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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上进

好青年

●唐文涛
上 海 交

通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
学院在读博
士生

对话
唐文涛，1993年生人，是上海交

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名
在读博士生。他致力于钙钛矿模块
化研究，并制备出了世界上第一块国
际认证的钙钛矿模块。

“我本科读的是高分子材料专
业，后因科创项目接触到新型太阳能
电池，在‘确认过眼神’后，我发现，应
用更新型的光伏材料实现更高效率
的光电转化，正是我感兴趣的事情。”
唐文涛说道。

2015年，唐文涛作为直博生加

入上海交大韩礼元教授课题组，在国
家自然基金的支持和国家政策的引
导下，选择了把钙钛矿做到商业级别
的大面积模块这一世界级的难题作
为自己的课题。

跟全世界的科学家一样，唐文涛
也被这一难题深深吸引。他多次与导
师讨论分析，设计自己的试验方案和
系统，并积极整合实验室资源，在短时
间内学习了上千篇文献，尝试了近百
次实验，制备的电池多达上千块。

怎样把钙钛矿电池做大做好，成

了唐文涛整天思考和挂在嘴边的问
题。那时候，他每天泡在实验室超过
16小时。既见过凌晨四点的校园，也
经历过半夜叫宿管阿姨开门的尴尬，
这些，都留存在了唐文涛的记忆深处。

“由于钙钛矿电池通常在导电玻
璃片上制作，而我已经刷了几千张玻
璃片，实验室同仁就给我取了绰号叫

‘片子手’。”唐文涛自曝，其间，为了
解决自己实验过程中的疑惑，他还两
次专程跑去日本国立物质材料研究
所，学习他们的经验。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Nature》等杂志发表三篇论文的唐文涛：

要沿着兴趣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在微信朋友圈里，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喜欢
分享美好事物的“90后”唐文涛，实则是一个超
级厉害的“工科学术男”。他是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生，是上海交大
最年轻的“Nature一作”，是钙钛矿模块的世界
纪录创造者，也是此次2019年“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的一员。攻坚克难，致力于用更加经
济安全的新方法制备出更高效率的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助力祖国新能源技术革新，是他所
理解的自身使命与担当。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青年的价值只有在
奋斗中才更显光芒

记者：不少研究生都对发论文这
件事甚为“苦恼”，作为上海交大最年
轻的“Nature一作”，你能谈谈经验和
体会吗？

唐文涛：在我看来，论文就是我

们平时研究工作最终图文形式的输

出。我们写一篇论文，跟音乐家创作

一首歌曲类似，在前期探寻好的创新

点和验证的过程中确实是曲折和痛

苦的，需要查询大量的文献，实验中

也要经历很多失败，并且不只是看了

文献，做了实验就一定会有收获，还

要反复思考分析，这些过程都是需要

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反而在后期

论文写作的时候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我是一个“工科学术男”，从大二开

始我就钻进了实验室，踏踏实实看文献，

做实验，学经验。如果没有此前长期的

探索，就不可能有此后创新性的突破，

青年的价值只有在奋斗中才更显光芒。

记者：“拼”是你的一种常态吗？
会觉得辛苦吗？

唐文涛：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

我总是喜欢专注于自己在做的事情，

并尽量做好，我享受全身心投入到某

件事情的状态。所以，我并不会觉得

很苦，但“累”是肯定的。强健的体魄

和放松的精神状态，才能让科研生活

更高效、更持久。吉他和网球，便是我

平衡科研工作的主要放松方式。

记者：心怀科技报国之志，对于这
个目标，你觉得什么才是通达之径？

唐文涛：科技是强国之基。科技

报国是我们每个科研工作者身上都肩

负的使命和责任。对于我来说，我最

想看到和实现的，还是与我研究相关

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能早日实现产业

化，为祖国的能源事业和人类的可再

生能源需求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要说通达之径，就是撸起袖子加

油干，千千万万的科研工作者都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
的尝试和失败后，结合钙钛矿溶液成
膜独有的特点和前期的工作，唐文涛
和他的团队创新性地发现，通过胺类
气体和钙钛矿合成原料间离子-分
子间的质子交换和氢键作用原理，可
以实现大面积、均匀、高质量钙钛矿
薄膜的制备。

此项研究成果，实现了有效面积
36平方厘米的钙钛矿电池模块的制
备，在国际认证机构日本AIST获得
了12.1%的认证效率。

2016年12月，这一模块的效率
值作为首个钙钛矿太阳电池模块效
率值被《Solar Cell Efficiency Ta-
bles》杂志正式收录，2017年10月，
该成果也被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自然》）正刊上。
这项工作是我国研究机构在钙

钛矿电池领域第一次登上这份杂
志，也是国内钙钛矿领域的第一篇
《Nature》正刊。那一年，唐文涛24
岁，和导师以共同第一作者在《Na-
ture》正刊发表论文，也因此，唐文
涛成为了交大最年轻的“Nature 一
作”。

唐文涛注意到，我国光伏装机量
连年攀升，可是传统硅太阳能电池的
核心技术和大部分的利润仍然掌握
在少数欧美国家手中，成功实现低成
本的钙钛矿光伏技术的商业化，是我
国在光伏领域成功弯道超车，甚至实
现平价上网的重要途径。

“钙钛矿很有可能真正代替传统

能源被集成到屋顶、玻璃幕墙、汽车
等地方。一旦这种集成得以实现，就
可以真正做到‘零排放、零补贴、零污
染’。”唐文涛说道。

为此，他还积极投身科研成果的
转化，与课题组团队对接新能源科技
企业，并在科技企业里担任高效钙钛
矿模块项目负责人，合作研究现实问
题。

在研究过程中，唐文涛申请了国
家发明专利 4 项，通过新方法的开
发，将36平方厘米的钙钛矿器件的
效率进一步提升到了13.9%，并开发
出面积更大效率更高的钙钛矿组件，
这一结果获得了国际权威第三方机
构Newport的认证，连续三次创造世
界纪录。

在国际顶级期刊发文，似乎是学
界的一个标杆。曾有一个好朋友问
他，你这直博二年级就实现愿望了，
接下来还想做什么？

对此，唐文涛的回答很坚定：“科
研的车轮永远在飞速地前进，你不跟
进就是在落后，并且世界纪录是需要
去不断地冲击和打破的，现在创造的
是一个世界纪录，以后还要做得更
大，效率更高，去创造更多新的世界
纪录，真正为钙钛矿电池的产业化、

为祖国的新能源技术革新贡献自己
的青春力量。”

作为青年学生，学习是第一要
务。在浩瀚的学海里，唐文涛哪怕
再苦再累也始终保持着一颗孜孜不
倦地追求的心。在实验室、在聚光
灯照不到的地方，唐文涛希望，所
流的每一滴汗水，所付出的每一个
细节，都应该继续传递“拼搏、奋
斗、坚持、无悔”的精神，为实现大
规模低成本太阳能发电的目标贡献

力量。
“学习的本质就是面对未知，把不

可能变为可能。”在唐文涛眼里，“im-
possible”（不可能）这个英文单词很
好，因为每一个“impossible”都藏了一
个“I am possible”（我是可能的），而
年轻更是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要沿着自己的兴趣，一往无前
地走下去，从容自信地走下去，脚踏
实地地走下去。”唐文涛如是勉励自
己，也这样鼓励学弟学妹们。

确认过眼神 制备出世界上第一块国际认证的钙钛矿模块

厚积而薄发 24岁以第一作者在《Nature》正刊发表论文

坚定的信念 再苦再累始终保持着一颗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心

“90后”唐文涛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工科学术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