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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一、概况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渊源于 1928 年成立的国立中央

研究院工程研究所， 1959 年独立建所，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

化学与工学研究所，1984 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建所以来，上海硅酸盐所以“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为学

科方向，现已发展成为以基础性研究为先导，以高技术创新和应用

研究为主体的综合性研究所，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

化研究、产业化工作”相互有机结合的较为完备的科研体系。共取

得各类科研成果近千项，获得国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市等省部级

以上各种科技奖励 400 余项，其中国家发明奖 27 项，国家自然科

学奖 7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3 项（截至 2012 年底）。 

上海硅酸盐所独立建所以来，汇聚和造就出一大批为新中国科

技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包括周仁、严东生、殷之文、郭景

坤、丁传贤、江东亮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培养和引进了包括 1 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8 位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29 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以及 23 位“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入选者等在内的

新一代科技领军人才，形成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国家外专局国际合作创新团队等在内的高水

平科技创新队伍。 

上海硅酸盐所是国内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首批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是中国科学院博士生重

点培养基地。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不断完善综合素质培养与评价制度，深入推进国内

外联合培养机制，建立研究生科研成果培育计划，研究生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向国家输送了大批高素质创新

创业人才。 

现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六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研机构包括：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

验室、中国科学院特种无机涂层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能量转换材料重点实验室（上海无机能源材料与电

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结构陶瓷工程研究中心（复合材料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透明光功能无机材料重点

实验室（人工晶体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无机功能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古陶瓷与工业陶瓷工程研究中

心（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研究中心、无机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和

信息情报中心。主办发行的《无机材料学报》已进入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并被 SCIE 收录引用。 

二、主要研究领域 

1、基础研究：开展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材料、人工晶体、特种玻璃、无机涂层、生物材料、介孔与

纳米材料等先进无机材料的设计与计算科学、制备科学以及应用研究，为先进无机材料工程化研究和产业化

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储备。 

2、能源技术：开展太阳能发电技术（染料敏化、铜铟镓硒）、钠硫电池储能技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技术、热电转换技术、以及高效节能金卤灯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创新型研究成果。 

3、环境友好：开展纳米介孔催化剂材料、纳米光催化材料、建筑用节能玻璃材料、节能照明用透明陶

瓷材料的研究工作以及尾气排放净化用蜂窝陶瓷技术与产业化工作，以解决节能减排相关新材料研究及工艺

技术研发等热点问题。 

4、人体健康：开展用于肿瘤高效诊断和治疗的新型多功能纳米诊疗剂的研究，生物活性材料与组织工

程支架材料的制备研究，纳米生物材料的制备、性能和应用研究，无机生物活性涂层技术及医用植入材料的

研究与开发，医用光纤材料的研究等。 

5、信息功能：开展电容器陶瓷、压电陶瓷、铁电陶瓷、透明陶瓷、热释电陶瓷、半导体陶瓷、电致伸

缩陶瓷、快离子导体陶瓷、堇青石陶瓷、超导陶瓷、微波介质陶瓷等高性能陶瓷的研究，并重点开展相关应

用基础研究、关键成套技术开发、工程化研究和示范性生产。   

6、航空航天：开展各类保护涂层、功能涂层材料的研究以及空间晶体生长实验研究，研制成功热控涂

层、高温隔热涂层、高温抗氧化涂层、耐磨涂层、生物相容涂层等多个涂层系列，为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了

重大贡献。 

7、古陶瓷： 2008 年 2 月，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设立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基地整合研究资源，制定古陶瓷检测规范，解决古陶瓷研究和硅酸盐类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8、信息情报中心：目前的业务分为图书情报服务、网络信息服务和《无机材料学报》的编辑、出版和

发行。 

9、无机材料分析测试中心：主要从事无机材料表征和检测及其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等。先后通过了国

家级计量认证、ISO9001 质量认证和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 

10、中试基地：主要从事先进无机材料技术的开发研究、中间扩大实验和中试生产，涉及人工晶体，

如大尺寸锗酸铋（BGO）、碘化铯（Csl）、钨酸铅（PWO）闪烁晶体、四硼酸锂（LBO）压电晶体和氧化

碲（TeO2）声光晶体以及功能陶瓷和结构陶瓷制品等。 

三、研究生教育 

上海硅酸盐所是国内第一批研

究生招生单位，累计招收约 1600 余

名研究生，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

物理学、化学三个一级学科和材料物

理与化学、材料学、凝聚态物理、光

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材料工程、

化学工程和生物工程九个二级学科，

在岗导师 123 名，其中博导 62 名，

在学研究生 473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212 名。研究所计划每年招收硕士研

究生 80～100 名，博士研究生 60 名左右。 



上海硅酸盐所建立了硕士研究生精品课程数据库，更好的指导学生选择课程，为科研工作奠定基础知识。

为使研究生在进入实验室的同时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开设了《先进无机材料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课程。年

