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材料学院各课题组介绍 

  

导师 课题组介绍 

储成林 
董寅生（停招） 

郭超 
黄志海 

韩林原（暂不招生） 

本课题组主要从事生物医学材料、功能金属材料、材料先进加工制备技术等方向的研究，主持或参与

承担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国家 863 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面上和青年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江苏省重大成果转化项目、江苏省重点研发项目、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以及

国际合作等项目。开展材料学科前沿交叉学科研究的同时，注重面向工程应用实践。主要研究内容： 
1、医用镁合金、钛合金及其表面工程与医疗器械 
2、骨修复用复合生物材料及计算模拟仿真、生物源性遗态骨修复材料研究 
3、纳米生物材料先进制备技术及其抗菌、诊疗、成像应用 
4、常温液态金属生物医学材料 
5、形状记忆合金及其医学、驱动器件应用研究 

联系方式： 
储成林：clchu@seu.edu.cn，http://seu.teacher.360eol.com/teacherBasic/preview?teacherType=&teacherId=10609 
郭超：guoseu@seu.edu.cn，http://seu.teacher.360eol.com/teacherBasic/preview?teacherId=10662 
黄志海：huangzhihai@seu.edu.cn，http://seu.teacher.360eol.com/teacherBasic/preview?teacherId=9436 

张友法 
余新泉（停招） 
陈锋（停招） 

本课题组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应用为导向的先进表界面功能材料研究，为新能源、信息电子、热管理、双碳、

环保以及国防军工等相关产业或行业的卡脖子难题提供解决方案。负责人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

者，国际仿生工程学会青年委员，EI 期刊《表面技术》编委，SCI 期刊《Nanomaterials》（IF：5.719）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IF：6.208）客座编辑。曾获得华为公司“紫金青年学者”和江

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等荣誉称号，还获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基础研究二等奖、华为公司“火



花奖”和中国金茂集团“高校创新大赛”特等奖等奖项。与中国航发、航天科工以及中石化、华为、海尔、

海信、博西华、蔚来、德国肖特等开展了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已有多个技术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课题组专用实验室拥有 50 多台套专用精密设备，并与校外多个企业共建研究生工作站和实践基地，充分

保障日常研究工作。硕士生在课题组主要开展具有明确应用背景的技术研究，能充分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

思路和能力，就业时深受用人单位欢迎。毕业生就业单位集中在长三角和广深地区，主要单位是名校选调

生、欧美外企、大型央企、高科技民营企业（华为、华虹等）。近三年来硕士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

半导体和生物医药领域。 
今年课题组招生 3 人，欢迎具有材料、电子、物理、机械、化学和生物医学等专业背景的同学报考。 
主要研究方向： 

1、 碳捕获材料和碳转化技术 
2、 透明基材用自洁防污涂层 
3、 热控涂层与薄膜 
4、 环境材料表界面改性 
5、 国防军工用超疏水涂层 

联系电话：18115166661（张友法） 

蒋建清 
方峰 
董岩 
邵起越 
涂益友 
曾宇乔 
张旭海 

蒋建清教授课题组（东南大学先进材料研究中心）由多名教授、副教授组成，多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江苏省333 工程、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江苏省优秀青年基金资助。课题组成员担任国际期刊

Mater. Sci. Eng. A 编辑，J. Iron Steel Res. Int.、《钢铁研究学报》、《功能材料》等学术期刊编委。 
课题组承担国家863 计划、国家973 前期研究专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

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100 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15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00 余项；

近五年在Adv. Mater.、Acta Mater.、Appl. Catal. B、 Adv. Opt. Mater.、ACS Nano、Small等期刊上发表论

文100 余篇。 



周雪峰 
周立初 

课题组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日本东北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丹麦科技大学、波兰

国家核科学研究中心、美国西南研究院等国外知名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与宝钢金属、

江苏沙钢集团、兴澄特钢、江苏天工集团、江苏博睿光电、江苏常铝铝业等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紧密

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为同学的发展提供高起点。毕业生中有留学国外知名高校和国内深造，也有在国内高

