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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材料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金属物理与合金材料 

研究方向 2 半导体材料物理与器件 

研究方向 3 量子材料计算与模拟 

研究方向 4 纳米粉体与功能陶瓷 

研究方向 5 金刚石基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霍裕平 研究方向 等离子体物理 

出生日期 1937-08-16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1996.03-

至今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李新建 研究方向 纳米材料物理 

出生日期 1965-12-30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1.01-

至今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邹广田 研究方向 高压物理 

出生日期 1938-07-18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3.01-

至今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86 篇 EI 8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5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638.25 万元 纵向经费 477.9 万元 横向经费 160.35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4 项 授权数 2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0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51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6 人  

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 
0 长期人 

0 短期人 

长江学者 
1 特聘人 

0 讲座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0 人  

青年千人计划 0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2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0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访问学者 国内 0 人 国外 2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8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0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凝聚态物理 学科 2 

材料物理与化

学 
学科 3 光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40 人 在读硕士生 129 人 

承担本科课程 1804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678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2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0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0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 项 

实验室面积 6000 M
2
 实验室网址 http://www5.zzu.edu.cn/zmpl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00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

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

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

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一、金属物理与合金材料：2015 年，金属物理与合金材料研究方向主要取

得了以下研究成果和进展：在连接技术方面，确定了 Cf-PA66 复合材料超声波焊

接质量检测窗口，降低了 Henkel 5089 结构胶的固化温度，解决了合作单位在生

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在高性能合金材料方面，揭示了合金元素（Yb、Zr、B）

对导电铝合金力学和电学性能的影响及高温变形机制，提高了 Al-Cu-Mg-Ag 合

金的耐腐性和高温力学性能，优化了高性能管线钢的热处理工艺。这些工作共发

表学术论文 7 篇，其中 SCI 收录 5 篇。 

 

二、半导体材料物理与器件方向：本年度半导体材料物理与器件方向主要着

力于以硅纳米孔柱阵列(Si-NPA)为衬底的光电器件的设计与制备工作，提出了一

种新的材料匹配和器件设计理念，具体涉及硅基发光二极管、太阳能电池和光电

探测等器件。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方面，课题组采用 Comsol 软件，建立了二维

电池模型，对电池的工作机制进行了模拟，研究了电池结构、材料特性对电池性

能的影响规律，为后期的实验现象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上述研究工作共完成

26 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其中在小组成员的努力下，在传感、光电检测等领域 2015

年发表论文 26 篇，其中 SCI 论文 20 篇，中文核心 4 篇，会议论文 2 篇，出版大

学物理教材 1 部（共约 30 万字）。 

 

三、量子材料计算与模拟方向：在大面积石墨烯调控机理方面取得重要研

究进展，提出了一种有效调制 C-TM 作用的新方法，从而优化石墨烯 CVD 在金

属表面生长时催化剂的催化效率，为单晶大面积石墨烯生长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在量子薄膜生长方面，发现 Pb 和 PbBi 合金超薄膜存在不同层数的生长模式，以

及在 FCC 和 HCP 结构下存在不同生长模式；另外，针对一种新型的三维金属碳

结构模型进行了细致的理论分析研究。围绕上述工作，共完成 27 篇 SCI 论文的

发表，其中包括 Phys. Chem. Chem. Phys., Nanotechnology, Scientific Reports 等国

际知名期刊。 

 

四、纳米粉体与功能陶瓷方向：2015 年，纳米粉体与功能陶瓷研究方向主

要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和进展：1）通过元素掺杂和纳米结构调控使 Bi2Te3 基热

电材料的 ZT 值达到 1.7，这是当前国际上已报道的热电优值最高的 n 型 Bi2Te3

基合金块体材料；2) 开发新型的负热膨胀材料，包括 A2M3O12系列材料、ABO3

系列材料，通过单离子或双离子进行 A 位替代，研究材料的光学和电学性能；3）

可控膨胀复合材料的研究，包含负热膨胀材料/金属的复合材料和负热膨胀材料/

非金属的复合材料，通过材料的复合改善材料的性能。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29 篇，

其中 SCI 论文 24 篇，EI 论文 5 篇。  

 

五、金刚石基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方向：2015 年金刚石基光电功能材料与

器件研究方向的研究进展如下：利用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技术制备了单晶



 

 

及多晶金刚石薄膜，对其形貌、结构、电学及光学性质进行了表征，研制了基于

此金刚石薄膜的紫外探测器件；在金刚石纳米晶方面，获得了水溶性良好的金刚

石溶胶，并实现了对其表面基团的调控。在相关领域发表论文 7 篇，其中 SCI

收录 6 篇。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本年度，材料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共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27 项，