末对全体研究生进行考核，检阅研究生的学习、科研进展，促进研究生工作，同时进行业务指导；考核结果

也成为下年度的优秀助学金的评定依据。 

上海硅酸盐所每年实施《研究生科技创新成果培育计划》，为培育对象提供经费资助，支持参加国际学

术活动。每学期举办研究生英语学术交流报告会，提高研究生英语学术交流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组织开展

各类提升创新能力讲座，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和英文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上海硅酸盐所积极组织、推荐各类评优项目，取得良好成绩，有效促进研究生评优质量的提升。获得奖

项有：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和优秀导师奖；宝钢优秀学生奖；必和必拓奖学金；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实践资助专项(创新研究类)；中

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实践资助专项(社会实践类)；严东生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中国科学院大学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和优秀毕业生以及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等。 

上海硅酸盐所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

合作研究，随着我所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强，出国交流的研究生不断增加，每年都有二十多名研究生出国参加

国际会议，十多名研究生到国外进行联合培养，同时，我所每年组织出国经验交流座谈会，为有意出国深造

和参加国际会议的研究生提供非常有意义的经验。 

上海硅酸盐所为促进研究生就业提供各类招聘信息，组织企业、单位就业宣讲活动，发布招聘会、附近

高校就业宣讲信息，组织已就业同学回所介绍经验。每年毕业生都全部落实毕业去向，2012 年毕业的 82

人中：科研 20 人、高校 5 人、国有企业 23 人、外企 14 人、出国 13 人、博士后 7 人。 

上海硅酸盐所为在学研究生建有配套良

好的学习、体育、文娱、生活设施和研究生

公寓；设立普通奖学金、优秀奖学金和研究

助理津贴，硕士生月收入人均 2000 元左右，

博士生月收入人均 3000 元左右，还可以申

请多种冠名奖学金。 

上海硅酸盐所具有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

松的学科环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理想选择。 

上海硅酸盐所热忱欢迎优秀有志学子报

考，欢迎物理、化学、材料、能源、生物等

相关学科或其他交叉学科的考生报考，共同为我国的材料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2014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爱国守法，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面向社会需求，面向科技前沿，适应工程技术发展和创新需要，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爱国守法，掌握相关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不能进行

硕博连读和提前攻博，但获得硕士学位后，可参加博士研究生公开招生入学考试。 

二、报考条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确定录取标

准”的招生考试模式。 

(一)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含学术型硕士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须符合下列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已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包括通过高等自学考试或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

获得本科毕业文凭的人员）； 

（3）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 

（4）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其中同等学力人员是指： 

①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从高职高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 9月 1日，下

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报考单位根据培养目标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②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 

③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 

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3．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5．同等学力人员报考，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已取得报考专业大学本科 8门以上主干课程的合格成绩（由教务部门出具成绩证明或出具本科自

学考试成绩通知单）； 

（2）已在公开出版的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学术论文；或获得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

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为主要完成人）；或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二）我所接收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高等学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为硕士生（学术型或专业学位

型）。能在高校取得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可从每年 5月份开始，同我所研究生部联系推免生接收事宜。推



免生须通过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网上报名”→“推免申请系统”提出网上申请（网址：

http://admission.gucas.ac.cn/），并按照我所的要求提交推荐免试材料和进行相关考核。被确定接收的

推荐免试考生应按时参加全国统一的研究生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详见下条）。 

三、报名 

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在复试阶段将进行报考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

考生将不予复试和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考生，报考时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考生在报名期间因公外出，可就

地上网报名。考生在网上报名时所选择的报名点和参加考试的考点应一致。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 

时间：以教育部公布的网报时间为准。 

报名和查询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或 http://yz.chsi.cn）、中国科

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http://admission.gucas.ac.cn)。 

考生登录网上报名主页后，在选择招生单位及报名点过程中弹出的重要公告信息，务必要认真阅读。凡

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复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考生报考我所应选择招生单位所在地区“上海”，然后在招生单位栏中选择“80040中国科学院上海硅

酸盐研究所”，院系所栏不填，之后选择报考专业等报考信息。 

第二阶段：现场确认 

时间：以教育部公布的网报时间为准。 

地点：参加考试的考生到所在省（市、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手续：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应届生凭学生证）原