校及宝钢、华为、台积电、中芯国际、中兴通讯、博世等知名企业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有： 
1） 高性能结构材料：金属丝材的形变与强化，金属材料的相变与微结构调控，高导电/导热金属材料，纳

米复合涂层材料 
2） 光功能材料：半导体照明用荧光材料，上转换发光纳米晶，微纳米粉体制备 
3） 催化材料：纳米多孔金属，光催化材料，电催化材料，功能薄膜材料 

欢迎具有材料、物理、化学、力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同学报考，成为课题组大家庭的一员！ 
 

联系方式： 
课题组网站：https://smse.seu.edu.cn/jjq 
张旭海：zhangxuhai@seu.edu.cn；电话：18914484932 
涂益友：tuyiyou@seu.edu.cn； 
董岩：dongyan@seu.edu.cn； 
方峰：fangfeng@seu.edu.cn 
邵起越：qiyueshao@seu.edu.cn 
曾宇乔：zyuqiao@seu.edu.cn 
周雪峰：xuefengzhou@seu.edu.cn 
周立初：liczh@seu.edu.cn； 
 



庞超明 
张萍 

（张萍暂不招生） 

课题组多年来一直从事先进土木工程材料、节能保温围护结构与建筑工业化用材料的设计、理论、制

备与应用研究,与工程实践与应用结合紧密。主要研究方向为：各种先进特种水泥基复合材料技术的研究，

如高延性纤维增强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等的制备、性能、应用技术、微结构的演化、现场质量控制等方

面研究；智能与功能材料的研究，如功能性轻集料的研究，基于性能要求的轻质墙材的制备与应用研究等，

多孔材料如发泡和无砂水泥基材料的研究,墙体保温材料的研发等；新型测试方法的研究与相应测试仪器

开发，如混凝土工作性的测试系统的研发、混凝土组分的图像识别、X-CT 的图像处理技术与设备的应用技

术等。 
课题组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国家重点研发子题 1 项、973 三级子课题 1

项，核工业部项目 3 项，工程项目和企业合作项目 20 余项。课题组与工程单位和企业紧密结合，参与了

众多重大工程高性能混凝土项目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奖励和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在研项目主要有关于水

泥中重金属净化处理的国家重大项目子题和关于特种混凝土的制备、炉底渣资源再利用、相变功能集料的

制备与应用、仿木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等工程项目。 
欢迎具有无机非金属材料、土木工程、力学、化学、自动控制、图像识别或物理等背景的本科生优秀

报考，可资助学习成绩优良、助研工作努力、动手能力强的相对贫困的硕士生。 
联系方式: pangchao@seu.edu.cn,微信同电话：13815885884. 

高建明（停招） 
刘诚 

课题组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多项国家“863 计划”、 国家“973 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江苏省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部省级科研项目，并获得国家发明奖三等奖、部省级科技进

步一、二等奖四项。 
在国际期刊《Cement and Concrete Research》、《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等权威刊物、国内核心期刊及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研究论文 100 多篇、获授权

发明专利 15 项。编制出版“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等六部。 

目前承担国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省经信委及交通厅科研项



目，同时课题组还与国内大型企业如建华管桩集团、江苏正方园建设集团、南京交通集团等合作开展研究

工作。 
本课题组研究内容紧贴学科发展前沿和行业的实际需求，研究成果可快速实现转化，欢迎同学们加入

本课题组。专业背景不限。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 
1）生态与环境材料 
2）高性能混凝土耐久性与寿命预测 
3）现代混凝土制品制备技术 
4）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基础理论与技术 
5）新型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 
6）超高强水泥基材料制造技术与应用 
联系方式： 
高建明：13505185020，jmgao@seu.edu.cn 
刘  诚：18551630115，101013123@seu.edu.cn 
 

廖恒成（暂不招生） 
陆韬（暂不招生）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省重点研发计划、省自然科学基金、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及大量的企业合作项

目。 
目前正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 1 项、省重点研发项目子任务 1 项、企业合作开发项目 3 项。 
课题组发表学术论文 25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件。 
课题组具有自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了完善的激励机制。 
主要研究方向： 
(1) 高强高韧铝合金、导热/耐热铝合金的成分-组织-性能设计及制备技术 