横向科研项目 9 项，到账科研经费总额 638.25 万元。 

纵向科研项目中包括国家“973”项目（子课题）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1 项（面上基金项目 4 项、青年基金项目 7 项）；国家博士后基金 8 项；河南省

自然科学基础与前沿项目 1 项、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3 项，河南省教育厅及其他

厅局级项目 3 项，校级协同创新中心项目 1 项。 

横向科研项目主要来自于企业委托技术开发项目，包括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等 5 家企业单位，其中部分企业与实验室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在以上项目支持下，五年间实验室共完成 94 篇学术文章的发表，其中 SCI

文章 86 篇，EI 文章 8 篇；此外，申请 4 项国家发明专利（其中 2 项已授权），

出版专著 5 项，获得省部级奖励 1 项。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设计、制备与性能研

究 

面上项目 

8 

宽带隙氮/氧化物广

义掺杂规则及对载流

子特性的调控研究 

11304288 李冲 2014.01-2016.12 2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9 

半导体表面非磁性原

子修饰诱导磁性及其

调控 

11504332 牛春要 2016.01-2018.12 2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0 

利用元素替代对

KxWO3 和 RbxWO3

的晶体结构和电荷密

度波进行可控调制研

究 

51302249 郭娟 2014.01-2016.12 2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1 

基于 Fano 共振型超

材料的表面增强单分

子 CARS 光谱研究 

11504333 王俊俏 2016.01-2018.12 2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2 

新型海绵状多孔压电

高分子薄膜的设计、

制备及其在柔性纳米

发电机中的应用研究 

51503185 毛彦超 2016.01-2018.12 2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3 

基于碳纳米管螺旋纤

维的可拉伸超级电容

器的制备与性能 

研究 

51502267 上媛媛 2016.01-2018.12 2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4 

硫化钨基纳米材料锂

化/退锂化及电化学

性能影响因素研究 

11504331 许婷婷 2016.1-2018.12 2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15 

Real-Time 

Inspection/Connec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刘忠侠 2014-2016 92 横向课题 

16 

Adhesive Bonding of 

Similar Dissimilar 

Materials 

 刘忠侠 2015-2017 62 横向课题 

17 

厚壁大口径 X80M 管

线钢组织性能及工艺

研究 

 左秀荣 2014-2015 30 横向课题 

18 

X80M HD2 大应变管

线钢组织性能及工艺

研究 

 左秀荣 2014-2015 30 横向课题 

19 
亚包晶钢热轧板的纵

裂纹控制 
 左秀荣 2014-2015 55 横向课题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
家科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
并在类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
的项目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金属物理与合金材料 蔡彬 
刘忠侠、王明星、左秀荣、

王杰芳、杨昇、张国鹏 

半导体材料物理与器件 李新建 
田永涛、王新昌、陈永生、

郜小勇、欧阳东训 

量子材料计算与模拟 贾瑜 
李顺方、牛春要、李冲，

王飞 

纳米粉体与功能陶瓷 梁二军 
张迎九、晁明举、孙洪巍，

王俊俏、姚宁、宋红章 

金刚石基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单崇新 
董林、卢英杰、娄庆、赵

琪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霍裕平 研究人员 男 本科 教授 79 1996.03-至今 

2 李新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01.12-至今 

3 单崇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9 2015.01-至今 

4 刘忠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1.07-至今 

5 梁二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0 1996.09-至今 

6 贾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3.07-至今 

7 晁明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3.06-至今 

8 贾晓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6.01-至今 

9 王明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2002.07-至今 

10 左秀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0 2003.09-至今 

11 蔡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06.06-至今 

12 郜小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1 2004.09-至今 

13 孙洪巍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9 2004.02-至今 

14 王新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05.07-至今 

15 张迎九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6.03-至今 

16 李顺方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04.07-至今 

17 曹义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05.06-至今 

18 孙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2006.07-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9 王杰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8 2003.07-至今 

20 王海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3 2010.07-至今 

21 李国霞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4 1976.07-至今 

22 赵维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8 1989.09-至今 

23 王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08.07-至今 

24 姚宁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副教授 55 1998.07-至今 

25 郭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2014.12-至今 

26 陈永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03.06-至今 

27 田永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2005.07-至今 

28 杨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6 2004.08-至今 

29 谷锦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2005.09-至今 

30 段智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3 2005.06-至今 

31 何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06.07-至今 

32 郭巧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0 2005.09-至今 

33 李冲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2 2012.06-至今 

34 王俊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2011.01-至今 

35 贾建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45 2006.07-至今 

36 宋平新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9 2006.07-至今 

37 宋红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7 2009.06-至今 

38 原鹏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2010.10-至今 

39 钟英辉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29 2014.07-至今 

40 毛彦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29 2014.11-至今 

41 张国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29 2014.12-至今 

42 吴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2 2014.12-至今 

43 许婷婷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29 2014.07-至今 

44 上媛媛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2 2014.07-至今 

45 牛春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1 2014.07-至今 

46 臧金浩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助理实验

师 
33 2014.03-至今 

47 史志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29 2015.07-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48 徐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25 2015.07-至今 