件及网上报名号确认报考资格，并办理交费和现场照相等手续。 

推荐免试生必须在 10月 25日前到我所办理接收手续。被接收的推荐免试生须在网报规定的报名时间内

到指定的报考点进行网上报名，并办理现场确认手续。被接收的推荐免试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否则，将取消推免生资格，列为统考生。 

四、初试 

1．初试日期：以教育部公布的网报时间为准。 

2．初试科目为四门：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每门科目的考试时间为 3小时，

具体考试科目见我所当年度招生简章。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英语、数学二、使用全国统一命题，其余考试科

目由中科院大学组织命题，考生可通过中科院大学招生信息网:http://admission.gucas.ac.cn 查阅具体科

目考试大纲和参考书目等相关信息。考试地点以准考证上标注的地点为准。 

3．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的满分值各为 100分，基础课（含统考数学）和专业基础课每门满分值各为

150分。 

五、复试 

1．我所复试采取差额复试，具体差额比例和初试、复试成绩所占权重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及生源状况

在复试前确定。 



2．复试形式、时间、地点、科目、方式在复试前通过我所网页向考生公布。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

取。 

3．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复试中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成绩。 

4．对同等学力考生（不含 MBA考生）须在复试阶段加试至少两门本科主干课程（闭卷笔试），每门加

试科目考试时间为 3小时，满分为 100分。我所还可根据需要对其进行实验技能等方面的考查。加试科目不

及格者不予录取。 

六、体格检查 

体检由我所在复试阶段组织考生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

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执行。 

七、录取 

我所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含初试和复试成绩），并结合其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

定录取名单。 

定向生必须在录取前签署三方定向培养协议。报考单独考试的考生，只能录取为原单位定向培养硕士生。 

八、学制 

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一般为 3年，在职硕士生基本学制一般为 3年至 4年。 

九、硕博连读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一般为 5年。拟进行硕博连读的学生，应按我所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

硕博连读申请。硕博连读生的具体选拔和确认办法由我所公布。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不得进行硕博连

读。 

十、直博生 

我所招收直博生，直博生从获得学术型推荐免试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遴选，直接录取为博士学位研

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5年。 

十一、毕业生就业 

由毕业研究生自行联系用人单位，按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落实就业去向。定向或委

托培养硕士生毕业后按培养协议到定向或委托单位就业。 

十二、违纪处罚 

对于考生申报虚假材料、考试作弊及其它违反招生规定的行为，按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及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十三、其他 

1．考生因报考研究生与原所在单位或委培、定向及服务合同单位产生的纠纷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

述问题使招生单位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后果，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2．现役军人报考硕士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 

3．本简章如有与国家新出台的招生政策不符的，以新政策为准。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接收推荐免试生公告 

 

一、接收原则和组织领导 

1．接收推荐免试生遵循公平公正、全面衡量、保证质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 

2．接收推荐免试生工作由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招生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二、申请条件 

凡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均可申请到我所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申请者应具备如下条件： 

1．有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有较好的科研潜力，道德品质良好，遵纪守法。 

2．学生所在学校必须是教育部规定的具有当年免试生推荐资格的高校。 

3．学生应获得其所在高校推荐免试资格，占用母校推荐免试生名额。 

4．申请人在大学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期间无重修科目或补考记录，在校期间没有受过纪律处

分。 

5．具有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6．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7．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三、申请材料 

推荐免试申请者应直接向我所研究生部提交如下材料（限用 A4纸，不要装订。其中 1～6是必须提供材

料，7－10是自愿提供材料，11是复试通过后向所在学校领取、填写、盖章后补交）： 

1.《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我所网站下载）。 

2.《中国科学院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中国科学院大学免试生网上报名系统

http://admission.gucas.ac.cn/在线填写、打印、签字）。 

3.所在学校教务部门（或院系）出具并加盖公章的大学本科前三年所修课程成绩单（五年制的提供前

四年课程成绩单）。 

4.政审表（我所网站下载） 

5.英语等级证书复印件。 

6.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7.专家推荐书。 

8.大学期间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9.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或其它原创性工作成果的复

印件或证明。 

10.对申请有参考价值的其它材料。 

11.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盖章的《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

表》。 

四、接收程序 

1.网上提交申请 

考生登录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http://admission.gucas.ac.cn)，选择“推免申请”栏目即可

进入我校的推荐免试申请系统报名，每年推荐免试报名系统于五月初开通。 

2.打印申请表、提交材料 

申请人在规定日期前将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快件寄（送）至我所研究生部。我所将分批初审确定复试名