(2) 高强度钢铁材料制备新技术 
(3) 高熵合金/化合物制备与 3D 打印成形新技术 
联系方式：hengchengliao@seu.edu.cn。电话：13951696756 

钱春香 
李敏 
王瑞兴 

武胜萍（暂不招生） 
王修田（暂不招生） 

     
钱春香教授       李敏教授        王瑞兴博士     武胜萍工程师 

 
钱春香，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入选全球学者学术影响力排行版。 
李敏教授，青年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入选全球学者学术影响力

排行榜。 
王瑞兴，博士、副教授、美国 UCDavis 高级访问学者。 
武胜萍，工程师。 
王修田，工程师。 
东南大学绿色建材与固碳利用研究中心是江苏省六大行业高峰人才创新团队，迄今已培养博士和硕士

毕业研究生 120 余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 25 人，曾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人、东南大学优秀博士

和硕士学位论文 5 人。毕业生分别在材料、环境、化工、交通、土建等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市

场推广等工作。 
目前主持“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低环境负荷高性能胶凝材料关键制备技术和示范应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绿色建筑和智能制造的结构-功能一体化水泥基复合材料”、重点工程科技攻

关项目“南京江北国家级新区超大型地下空间高性能混凝土研究与应用”、“京津冀重点高铁客站关键建造

技术”，以及大型企业成果转化项目“混凝土自修复剂产业化”“水泥窑尾 CO2 中和利用”等。 
迄今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70 多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和重要国际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400 余篇，出版著

作教材 6 部、主编行业和地方标准 6 部。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京雄高铁雄安站、京沈高铁北京朝阳站、

京张高铁、沪杭高铁、南京长江隧道、南京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苏州独墅湖隧道、无锡蠡湖隧道、

苏通长江大桥、安庆长江大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南京地铁一号线、宁句轨道交通工程等。 
由团队主持的“混凝土裂缝分龄期防治新技术与应用”获得 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2012 年度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参与的“高水压浅覆土复杂地形地质超大直径长江盾构隧道成套工程技术”项目获

2013 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1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主持的“生态环保微生物矿化建筑

材料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获 2017 年度中国建材科技奖技术发明一等奖，主持的“微生物矿化技术及在土

木与环境工程中应用”成果获 2020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在国际合作方面，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Davis 分校、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比利

时根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瑞士 Sika 集团等国际

著名高校和企业建立了长期深入的合作关系。 
研究方向为： 
1、相变储热节能材料 
2、能源材料 
3、高性能保温材料、多孔材料、节能智能型材料 
4、功能材料，有机-无机复合材料 
5、结构-功能一体化水泥基复合材料（含清水混凝土、自保温材料、透光混凝土等） 
6、高性能混凝土和自修复混凝土 
7、二氧化碳封存、中和利用与固碳胶凝材料 



8、环境治理材料与微生物技术 
 
各方向同学均可报考本课题组： 
1、钱春香，13505162115，cxqian@seu.edu.cn 
2、李  敏（研究方向 1~5） ，13675134615（微信手机同号)，邮箱：limin.li@163.com。  
3、王瑞兴，13851781398 

张法明  
（2024 年招收 3 名硕士

生） 

研究方向为 (1)高熵合金/钛合金复合材料及其航天应用； (2) 仿生结构双金属复合材料及其国防应

用；(3) 高熵陶瓷粉末、块体、涂层与功能性能; (4) 材料快速成型新技术：激光 3D 打印技术、放电等离

子烧结技术。  

课题组面向航天国防的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国内外市场需求。研究金属复合材料，

超高纯溅射靶材新材料，粉体工程材料的快速成型新技术（等离子烧结、激光 3D 打印）及其结构、功能、

智能一体化。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装备部预研教育部联合基金-一般项目，国家与江苏

省多项课题，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专利 10 余项。目前团队也承担着南京市的创业项目，课题组研

发的多种材料已经进入了国内外市场。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多名获得国家奖学金或一等奖学金，就业在德资、

