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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科學
家故
事

「基礎科研可能一百次實驗都失敗，

但這一百次失敗讓你知道那一百條路都

是不行的，所以你走了這一百零一條

路，這條路剛好就可以。而這一次的成

功是積累在之前那一百次失敗經歷上

的。」西湖大學有機高分子材料實驗室

的王盼說這番話時深有感觸，曾多次經

歷「實驗失敗」的她在西湖大學實驗室

拚出了「西湖速度」，半年時間，她帶

領的課題組和合作團隊一篇關於水系液

流電池儲能的論文，作為封面文章在國

際化學頂級刊物《德國應用化學》上發

表，備受同行稱讚，說這是

一個很大的突破。「失敗其

實可以帶給你一些更正確的

方向。」王盼笑着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

王 盼 博
士，2010年本科畢業

於中南大學，獲理學學士學
位；2015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
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獲博士
學位，導師為唐勇院士。2016
年-2019年，在麻省理工學院
MIT從事博士後研究，合作導
師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藝
術與科學院雙院院士Timothy
M. Swager 教授。於 2019 年
11 月入職西湖大學理學院
（PI/博導），組建有機功能高
分子能源材料實驗室。

王盼
給青年科學家建議

●做科研大部分時間在實驗室裏比較枯燥的，但
在從事科研之前，就要想清楚做的是比較有意義的事

情，哪怕是在科學上、在你的小領域裏做出一點點小的貢
獻，就可以讓你心裏比較滿足的，這才是你想要去做這些事
情的原動力。

●做科研一定要細心，包括每一次失敗的例子，實際上很多時
候很有可能做100次實驗，失敗就是100次，一定要有一個很強
的心理素質。

●家庭和科研是難以平衡的，只有哪方面多犧牲一點，要清楚
現階段你最該做什麼，可能要多犧牲一點跟家人在一起的
時間。然後過了這個階段，取得一些成績，可能有更

多時間跟家人在一起。但如果錯過這段時間，那
你就沒有實力去做選擇，只能被選擇，自

己有實力才能有主動權。

基礎科研往往是枯燥的，王盼在
中南大學本科畢業後到中科院上海
有機化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導師是
中科院院士唐勇，唐院士嚴謹的學
風讓她印象深刻，而讀博士剛開始
的三年是王盼最難受的時期。
當時王盼進入實驗室，到了三年半
的時候，課題還沒任何進展，什麼都
做不出來，運氣好的同學們文章已經
發表出來了，因此她的心理壓力非常
大。「那段時間我有點懷疑自己，這
個博士要不要再念下去了。第四年都
要中期答辯了，很多人已經有好幾份
科研工作了，我還每天在實驗室工作
到凌晨一點鐘。直到後來第一份實驗
有了進展，之後緊接着第二份就更順
利了一點。在這期間我的導師給了我
極大的寬容和鼓勵。」

分析失敗實驗
尋找正確方向

王盼進實驗室做4年實驗，實驗記
錄本壘起來也很高，裏面真正能發
文章的可能就那麼兩三本，剩下的
十幾本可能都是失敗的經驗。
「失敗其實可以帶給你一些更正
確的方向，一個失敗的實驗，它
其實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
告訴你這條路不能走。我常和學
生說，你一定要在失敗的實驗裏
去分析，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化學
反應，你搞清楚之後這條路不行，
再走另一條路。」

加入西湖大學後，王盼帶領團隊成立了有
機功能高分子材料實驗室。「西湖大學給我們

年輕人很多支持，學術氛圍也很自由，我的同事們大
部分都是和我一樣剛回來的年輕老師，學校給了我們非常寬鬆
的成長環境。」
「來了後，學院對我們也都非常支持，能讓我們做自己感興趣
的科研。院長非常紳士也很開明，跟他交流提什麼要求，他都會
說全力支持你的發展，有任何問題都跟我說。」王盼笑言，「很
多時候好像感覺不到院長的存在，這其實是說科研方面他不會對
你有任何限制。我們學校的校長和一些資深教授都有自己的學術
成長經歷，他們知道一個PI（實驗室帶博士後的導師）要成長起
來，要經歷哪些，所以就會對我們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幫助。這對
剛起步的年輕課題組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王盼記得剛剛與西湖大學簽訂協議時，雖然人還在美國，但
西湖大學已開通了她的經費賬號，她可以用這筆錢去買儀器。
「這樣節約很多時間。我還沒回來，訂單都下好了，一回來直
接可以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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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挺青苗
助建實驗室

王盼的研究是針對使用化石能源帶來
的溫室效應等環境問題，迫使人類

亟需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而展開的，近
年科研發現以水為介質的有機液流電
池，成為了未來具有高安全性的儲能系
統。「之前研究者可能沒有很細緻的去
研究有機儲能物質，包括電池循環的穩
定性、造成化合物降解的原因及其降解
途徑和機理。我要求學生電池循環後的
電解液必須保留，來研究它在循環過程
中發生了什麼樣的化學反應？」正是追
着這個問號，王盼發現利用氨基酸可以
實現水系電池的高效儲能。
「我們這個儲能材料，是通過有機化合