单并组织复试。在申请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困难请随时咨询。 

3.考核和体检 

     申请材料经初审后，我所将通知有关申请者到我所进行复试，择优录取。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因为复

http://admission.gucas.ac.cn/
http://admission.gucas.ac.cn/


试时间比较紧，所以一般根据学生提供的联系邮件和电话，直接通知本人前来复试。申请人所提供的邮件

和电话必须保持开通、有效、快捷。考核和体检时间、方式由培养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及时通知考生。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主要考查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人生观、价值观、工作学习态度、团队合作

精神、科研道德及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专业知识考核重点考查考生对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对知识灵活运用的程度以及考生的实验技能和

实际动手能力等，了解考生从事科研工作的潜力和创造性。 

     外语考核主要考查考生的听、说能力及语言运用能力。 

     体检主要考查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包括体能、体质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考查。 

     4.接收 

     招生领导小组对考核和体检结果进行审议，确定接收名单。 

对通过复试并同意接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由我所研究生部发给接收函。收到接收函的同学须到所在院

校领取省（市）级高校招生办公室签发的推荐免试硕士生报名表（加盖公章），并办理正式报名手续（以

教育部公布的时间为准）后将材料寄往我所研究生部，未办理正式报名手续者将视为自动放弃。 

   学生一旦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不得办理出国手续、不列入就业计划。 

对接收的推荐免试生，与统考生一起发放录取通知书。 

   如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和材料不真实或不准确，一经发现立即取消申请人免试资格。 

 

 

硕士研究生考试科目设置 

专业名称 考试课程设置                                           

080501材料物理与化学（学术

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806普通物理（乙）或 823普通化学（乙）或 825物理化学（乙）

或 809固体物理任选一门 080502材料学（学术型） 

070205凝聚态物理（学术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806 普通物理（乙）或 809 固体物理或 825 物理化学（乙）任选

一门 

070207光学（学术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806普通物理（乙）或 817光学或 809固体物理任选一门 

070301无机化学（学术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 823 普通化学（乙）或 819 无机化学或 825物理化学（乙）或 821

分析化学任选一门 

070304物理化学（学术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或 619 物

理化学（甲）④819 无机化学或 820 有机化学或 822 高分子化学与

物理任选一门 

085204材料工程（全日制专业

学位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806普通物理（乙）或 823普通化学（乙）或 825物理化学（乙）

或 809固体物理任选一门 

085216化学工程（全日制专业

学位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 823 普通化学（乙）或 819 无机化学或 820 有机化学或 821分析

化学任选一门 



085238生物工程（全日制专业

学位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824 生物化学（乙）或 852 细胞生物学或 825 物理化学（乙）或

823 普通化学（乙）任选一门 

 

 

2014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仅供参考)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单位代码：80040                   

序号 导  师 学科专业、研 究 方 向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01 罗宏杰 纳米功能粉体与薄膜材料；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 

02 施剑林 无机纳米复合材料、低维纳米材料 

03 刘  茜 
碳增强型氧/氮化物结构/功能复合材料，组合化学方法优选新型功能材料（发

光、热辐射等） 

04 顾  辉 先进结构与功能材料微结构及规律的分析电镜研究 

05 陈立东 新型热电转换材料 

06 温兆银 新能源材料及锂电池研究 

07 金平实 新型节能环保薄膜与纳米材料 

08 朱英杰 纳米生物材料 

09 赵景泰 功能化合物化学及物理，晶体设计与晶体化学 

10 董显林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11 李永祥 无源集成器件与 LTCC材料；高性能无铅压电陶瓷 

12 刘  宇 化学储能电池及相关新型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 

13 李国荣 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压电、透明铁电及半导体陶瓷与器件 

14 王绍荣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15 王若钉 多孔陶瓷及无机膜材料 

16 黄富强 光电转换材料与太阳能电池，石墨烯制备与新能源应用、陶瓷新能源材料 

17 王文中 环境净化材料，节能减排用材料与器件 

18 张文清 计算材料物理；先进能源转换与存储材料；能量转换机制 

19 孙  静 低维碳基复合材料、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材料 

20 张国军 超高温陶瓷，非氧化物陶瓷，力学性能评价 

21 许钫钫 材料的微结构和形成机制及其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22 李效民 光电功能薄膜材料及其在光电器件中的应用 