美资外企、台资企业或央企，就业非常好。欢迎在材料学、材料加工、材料物理化学等学科具有良好专业

素质的同学报考硕士研究生，成就梦想。 联系方式： 张法明：fmzhang@seu.edu.cn；15951075439 (微信

号) 

王继刚 
刘玉付 

近年来，课题组面向航空航天、土木工程、能源、交通、通信等行业的国家重大高新技术需求，注重

跨课题组的横向联合，并通过与电子学院、物理系、土木学院、信息学院等院系的协作，积极拓展研究领

域，先后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教育部博士点

基金(博导类)、科技支撑、以及国防预研等项目，重点针对先进陶瓷、复合材料等的制备与性能研究等，



开展了积极活跃的研究活动。 
主要的招生方向或领域如下： 
(1) 多功能涂层和薄膜：研究用于多种基体材料（金属合金、高分子和陶瓷等）的耐腐蚀、耐高温、

耐磨损、特种波段无线通信和红外信号处理的涂层和薄膜技术。 
(2) 纳米功能陶瓷：利用高能微波诱导等离子体，SiC 纳米线、掺杂石墨烯、类石墨烯氮化碳纳米片等

纳米功能陶瓷，并考察和评价产物的光致发光、电磁屏蔽、场发射等功能特性。 
(3) 复合材料：玄武岩纤维、碳纤维、碳化硅等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或改性研究。 
(4) 高分子材料的改性研究：以有机合成树脂为前驱体，重点针对有机合成树脂的高温热解，及向结

构或功能陶瓷的结构转化与性能演变等。 
课题组毕业生去向为知名企业（华为等内企、德、美和法等外企）等，欢迎在材料学、材料加工、材

料化学、应用物理等学科具有良好专业素质的同学报考硕士与博士研究生。 

陈惠苏 

本课题组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中石油项目 1 项；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

括中英国际合作项目、重点、面上和青年）项目、973 计划二级课题、铁道部科技司项目、教育部博士点

基金项目、防护工程项目等 10 多项。现任《硅酸盐学报》第六/七/八届编委（2011-至今）、Materials: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Section 编委、Frontier in Materials: Structural Materials(2015-)和 Journal 
of Kind Saud University-Engineering Sciences（2014-）副主编，>40 个 SCI 国际期刊审稿人。发表 SCI 收录

期刊论文 100 余篇，引用 4500 余次，H 因子 37。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3 项，授权发明专利 8 项。目前主要研究兴趣和方向为： 
低碳胶凝材料水化和侵蚀反应热力学和动力学模拟； 
基于非球形颗粒堆积的水泥基复合材料多尺度建模； 
非饱和多孔介质反应传输建模； 
油井水泥性能劣化的热力学机理及优化设计； 



高性能建筑调湿材料开发与应用； 
三维织物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开发与应用； 
热诚欢迎材料、统计物理、流体力学、固体力学、水泥化学、地球化学、几何概率、结构工程等专业

背景的学生加盟。详见材料学院本人网页 http://smse.seu.edu.cn/或 http://researchgate.net 或谷歌学术, 联
系电话：13270890362; 微信号:q_q057942; Email: chenhs@seu.edu.cn 

郭新立 
张耀 

 

课题组指导老师具有长期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主要从事新能源及催化材料、纳米材料和新型碳功能

材料的研究。承担有国家重大纳米科技专项子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点项目子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山西省重大科技专项、江苏省双创人才基金、中科院国际合作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等。与日本国家材料研究所、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

研机构以及国内锂电和纳米材料等龙头企业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为学生提供深造和发展的机会。课题组

气氛融洽，团结、自由、合作，鼓励创新，尊重每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 
石墨烯及其复合材料，新能源及催化材料，储氢材料，低维纳米材料，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 
固体电解质材料。 
热诚欢迎具有材料、物理、化学和电子等专业背景的有志青年加盟。 
联系方式：张耀研究员 zhangyao@seu.edu.cn， 13851603825，

http://smse.seu.edu.cn/2013/0325/c2590a83612/page.htm；  
郭新立教授：guo.xinli@seu.edu.cn， 15295580496，
http://smse.seu.edu.cn/2009/1205/c2590a83577/page.htm 