49 娄庆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0 2015.07-至今 

50 卢英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29 2015.07-至今 

51 赵琪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29 2015.07-至今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

期限 

1 张振宇 其他 男 57 教授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2007.07-至今 

2 
Pei-Chung 

Wang 
其他 男 63 教授 美国 通用汽车公司 2010.01-至今 

3 郭正晓 其他 男 52 教授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 2010.01-至今 

4 
Jun-Hyung 

Cho 
其他 男 57 教授 韩国 汉阳大学 2014.01-至今 

5 张昊明 

博士

后研

究人

员 

男 32 讲师 中国 河南工程学院 2013.09-至今 

6 夏梦姣 

博士

后研

究人

员 

女 28 讲师 中国 郑州大学 2015.07-至今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

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一、科学研究： 

长期以来，材料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为凝聚态物理国家重点学科、河南

省物理学一级重点学科、河南省材料物理与化学重点学科的重要科研支撑平台，

其科研成果在郑州大学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申报获批中起到了强有力

的支撑作用。实验室与物理工程学院核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等学科进行合作，对院内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促成了一些新的学科生长点。与此同时，实验室充分发挥物理学科的基础性、开

放性特点，积极与校内材料学、化学等学科进行合作，共同申报并获批了国家“一

省一校”工程、河南省资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从而为推动郑州大学学科交叉与

新兴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人才培养 

实验室依托单位郑州大学物理工程学院拥有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物理

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材料物理与化学二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以及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完备。目前实验室实际招收凝聚态

物理、光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等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5 年度，依托本研究单位较为雄

厚的师资力量和较为完备的科研平台，实验室固定人员面向各类学生共开设主讲

课程 45 门次，其中本科生课程 23 门次，总课时共计 1032 学时，研究生课程 22

门次，总课时共计 698 学时。博士后培养方面，共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8 人，本

年度暂无出站博士后人员。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 33 人次，

现在读研究生 169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40 人，硕士研究生 129 人。在本科生培

养方面，指导大学生创新实验 12 人次、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55 人，其中多人获

得省校两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此外，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实验室为省内多所高

校 10 余位年轻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智力和条件支持，为他们今后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

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2015 年，实验室固定人员面向各类学生共开设主讲课程 53 门次，其中本科

生课程 31 门次，总课时共计 1804 学时，研究生课程 22 门次，总课时共计 678

学时。同时，充分利用实验室在仪器设备、科研项目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指

导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 12 人次，引导优秀大学生进行创新能力培养，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此外，实验室固定人员共指导本科毕业论文 55 人，指导研究生毕业

论文 33 人，编写出版各类教材 5 部。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

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验室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1）通过提高个

人待遇、改善科研条件、打造事业平台等措施，加强对科研领军人物、科研骨干

的培养；（2）对现有学科骨干进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积极选拔、培养，大胆

使用，促使其健康、快速成长；（3）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工作，重点培养 35 岁左

右的优秀青年人才，制定特殊培养政策，着力培养国际视野，营造有利于青年人

才快速成长的良好环境；（4）根据学科方向特点和发展需要，引进或聘请国际著

名科学家定期和不定期来校讲学、合作研究和指导工作；（5）研究生培养方面，

对其科研创新思维给予鼓励和支持，并为其创新性研究提供所需的实验平台，鼓

励学生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等赴国外高水平大学进行留学或联合培养。（6）

鼓励、引导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举措。（7）在与著名企业进行研究生联合培养

中，对研究生进行针对性的培养，论文选题时兼顾学生意愿，定期汇报、交流科

研工作，平时表现定量考核。并采取与企业人士座谈的方式使学生对行业发展水

平和存在的问题有一定了解，在提升其科研水平的同时也锻炼了其语言表达、人

际沟通和管理方面的能力。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

平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下，本年度有多名研究生同学在科研上取得突破，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代表性成果如下： 

Weiyang Yu, Zhili Zhu, Chun-Yao Niu, Chong Li, Jun-Hyung Cho, and Yu Jia，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17 (25), 16351-16358 (2015) 

Chenhui Li, Weiguang Chen, Meng Li, Qiang Sun, and Yu Jia, New Journal of 
Physics 17 (5), 053006 (2015) 

Liying Zhang, X.J. Zhao, X.L. Xue, J.L. Shi, C. Li, X. Y. Ren, C.Y. Niu, Yu Jia, 

Z.X. Guo and Shunfang Li,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17, 30270 (2015)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口头报告 李晨辉 博士 
第二次郑州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前