23 步文博 功能性纳米材料结构设计、组装化学及性能研究 

24 陈航榕 多级孔结构材料的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 

25 王  东 环境友好型功能材料及器件 

26 杨建华 能源材料与储能技术的研究 

27 王根水 铁电陶瓷可控制备及性能调控研究 

28 郭向欣 高比能二次锂电池 



29 满振勇 计算材料科学；新型闪烁材料；先进合金材料 

30 刘阳桥 碳纳米管的功能化及相关复合材料 

31 何夕云 透明功能陶瓷及光学器件 

32 高相东 新型半导体纳米结构，染料太阳电池材料与器件 

33 于伟东 无机功能纳米粉体材料合成与应用技术开发 

34 曾华荣 纳米压电、铁电、热电显微表征及应用研究 

35 杨  勇 光学薄膜及其应用，金属纳米结构与传感器件 

36 陈喜红 纳米复合能量转换材料；低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37 张玲霞 多孔纳米复合材料及其环境和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38 杨松旺 新型纳米结构及其在能源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39 华子乐 介孔基纳米复合材料、环境友化催化新材料 

40 辛世刚 金属表面涂层制备方法及光热性能研究 

41 史  迅 半导体热电材料的电、热、磁输运性能研究 

42 黄向阳 多尺度能量转换材料的设计与性能研究 

43 万冬云 新型光电薄膜材料与器件 

44 辛显双 合金耐高温氧化导电涂层制备与应用 

45 杨莉萍 材料热物理性质测试分析研究 

46 包山虎 节能光电薄膜材料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47 黄  晓 前驱体法制备陶瓷材料，无机/有机复合材料，Sol-Gel 化学等 

48 郑仁奎 铁磁铁电复合薄膜材料微结构、物理性能与器件 

49 刘建军 新型能源材料的结构设计和性能调控；纳米催化材料的机理研究 

50 毛朝梁 新型电子功能陶瓷材料与器件 

51 张  辉 新化合物的设计、合成、结构与性能研究 

52 钱  荣 纳米复合材料、质谱新方法、环境污染物研究 

53 梁瑞虹 铁电压电材料与器件 

54 刘志甫 低温共烧陶瓷材料与器件；微波介质材料 

55 张  玲 光催化材料与机理 

56 王家成 高性能多孔碳基能源、环境和催化新材料 

57 李驰麟 新型储能材料的结构合成设计 

080502 材料学 

01 丁传贤 陶瓷涂层/薄膜制备和表征 

02 王士维 透明陶瓷，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隔热材料 

03 黄政仁 面向工程应用的先进陶瓷材料制备科学和关键技术 

04 潘裕柏 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的设计、制备与应用研究 

05 董绍明 先进复合材料结构与功能一体化设计、制备与评价 

06 曾宇平 结构功能一体化高性能微波介质材料，有机-无机复合锂电池隔膜材料 

07 罗  澜 高频微波介质材料组成、结构和性能的研究 

08 陈  玮 微波介质材料、微晶玻璃、硫系玻璃及稀土掺杂光学材料 

09 常  江 生物陶瓷、有机/无机复合生物材料 



10 刘宣勇 生物医用材料表面改性 

11 施尔畏 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新型压电晶体探索 

12 余建定 新型光电功能材料的无容器制备及物性和结构的研究 

13 宋力昕 特种无机涂层与薄膜材料制备及计算机模拟 

14 郑学斌 生物医用涂层、特种防护涂层 

15 祝迎春 纳米生物功能材料与器件，功能涂层材料 

16 刘  岩 空间材料科学与实验技术、磁性功能材料研究 

17 曾  毅 热喷涂纳米 TiO2涂层光催化性能研究 

18 陶顺衍 热障涂层与耐磨抗蚀涂层 

19 罗豪甦 人工晶体与压电器件 

20 徐  军 人工晶体材料 

21 任国浩 无机闪烁晶体 

22 许桂生 功能晶体材料的生长与应用基础研究 

23 郑燕青 信息功能晶体设计、生长及表征 

24 乐  军 特种防护涂层 

25 卓尚军 材料的光谱和无机质谱表征 

26 曹韫真 功能薄膜材料的研究 

27 张景贤 陶瓷材料的仿生结构设计和先进制备科学 

28 李伟东 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古陶瓷研究 

29 李小亚 热电转换材料及器件 

30 刘学建 氮化物基白色 LED荧光材料的设计、制备和性能研究 

31 靳喜海 透明陶瓷、纳米复相陶瓷及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32 宁聪琴 骨组织工程用生物材料 

33 邹宇琦 LED 衬底晶体及激光晶体材料  

34 占忠亮 新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与电化学器件 

35 蒋丹宇 精细陶瓷可靠性评价和寿命预测 

36 汪  正 纳米材料改性及其环境应用 

37 章俞之 智能薄膜材料制备、结构与性能研究；材料环境效应研究 

38 于  云 无机功能薄膜与无机热控涂层材料研究 

39 武安华 晶体生长 

40 苏良碧 激光晶体材料 

41 谢有桃 表面技术在生物、能源材料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 

42 赵丽丽 光功能薄膜或涂层材料研究 

43 李  江 激光与光学透明陶瓷 

44 林开利 生物陶瓷、复合生物材料 

45 刘学超 宽禁带半导体薄膜材料与器件 

46 袁  晖 新型闪烁晶体材料，闪烁晶体材料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47 翟万银 材料细胞生物学相容性、心血管组织工程材料 