陶立 
朱蓓蓓 
林惠文 
任元 

（朱蓓蓓暂不招生） 

本课题组研究领域包括二维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微系统及纳米工程在半导体、大健康和新能环上的

应用。主要研究方向： 
1. 低维半导体材料及其新原理微纳器件（陶 立 tao@seu.edu.cn） 
2. 多功能可穿戴移动通信及大健康技术（陶 立 tao@seu.edu.cn） 
3. 纳米材料与结构的光热电物理及化学（朱蓓蓓 101012333@seu.edu.cn、林惠文 linh@seu.edu.cn、任

元 renyuan@seu.edu.cn） 
热诚欢迎具有材料、电子、物理、机械、化学和生物医学等专业背景的同学报考博士及硕士研究生。 

毕业生大部分进入欧美名校（Rice、Northwestern、UT Austin、UCLA 等）或国内顶尖学府及机构（清华、

复旦、中科院等）深造，其余进入华为、中兴、荣耀、Vivo 等名企或政府机关（选调生）。 
课题组负责人陶立为国家海外高层次引进青年人才、东南大学青年首席教授，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培育等科研项目和课题。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意大利国家纳米标准

局等国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保持长期科研合作。发表 SCI 论文 60 篇，包括 Nature Nanotech.、Chem. Soc. 
Rev.、Adv. Funct. Mat.、ACS Nano（9 篇）、IEEE-TED 等；引用 5000 次，高被引 7 篇。主编 Elsevier 英
文专著与国家材料学科教执委规划教材等。但任国际学术期刊副主编、IEEE NTC、中国材料学会青委会

等国内外学会职务 5 项。 
朱蓓蓓，研究方向：氧化物陶瓷以及合金半导体的电子传输和声子传输性能 

林惠文，研究方向：硅基光电催化太阳能转化、低维半导体基光催化、二维金属硫属化物助催化剂 

任元，研究方向：嵌段共聚物和多金属氧酸盐自组装、有序介孔材料与二维纳米材料及其气体光电传

感器 
 
课题组网页：https://smse.seu.edu.cn/2dnano/ 
课题组微信公众号：gh_1d42865d7605 



薛烽 
周健 
白晶 
王成 

本课题组主要研究领域为先进金属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装备，得到国家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重

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产业化专项等省部级以上项目的支持。 
2021 年拟在统考生中招录硕士研究生的具体方向包括： 
Ø 新型镁合金材料与应用（用于汽车及医用领域） 
Ø 高强韧变形铝合金材料及表面功能化处理（用于电子、汽车及食品等领域） 
Ø 电子封装材料及 3D 打印技术（用于电子领域） 
Ø 苛刻环境用金属材料的增材制造及装备（用于航天、船舶、车辆、机械、能源及医用领域） 

张亚梅 

陈春 

王伟 

陈宇 

本课题组长期从事土木工程材料的基础、应用基础及开发应用研究，拥有南京市新型研发机构“南京

绿色增材智造研究院”，东南大学-华润水泥联合研发中心执行主任，入选南京“科技顶尖专家聚集计划”

人才计划，2015 年获得东南大学“十佳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称号。团队是国际建材领导企业 Holcim

（豪瑞）集团的官方学术合作伙伴。指导老师在国内外多个学术机构兼职，包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兼职教授、中国硅酸盐学会固废与生态材料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硅酸盐学会固废分会 3D 打印学术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再生混凝土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制混凝土构件

分会专家委员和 3D 打印分会专家委员，RILEM（国际材料与结构研究实验联合会 International Union of 

Laboratories and Experts i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Systems and Structures） RCA TC 副主席，

RILEM 中国召集人， RILEM TC“Assessment of Addi-tively Manufactured Concrete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等委员；担任国际期刊 Journal of 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 等 副主编。负责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973 项目子题、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题、

重大工程技术攻关项目及企业合作项目等 60 多项；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华夏建设科技一等奖、