物得失電子的過程，把電能儲存到化學結
構裏來，通過化學結構本身的一個氧化還
原反應，實現電能與化學能的相互轉化。
比如儲存電子的時候是還原反應，釋放的
時候是氧化反應，通過這樣一個化學可逆
的氧化還原反應，實現電能的儲存和釋
放。」
原理簡單，實現卻不容易，王盼團隊

做的是水系有機液流電池，強調是水
系，是因為現在大型儲能裝置更多使用
的是有機溶劑作為介質，但這樣大規模
的儲能，涉及到很大的儲能裝置，如果
使用有機溶劑作為介質就非常危險，會
帶來燃燒爆炸的風險。而使用水作為介
質，則會安全很多，並且更加環境友

好。
這個領域最大的挑戰在於要盡可能地

增加有機化合物的水溶性，難度很大。
第二個難題就是有機物的化學穩定性，
跟無機物相比有機物都會有降解的問
題，包括有機物能夠吸收紫外可見光，
特別是在有氧的條件下，會發生光化學
反應，自己就會降解。第三個難題就是
如何實現單個有機分子儲存足夠多的電
子，即提高其能量密度。

利用氨基酸實現高儲能
王盼團隊使用氨基酸作為一個來源，

然後接到吩嗪的化學結構上，這類化合
物非常環境友好。吩嗪本身是個染料，
天然氨基酸來源廣泛，環境友好。這類
儲能物質在液流電池循環結束後，可以
加酸沉澱，對它進行回收。從安全性環
保角度考慮，非常有優勢。
在這個領域之前還沒有人將氨基酸引入

到吩嗪結構中來，這是王盼團隊的新發
現。氨基酸很容易想到的，因為它本來就
水溶，但最主要的難題就是怎麼把氨基酸
接上去，在合成過程中充滿挑戰。「剛開
始我們做的時候總是合成不出來，用了很
多催化劑，都很難實現。我讓學生試了很
多不同的條件，但產率很低，後續通過不
斷優化反應條件，提高了產率，現在我們
使用1%的催化劑則可以達到95%-98%的

產率。」
更關鍵的突破在於，王盼
團隊實驗的有機液流電池，
是目前所有水系的有機液流電池裏面最
穩定的一個，效果非常好。「我們通過
化學的手段，包括用核磁、質譜、紅外
這些方式都沒有觀察到化合物本身的降
解，化合物本身非常穩定的，我們還在
做一個高溫測試，比如放在60度的水中
保存，目前已經有四個月了，也特別穩
定，沒有看到任何降解。」

未來可用於新能源電網
王盼表示，液流電池的儲能應用場景適
用於大規模的電網儲能服務，比如在電網
用電高峰的時候，可以將儲存的能量釋放
出去，來彌補電網的不足。在太陽能、風
能都很豐富的時候，電網消耗不了這麼多
電，儲存起來，達到了削峰平谷的目的。
「目前商業使用比較多的是水系的鐵
鉻的液流電池和礬電池。傳統的礬電池
在溫度升高時容易沉澱析出，造成了容
量的衰減。而我們的水系有機液流電池
有機物不會沉澱析出，具有非常優秀的化
學和電化學穩定性。」王盼表示，以目前
在實驗室裏小量的合成成本，該儲能材料
大概是8元人民幣一克。而如果要推廣工
業化，在工藝上優化，價格肯定能下來。
「而且氨基酸很便宜，成本很低。」

現年32歲的王盼是西湖大學最年輕
的教師之一，除了工作外，最喜歡的就
是游泳，但回國後這一年多她都沒有去
游過泳，因為「在西湖大學比她努力的
人太多了」。「現在我最開心的就是能
回家陪小孩玩，平時工作太忙，能陪他
的時間太少。」
在西湖大學，王盼正帶領團隊開啟了
一個個全新的跨學科課題。「我們目前
這個項目從真正開始做，其實也就半年

的時間，效率非常高。」在團隊管理方
面，王盼常常會給學生們「洗腦」，
「我想讓他們認識到自己所做課題的真
正科學意義，解決了一個什麼樣的科學
問題，如果能成功肯定是一個很大的突
破。同時也告訴他們這是有難度的，不
能輕敵，之後就要投入100%的努力進
去。做科研這行不僅考腦力，還要考體
力，實驗室的很多學生平時會工作到晚
上11點。甚至在星期天，學生也有過

來再做實驗或者來看文獻，做總結。遇
到問題，我們一起來解決。」
目前王盼團隊有4個研究生，兩個博

士後。「其實國內做得好的課題組特別
多，年輕的科學家也特別多，這是我實
驗室開張的第一份小工作，後面還有太
多努力的空間。希望團隊裏在2021年
每個人在自己的課題上有新突破，然後
團隊能夠再大一點，更多年輕人加
入。」

32歲當博士導師 望更多青年加入 ▼▼王盼實驗室團隊王盼實驗室團隊。。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王盼參與的論文作為封面文章在《德國應
用化學》發表。 受訪者供圖

●電池的循環表現示意圖。 受訪者供圖

●●王盼在西湖大學實驗室裏埋首做研究王盼在西湖大學實驗室裏埋首做研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簡版」的水系液流電池
系統。 受訪者供圖

● 王盼團隊研
發的電池放電
點亮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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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大學女博導王盼：
創新引入氨基酸 水系電池更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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