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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宽：用开拓精神浇筑新能源发展之路
本报实习记者 龙艳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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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重庆大学的下课铃声响起，
他一脸欣慰地向记者介绍到有关新能
源研究的各类仪器设备及所带研究生
正在着手的实验。在重大，时常都会看
到这样一位年轻教师的身影在茫茫人
海中穿梭着，在教学楼—实验室—办公
室三点一线地忙碌着，他就是重庆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副院长孙宽，一位

“80后”的青年科研人员。

兴趣与现实齐头并进

据孙宽回忆，自己接触到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领域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
父母的影响，“父母是改革开放后的首
批大学生，他们为教育和医学事业贡献
毕生的情怀、善于思考钻研的精神都深
深影响和感染了我。同时他们也注重
对我成长过程中科学思维的培养和训
练，因此我的理科学得较好”。二是由
于老师的鼓励与引导，“当我获新加坡
政府全额奖学金，即将去新加坡读书
时，我的高中生物老师专门把我带到教
室外面跟我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一定要学习与生物有关的专业。”基于
此，孙宽结合现实及自己的优势学科，
选择了将生物、化学、物理与数学相结
合起来的交叉学科，即材料科学。孙宽
表示，在后面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材料科
学的学习对自身非常有益，越学习越喜
欢，这也奠定了孙宽坚持在该领域发光
发热的基础。

心怀抱负 引领前行

2008年，孙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读博期间，研究的方向是第三代太阳能
电池（以有机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为代表）。时间回到2006年，一
次偶然的机会，当时孙宽在Honeywell
新加坡分公司开展本科实习，一位来自
美国总部的工程师在内部讲座中提到
美国正在研究一种有别于硅电池的柔
性太阳能电池技术，可做成帐篷在夜间
提供电力。当时的孙宽正在辅修科技
创业课程，听到这项研究后，认为该项
技术的前景大有可为，并希望自己博士
期间能够全面掌握该技术，期望为科技
报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由此走上了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研究的道路。

人生就像一列急驰的火车，机遇和
缘分会让许多素昧平生的乘客，在旅途
中相遇、相识、相交、相知。“我与我的导
师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认识的。”
孙宽回忆道，在同年圣诞节期间，学院
组织了一场自助餐聚会，让老师与同学
有机会自由交流，畅所欲言。“在我夹菜
时遇到了一位跟我夹同一道菜的师长，
经一番详谈之后，了解到他是学校的一
位新进教师。他的科研方向与我不谋
而合，正好是研究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我随即决定跟随这位老师做他的博士
学生，就这样进入到了有机太阳能电池
技术的研究。这犹如给我的科研之路
点了一盏‘明灯’，带领我前行。”

新能源是未来趋势

2014年孙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就来到重庆大学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开启了新能源教学
科研之路。他的专业领域是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主要是围绕新能源（大多是
可再生能源）的转换与储存，开发新型
的材料和器件结构，目标是获得器件的
更高性能（转换效率、储存密度等）和稳
定性，以此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据孙
宽介绍，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绿
色低碳成为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光伏也
将成中国未来重要电源之一。而新能
源的“三大转换+两大储能”是孙宽带领
的“柔性可再生能源材料及器件”团队
的研究重点。三大转换主要利用半导

体材料和器件实现光-电、光-热、热-电
的能量转换，两大储能则包括电化学储
电以及相变储热。孙宽认为，想要推动
转化效率的提高就要不断地研究新机
理，开发新材料，构筑优化新器件。

能源与生活息息相关，它影响着是
否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孙宽认为，新能源在未来的发展
不可估量。从环境保护方面来看，在意
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化石能源的不可再
生性之后，新能源因其规模巨大、环境友
好、可持续性等特点，从而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从政策上看，2014年国家提出
能源革命，202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碳中和“目标，这无疑在能源领域引起
强烈反响。所有能源相关企业都行动起
来，逐渐将重点转向节能减排和新能源
布局，因此开发新能源转换和大规模储
能技术便成为新能源科研趋势。