建材联合会二等奖等；拥有国家发明专利 30 多件，主编行业协会标准 4 部，参编国家及行业标准等 10 

多部。 



研究方向：水泥基复合材料、低碳材料 3D 打印、低碳及负碳建材等。 

联系方式： 

张亚梅 Email: ymzhang@seu.edu.cn， 微信/手机号：13815873805 

陈 春 Email: 101005550@seu.edu.cn， 手机号：13951847515 

王 伟 Email: wang-wei@seu.edu.cn，手机号：19850946090 

陈 宇 Email：y_chen@seu.edu.cn，手机号：19004393771 

孙正明 

张培根 

章炜 

潘龙 

何炜 

阮秋实 

水涛 

王雪思 

课题组指导老师具有陶瓷材料、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半导体材料、纳米材料及复合材料的学科背

景，在欧洲、美国、澳洲、加拿大及日本等地有长期科研与教学经历。课题组研究工作获得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国家级人才项目、江苏省“双创团队”项目

与“双创博士”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与青年项目、以及国内外企业合作项目等支持。近两年，

课题组在 Adv. Mater., Adv. Func. Mater., Acta Mater.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 

 
课题组研究方向涵盖功能材料与结构材料的基础与应用，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一、先端结构材料 

1. 金属陶瓷材料 MAX 相的基础研究与应用探索 

2. 核聚变堆超导导体材料 

3. 材料表面防护与表征 

二、能源、电子材料与器件 

1. 电触头材料的制备技术与应用 

2. 金属晶须自发生长现象及机理研究 

3. 电子封装材料中晶须问题的研究 

4. 二维层状 MXene 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5. 电化学储能材料与器件，包括锂电、锂硫、钠电、锌电 

6. （光、电）催化材料与器件的设计与机理分析 

7. 水凝胶材料的制备与柔性器件 



8. 生物质基储能材料开发 

三、计算材料学 

1. 第一性原理计算 

2. 分子动力学模拟 

3. 有限元分析 

 
欢迎材料、应用物理、化工、材料模拟等专业背景的学生，以及有志于材料研究与开发的基础学科领

域（如物理、化学）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报考硕士生、博士生。 

 

课题组网页：https://smse.seu.edu.cn/sun/main.htm 

课题组公众号：  

 

联系方式： 

孙正明教授 zmsun@seu.edu.cn; 

张培根副教授 zhpeigen@seu.edu.cn; 

章炜副教授 w69zhang@seu.edu.cn； 

何炜副研究员 weih@seu.edu.cn； 



潘龙副研究员 panlong@seu.edu.cn 
阮秋实讲师 ruanqs@seu.edu.cn 
水涛副研究员 tshui@seu.edu.cn 
王雪思研究员 wangxuesi@hotmail.com 

万克树 

本课题组在射线成像及图像处理、材料变形、建筑材料领域有长期积累。主持或参与承担过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子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子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

金，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东南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等项目。至今已在 APL、JAP、MC、CCR、CCC、CBM、

中国科学等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 
具体研究方向包括：（a）材料微结构量化,（b）材料在力学、温度、湿度、化学作用下的三维全场变形、

开裂、损伤,（c）水泥基材料干缩机理，（d）水泥基材料内养护机理与变形调控。 
欢迎善思考、肯钻研、有学术追求或人生目标的学生加入；数学、物理、力学背景且对材料学感兴趣的学

生；了解数字图像处理、喜欢程序的学生；土木工程材料方向且对其感兴趣的学生。本课题组在射线成像、

数字图像处理等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实验条件和工作基础，让研究生可以较快的进入研究状态。 
详情见学校网站 http://smse.seu.edu.cn/2009/1207/c2590a83588/page.htm。 
联系方式：keshuwan@seu.edu.cn  

沈宝龙  

罗强   

贾喆   

王倩倩  

范星都 

郭志君 

铁磁性无序合金课题组包括 3 名教授与 3 名副教授，其中国家杰青 1 人、洪堡学者 1 人、国家海外优

青 1 人、江苏省双创博士 3 人。课题组教师担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凝固分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材料学会副