48 赵祥永 铁电晶体材料、功能器件及智能系统 

49 王绍华 无机闪烁晶体与器件 



50 吴成铁 生物活性陶瓷及纳米介孔生物活性玻璃 

51 牛亚然 非氧化物陶瓷涂层材料研究 

52 徐晓东 光学晶体材料 

53 左开慧 多孔陶瓷性能优化与制备；无机增强有机生物材料 

54 郑嘹赢 氧化物半导体功能陶瓷与器件物理 

55 纪士东 功能粉体合成与机能开发，新材料探索与结构解析 

56 冯  涛 气体敏感元件研究，器件组装 

57 刘  岩 先进陶瓷连接技术；连接界面结构设计及应力模拟 

58 张翔宇 陶瓷基复合材料、高温抗氧化涂层 

59 周国红 陶瓷基复合材料，透明陶瓷 

070205 凝聚态物理 

01 陈立东 热电半导体材料及器件中的物理问题研究 

02 张文清 凝聚态物质中能量转换与储存的物理机制 

03 黄富强 能源固体材料设计与制备 

04 李永祥 电介质物理及其应用 

05 罗豪甦 铁电体物理，人工晶体，功能器件，智能系统 

06 李国荣 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压电、透明铁电及半导体陶瓷与器件 

07 顾  辉 先进结构与功能材料微结构及规律的分析电镜研究 

08 李效民 功能薄膜材料物理 

09 赵景泰 功能化合物化学及物理，晶体设计与晶体化学 

10 余建定 新型光电功能材料的无容器制备及物性和结构的研究 

11 郭向欣 离子导电能源材料中的物理问题 

12 史  迅 半导体热电材料的电、热、磁输运性能研究 

13 满振勇 计算材料物理；极端条件下的材料结构与性能 

14 李  江 激光陶瓷的缺陷分析与发光机制 

15 辛显双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膜材料制备与改性 

16 毛朝梁 功能陶瓷材料物理效应 

17 郑仁奎 强关联电子材料微结构、电学和磁学性能 

18 曾华荣 纳米压电、铁电、热电显微表征及应用研究 

19 赵祥永 铁电晶体材料、功能器件及智能系统 

20 徐晓东 光学晶体材料 

21 许桂生 铁电压电晶体材料物理 

070207 光学 

01 施尔畏 光电子晶体材料制备与表征（半导体、压电与非线性光学晶体） 

02 赵景泰 无机功能材料光物理 

03 徐  军 激光晶体的结构与光物理研究；新型激光晶体材料及其激光性能研究 

04 步文博 稀土上转换荧光探针的生物医学应用 

05 郑燕青 非线性光学晶体的计算设计、制备及表征 

06 何夕云 透明功能陶瓷的光-电效应研究 

07 杨莉萍 X 射线透射在热物理性质测试中的应用研究 



08 刘学超 宽禁带半导体薄膜材料与器件 

070301 无机化学 

01 罗宏杰 纳米功能粉体与薄膜材料；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 

02 刘  茜 无机功能粉体及薄膜材料的化学合成与制备 

03 卓尚军 无机材料成分分析 

04 王文中 光催化材料，纳米材料 

05 朱英杰 纳米材料微波合成化学 

06 黄富强 无机固体化合物制备与能源应用 

07 陈航榕 介孔无机基多功能纳米生物材料 

08 张  辉 无机功能化合物的合成、结构与性能研究 

09 华子乐 多级孔材料设计、制备与应用研究 

10 李伟东 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古陶瓷研究 

11 辛显双 纳米粉体与薄膜材料制备及电化学性能 

12 汪  正 光谱、质谱分析 

13 钱  荣 纳米复合材料、质谱新方法、环境污染物研究 

14 冯  涛 气体在敏感电极表面的化学响应，敏感电极材料的研究 

15 张  玲 纳米复合材料 

070304 物理化学 

01 施剑林 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02 李永祥 纳米功能材料制备、效应及器件 