沿物理研讨会 
贾瑜 

2 口头报告 仁晓燕 博士 
第二次郑州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前

沿物理研讨会 
贾瑜 

3 口头报告 周倩 硕士 第十五届中国光伏学术年会 陈永生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

报。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为促进学科发展和交流，充分发挥实验室在人才汇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优势，结合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及运行实际情况，实验室在 2015 年共设置开放

课题 7 项，项目资助主要以免费提供结构与物理性能测试的方式进行，累计资助来自

高校科技人员共 7 人，开放课题研究内容涉及纳米光电材料与器件、多元合金材料的

制备、热电合金及新型纳米发电机的研制等研究领域。课题资助人员主要来自于河南

省本地高校，也包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学者，期间共联合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 篇，开放课题的设置解决了部分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急需，收到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

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CdS/Si-NPA 发

光二极管研究 

免费测

试实验

样品 

李勇 讲师 平顶山学院 2015-2016 

2 

硼掺杂的硫化镉

/Si 纳米孔柱阵

列的制备与光电

特性研究 

免费测

试实验

样品 

闫玲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实验室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马里兰大学、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美国通用汽车

公司、西班牙 Minho 大学、日本工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 14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此外，实验室还同中铝集团郑州研究院、登电集团、商电集团、汉威电子

等单位联合建立了产学研联合基地，有力促进了实验室科研水平的提升和科研成果的生

产转化。 

本年度实验室固定人员先后有 20余人次参加了第二次郑州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前沿

物理研讨会、第一届全国宽禁带半导体学术及应用技术会议、第十五届中国光伏学术年

会、第七届全国 ZnO 学术会议、中国物理学会秋季学术会议（每年一次）等在内的高

水平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共有 9 人次在国外讲学或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通过上述学

术交流活动，实验室人员在展示自身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拉近了和国内外同行的交流空

间。 

依据《河南省材料物理实验室开放研究课题基金申请办法》，实验室结合相关研究

方向，本年度年共设置开放研究课题 7 项，资助形式主要是为受资助者提供免费测试/

免费试用计算机工作站。开放课题的设置解决了部分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急需，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材料物理教育部重点建有自己的网站（http://www5.zzu.edu.cn/zmpl），主要

包括通知公告、研究成果展示、科研团队介绍、仪器设备介绍及对外服务、及人

才招聘等栏目。通过实时更新相关信息，为外部人员了解实验室状况提供了有效

的通道。 

为培养中学生科研兴趣、普及科学知识，通过预约协商，实验室本年度举办

了郑州市中学生科普教育参观活动，有相关项目或者大型仪器设备的主管老师结

合基础科学研究进行了讲座或讲解。此外，实验室固定人员中有多名老师通过河

南省科学技术协会、郑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河南省物理学会组织，参与了科普报

告以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生物理竞赛等指导以及评审、评卷工作，为科

学技术的传播以及全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邹广田 男 
教授 

院士 
78 吉林大学 否 

2 霍裕平 男 
教授 

院士 
79 郑州大学 否 

3 顾松青 男 
教授 

院士 
70 中国铝业公司 否 



 

 

4 王牧 男 教授 57 南京大学 否 

5 陈乾旺 男 教授 5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否 

6 张振宇 男 教授 5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否 

7 谢敬佩 男 教授 59 河南科技大学 否 

8 关绍康 男 教授 54 郑州大学 否 

9 曹少魁 男 教授 56 郑州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

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由于准备 2015 年材料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五年评估工作，本年度没有

召开学术委员会。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

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

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本年度，依托单位郑州大学通过三期“211 工程”项目和郑州大学材料物理

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等提供了近 1000 万元的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充分保

证了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维护、升级及正常运转需要。实验室集中位于

郑州大学南校区 23 号楼（1-3 层）和 6 号楼，实验室总面积达到 5000 平方米，

具备很好的科研环境。同时，学校还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研究生

培养指标、自主研究选题等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优先支持。此外，郑州大学学科与

重点建设处起到了很好的指导、监督作用，定期对材料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进

行年度考核和指导。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

级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1、仪器设备配置、开放共享情况 

2015 年购置新设备总计约 2422 万元，除透射电镜、综合物理性能测试系统、

高温高压炉和微波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等设备还在调试之外，其余设备均验收完

毕并投入使用。目前实验室投入运行的大型设备（价值超过 50 万元）26 台/套，

均运转正常。设备在满足本实验室科研任务之外，每年承担对外测试任务，以达

到资源的合理共享。如扫描电镜 2015 年开放机时为 3000 小时，其中 2600 小时

用于校内共享，400 小时向校外科研单位进行开放；为了更好的进行资源共享，

目前实验室正在研究将内部大型测试设备加入郑州大学测试管理平台进行统一

管理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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