用，但研究人员强调，尚无法得知是否能够使用

较为廉价、简单的应用技术，如喷涂等方法将 TiO2

覆盖于半导体表面。而且，该团队的实验只在连续

光照下进行了几百个小时，无法得知更长时间下的

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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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无机化合物之一，大部

分氨被用于生产化肥。不过，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

究所和东北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宣布，他们成功利

用氨为原料，进行了燃气涡轮发电的验证实验。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目前还存在难以点火以及

燃烧速度慢等问题，不过通过进一步改良，氨有望

作为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清洁燃料得到应用。

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先制作出了微型燃气

涡轮发电装置，将作为燃料的煤油中约 30％替换

为气态氨，然后进行混合燃烧，成功地使输出功率

达到 21 千瓦，与单纯以煤油为燃料时的输出功率

基本相同，而排放的氮氧化物则不到 10ppm（1ppm

即百万分之一），完全符合环保标准。

研究人员说，由于采用了难以失火的扩散燃烧

方式，即着火后再将燃料喷入气缸的燃烧方式，从

而使利用氨发电成为可能，这个实验明确显示氨拥

有作为发电用燃料的潜力。

氨燃烧的主要产物是水和氮，因此只要将石

油等传统燃料的一部分置换为氨，就能大幅削减

二氧化碳排放量。今后，研究小组准备进一步增

加燃料中氨的比例，争取早日使氨发电进入实用

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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