03 常  江 生物材料的仿生制备及其物理化学过程研究 

04 陈立东 热电能量转换物理机制 

05 温兆银 先进化学电源及其界面科学 

06 赵景泰 结构化学，无机化合物结构与性质  

07 王士维 透明陶瓷、隔热材料 

08 金平实 光功能薄膜的设计与制备 

09 朱英杰 纳米材料微波合成与性能 

10 黄富强 石墨烯制备与性能测试 

11 李效民 薄膜生长物理化学过程 

12 张文清 界面与微结构；界面的新奇物理与化学性质探索 

13 王文中 新型光催化材料，纳米材料，无机材料化学 

14 董绍明 先进复合材料制备与应用中的物理化学过程 

15 潘裕柏 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的设计、制备与应用研究 

16 王绍荣 固态离子学及电化学 

17 孙  静 低维纳米材料可控合成 

18 郑学斌 生物材料的表面物理化学效应 

19 董显林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20 张国军 非氧化物陶瓷的润湿与腐蚀行为 

21 李国荣 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压电、透明铁电及半导体陶瓷与器件 

22 陈航榕 介孔无机基纳米载药体系；介孔纳米复合催化材料 



23 蒋丹宇 无机光学材料的物理化学原理 

24 祝迎春 光电材料与生物电化学 

25 王根水 铁电薄膜生长控制及性能研究 

26 郑燕青 新型功能晶体理论筛选与合成 

27 陶顺衍 热力耦合条件下的涂层材料物理化学性能研究 

28 步文博 多功能纳米生物探针及多模式肿瘤成像与治疗 

29 刘  茜 新型氧/氮/卤化物光功能膜材的设计、制备与评价 

30 卓尚军 材料的光谱和无机质谱表征 

31 史  迅 半导体热电材料的电、热、磁输运性能研究 

32 刘阳桥 纳米薄膜太阳能电池关键材料 

33 刘  宇 化学储能机理及相关界面电化学研究 

34 刘宣勇 医用材料表面纳米化及其生物学性能评价 

35 王  东 环境振动能的收集 

36 邹宇琦 LED 衬底材料及激光材料  

37 许钫钫 结构与微结构演变的原位研究 

38 汪  正 材料原子光谱/质谱分析 

39 张玲霞 用于环境和人体健康领域的复合材料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40 张景贤 纳米复相陶瓷的仿生组装，材料的数字化制备技术 

41 杨松旺 低维纳米材料与光电转换器件 

42 杨  勇 纳米传感器件与材料 

43 林开利 微纳米结构生物材料制备及性能研究 

44 黄  晓 前驱体法制备陶瓷材料，无机/有机复合材料，Sol-Gel 化学等 

45 刘建军 化学储能材料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研究 

46 赵祥永 无铅铁电压电晶体，多铁性晶体材料 

47 李  江 激光与光学透明陶瓷 

48 毛朝梁 纳米功能陶瓷材料的可控制备及表征 

49 杨莉萍 材料热物理性质测试技术、方法和装置研究 

50 周国红 陶瓷湿法成型技术 

51 王家成 纳米金催化 

52 李驰麟 能量储存和转换中的纳米离子学 

53 吴成铁 生物陶瓷纳米化 

085204 材料工程 

01 董显林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02 李永祥 无铅压电陶瓷与传感器 

03 李国荣 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压电、透明铁电及半导体陶瓷与器件 

04 罗  澜 高频微波介质材料组成、结构和性能的研究 

05 王士维 透明陶瓷，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隔热材料 

06 黄政仁 面向工程应用的先进陶瓷材料制备科学和关键技术 

07 潘裕柏 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的设计、制备与应用研究 

08 董绍明 先进复合材料结构与功能一体化设计、制备与评价 



09 张文清 先进能源转换与存储材料设计 

10 王绍荣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材料研究 

11 金平实 低维功能材料的合成与微结构控制 

12 王文中 环境净化用材料与器件 

13 郑学斌 生物涂层、纳米涂层 

14 刘宣勇 生物医用材料表面改性 

15 刘  茜 面向绿色环境工程的吸波材料设计与制备 

16 曾宇平 结构功能一体化高性能微波介质材料，有机-无机复合锂电池隔膜材料 

17 蒋丹宇 气体传感器，氧化锆固体电解质的应用 

18 陈  玮 微波介质材料、微晶玻璃、硫系玻璃及稀土掺杂光学材料 

19 刘  岩 空间材料科学与实验技术、磁性功能材料研究 

20 罗豪甦 人工晶体与压电器件 

21 任国浩 无机闪烁晶体 

22 张国军 非氧化物陶瓷的性能及其优化 

23 许桂生 光电子功能晶体制备与表征 

24 郑燕青 功能晶体材料制备及表征 

25 张景贤 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的结构设计、制备与工程应用 

26 刘学建 非氧化物先进陶瓷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研究 

27 王若钉 多孔陶瓷及无机膜材料 

28 王根水 铁电材料 

29 何夕云 透明功能陶瓷及光学器件 

30 曾华荣 无机功能材料的微纳米结构成像及性能表征 

31 杨  勇 无机材料表面改性与镀膜 

32 余建定 新型光电功能材料的无容器制备 

33 邹宇琦 LED 衬底材料及激光材料 

34 靳喜海 透明陶瓷、纳米复相陶瓷及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35 刘  宇 化学储能电池及相关新型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 