据了解，西安交通大学于2020年建
立了全国首个储能专业。重庆大学能源
与动力工程学院除了现有的能源与动力

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三个专业以外，于2021年创办了储能
科学与工程新专业。今年9月将迎来重
庆地区首届储能专业的本科同学。

另辟蹊径发现导电新机理

孙宽以刚完成不久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项目（简称青基）为例，介绍
了他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心得。该项目
瞄准导电高分子，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把
贵金属纳米颗粒引入薄膜，利用等离子
效应和金属固有的导电性来提升薄膜
的光电性质。在研究过程中，孙宽及其

团队意外发现其作用的并非预想的金
属纳米颗粒，而是前驱体氯铂酸。这样
的结果让整个团队都为之诧异。

科研过程中时常会出现新现象，有
的人可能会忽视这样的意外，而孙宽并
非如此。在发现了新现象后，孙宽带领
团队深挖现象背后的机理，并扩展了研
究范围，研究开始沿着酸能够提升导电
率的新方向延伸。对于酸的加入产生
的两方面作用，孙宽用一个通俗易懂的
例子向记者介绍道：“一是氧化了导电
高分子，相当于高速路上车辆多了，运
载能力就强了。二是构型发生变化，使
得导电网络连接更好，相当于各个高速
公路连接起来，运载能力更强，车也就
跑得更快。”在此基础上孙宽又尝试了
不同的矿物质酸和有机酸，这开辟了团
队新的认知与成果，于是沿着这条研究
思路又开发出来柔性触碰屏。

从项目申请到完成，由最初的设想到
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的产生，整个项目历
时三年，最后这项研究获得了重庆产学研

创新成果一等奖，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论文
与专利。这就好比孙宽所说“科研就是不
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出发点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方
向，而结果往往与最初预想的不一样。”

建立特色科研团队

随后，孙宽带记者参观了具有特色
的低品位能源利用技术及系统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是在2009年被
提出，2011年挂牌成立，并在2018年顺
利通过了教育部的首轮评估。孙宽在
2015年回国就开始建立科研团队，目
前担任该实验室副主任。那么何为低
品位能源？“低品位能源是指有用部分
占比较少的能源，例如劣质燃煤、能量
密度较低的可再生能源等。”孙宽解释
道，该实验室建立的初衷是瞄准国家重
大需求，结合重庆大学的研究特色与地
域特色，建设一个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
能源研究基地。

除实验室以外，孙宽也有着自己独
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在大一阶
段就开始让学生进入实验室，以此来培
养学生的科研兴趣与思维，为之后的科
研学习做好铺垫。另一方面，孙宽延续
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欧阳导师的培养模
式，那就是不直接给答案，让学生自己
去调研去思考，然后再与老师和同学讨
论，长此以往，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观察
能力，还能够达到思维上的提升。

“求知若饥 虚心若愚”

孙宽告诉记者，在科研路上一直鞭
策着自己不断前进的一句话便是“求知
若饥，虚心若愚”八个字，希望自己能够
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虚心讨教、求知心切
的态度面对科研路上的每一个挑战。这
句话不仅是乔布斯的名言，同时也是孙
宽读博期间导师写给他的一句话。

孙宽说：“身为一名科研人员，一直
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创新思维是
最宝贵的。”孙宽身体力行，不随大流，
勇于探索与冒险，在学习之余常常约上
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丰富阅历
的同时将途中遇到的所有困难都视为
对自己的锻炼。如今重庆市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协会的成立，让来自不同领域
的会员们聚在一起通过调研相互认识，
彼此之间找到契合点，迸发出新的思
想。孙宽认为，协会成立具有两方面意
义，一是促进了合作与学科交叉，二是
通过企业走访的形式让科研更接地气，
这为每位科研工作者增加了一份意义
非同的责任，同时也增强了科技工作者
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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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宽在实验室为同学演示实验。
▼孙宽（左二）为学生讲解实验原理。

龙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