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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面对化石能源的短缺和过量使用化石能源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人们把目光聚焦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

洁、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用阳光驱动世界和未来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将太阳能转换成人类需要的电能是通过太阳能电池来实现的，虽然太阳能电池的种类多种多样，但目前仍然无

法实现其大规模应用，关键在于过高的成本。因此，发展低成本、高效率、长寿命的新型太阳能电池显得尤为重要。

上个世纪 90 年代，瑞士科学家 Grätzel 教授发展了一种全新的纳晶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以其原材料来源

丰富、制备工艺简单和电池设计的多样性等优点获得广泛关注。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纳晶敏化太阳能电池已经成为

多学科交叉、基础前沿研究与应用开发并举的新型太阳能电池。本报告将简要介绍此类电池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

和最新进展。重点介绍物理所太阳能材料与器件团队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工作，包括纳晶多孔薄膜结构的优化、新

型固态电解质材料与碳对电极的优化以及电池组件集成等。对这种新型太阳能电池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机遇也给以中

肯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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