36 王  东 压电能量回收器的设计 

37 黄向阳 高效温差发电器件的界面及系统集成优化研究 

38 李  江 光功能透明陶瓷及应用 

39 林开利 生物材料的制备与性能调控 

40 刘学超 宽禁带半导体薄膜材料与器件 

41 杨莉萍 材料热物理性质测试技术、方法和装置研究 

42 陶顺衍 涂层微结构控制及其性能表征 

43 张玲霞 环境催化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44 包山虎 节能光电薄膜材料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45 王绍华 无机闪烁晶体与器件 

46 黄富强 光电转换材料与太阳能电池，陶瓷材料制备 

47 赵祥永 铁电晶体材料、超声换能器与红外传感器 

48 袁  晖 高性能闪烁晶体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49 毛朝梁 功能陶瓷材料与器件及其应用 

50 张  辉 无机功能化合物的合成、结构与性能研究 

51 牛亚然 特种无机涂层制备、结构优化与失效机理研究 

52 左开慧 多孔陶瓷性能优化与制备；无机增强有机生物材料 

53 高相东 面向工程应用的新型纳米节能材料 

54 郑嘹赢 氧化物半导体功能陶瓷与器件 

55 纪士东 功能粉体合成与机能开发，新材料探索与结构解析 

56 杨建华 二次储能电池材料与储能电池技术研究 

57 冯  涛 气体敏感元件研究，器件组装 

58 梁瑞虹 铁电压电材料与器件 

59 刘  岩 先进陶瓷连接技术；连接界面结构设计及应力模拟 

60 刘志甫 低温共烧陶瓷技术、无源集成器件及其应用 

61 张  玲 能量转换材料 

62 张翔宇 陶瓷基复合材料和高温抗氧化涂层的设计、制备与应用 

63 周国红 陶瓷湿法成型技术 

64 王家成 电磁屏蔽与吸收材料及功能一体化设计 

085216 化学工程 

01 陈立东 新型热电转换材料 

02 施剑林 无机纳米复合材料、低维纳米材料 

03 孙  静 低维碳基复合材料、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材料 

04 黄富强 光电转换材料与太阳能电池，新能源纳米材料与器件 

05 王文中 环境净化材料，节能减排用材料与器件 

06 陈航榕 介孔纳米复合催化材料 

07 汪  正 光谱、质谱分析 

08 李小亚 热电转换材料及器件 

09 史  迅 半导体热电材料的电、热、磁输运性能研究 

10 陈喜红 纳米复合能量转换材料；低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11 黄向阳 多尺度能量转换材料的设计与性能研究 

12 刘阳桥 碳纳米管的功能化及相关复合材料 

13 张玲霞 纳米复合材料及其环境和生物医学应用 

14 靳喜海 透明陶瓷、纳米复相陶瓷及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15 杨松旺 新型纳米结构及其在能源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16 万冬云 新型光电薄膜材料与器件 

17 刘建军 新型能源材料的结构设计和性能调控；纳米催化材料的机理研究 

18 李驰麟 全固态电池，薄膜电池 

085238 生物工程 

01 丁传贤 陶瓷涂层/薄膜制备和表征 

02 常  江 生物陶瓷、有机/无机复合生物材料 

03 施剑林 无机纳米复合材料、低维纳米材料 

04 朱英杰 纳米生物材料 



05 郑学斌 生物医用涂层材料 

06 祝迎春 纳米生物功能材料与器件，功能涂层材料 

07 陶顺衍 热障涂层与耐磨抗蚀涂层 

08 刘宣勇 生物医用材料表面改性 

09 宁聪琴 骨组织工程用生物材料 

10 吴成铁 生物材料与组织细胞的相互作用关系 

11 步文博 纳米材料的生物学效应与生物安全性研究 

12 翟万银 材料细胞生物学相容性、心血管组织工程材料 

13 林开利 生物陶瓷、复合生物材料 

14 张玲霞 有机无机复合的长效药物缓释材料与多功能骨修复材料 

15 谢有桃 表面技术在生物、能源材料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