理事长。课题组教师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及香港等地有长期科研与教学经历，与国内外

多个课题组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本课题组开展铁磁性无序合金结构与软磁、力学、磁热、催化性能相关研究，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民用及军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近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



点（2 项）、海外优青、面上、青年），军委科技委项目（前沿探索、基础加强计划重点基础研究项目课

题），国防科工局军品配套科研项目课题，江苏省项目（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以及企业横向合作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总经费达 5000 万元。研究经费充足，

实验手段齐全。 
近五年在 Advanced Materials、Materials Today、Nano letters、Materials Research Letters、Materials Today 

Nano、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Small、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Nano Research、Corrosion 
Science、Scripta Materialia、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ACS Materials Letters 等学术期刊

发表高水平论文多篇。 
毕业生去向包括科研机构（东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河海

大学、中北大学、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等高校或研究所）以及知名企业（华为、中兴、台积电、大

疆等企业）。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 软磁非晶纳米晶合金研究与应用 

（1）超低损耗高饱和磁感软磁非晶/纳米晶合金研究 
（2）纳米晶超薄带高频软磁性能开发与应用 
（3）精细球形软磁非晶粉末与磁粉芯研发 

2. 高性能磁制冷材料设计 
（1）低温制冷大磁熵变低磁滞稀土基非晶合金研究 
（2）近室温大磁熵变过渡族高熵合金磁制冷性能研究 
（3）稀土基非晶合金形成能力研究 

3. 新型铁磁性非晶合金/高熵合金催化性能研究 



（1）铁磁性非晶合金/高熵合金电解水催化性能研究 
（2）铁磁性非晶合金/高熵合金环境水处理催化性能研究 
（3）其他清洁能源转换催化材料探索（CO2还原，氧还原等） 

4. 超高温高熵合金探索、制备及相关性能研究 
（1）超高温高熵合金设计与制备 
（2）超高温高熵合金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研究 
（3）超高温高熵合金抗高温氧化涂层设计与制备 

5. 生物医用高熵合金的制备及相关性能研究 
欢迎同学们了解和报考本组，更多信息详见学院及课题组主页：https://smse.seu.edu.cn/mmlab/main.htm 

丁 辉（停招） 
戴 挺 
晏井利 

陆 韬（暂不招生） 
孙一苇 

 
 
 

课题组紧密围绕国家在能源电力、智能制造、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重点在关键部

件的新材料开发、增材制造、质量控制以及智能无损检测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承担的课题包括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成果转化、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等以及中核、中广核、重燃、国家

电网等企业合作课题。与美国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普渡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国际著名大

学以及 AO Smith、CompuTherm、Emerson 等国际公司有学术合作关系。 
课题组创建了东南大学增材制造实验室，作为第 1 获奖人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科学技术

一等奖等科技奖。发表论文 80 多篇，专利 180 多项。 
  

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为： 
1）金属增材制造； 
2）先进金属材料设计及智能制造； 
3）结构材料损伤评估与智能无损检测技术； 



4）多场耦合作用下材料损伤机理及多尺度数值模拟。 
研究团队学术严谨，导师指导力量强且富于亲和力，科研经费充足，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对发表论文

和专利的同学有丰厚奖励。欢迎立志服务于能源电力、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行业，具备从事材料工程应用

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的同学加入本课题组。工程应用技术开发涉及多学科交叉技术，具有数学、物理、力

学或自动控制背景的同学同样被欢迎加盟。 
联系方式： 
晏井利：jlyan@seu.edu.cn, 18018031515 
戴挺： daiting@seu.edu.cn, 13913857816 
孙一苇：sunyiwei@seu.edu.cn 

缪昌文（院士） 
佘伟 
冯攀 
周扬 
左文强 

课题组目前承担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支撑项目及重大工程研究项

目多项。成果应用于长江三峡、京沪高铁、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20 余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0 余项；课题组成员获何

梁何利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等荣誉；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青、万人计划、国家优青等。在江苏建科院建有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配备了一流

的科研条件，致力于混凝土材料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应用。 
课题组有着悠久的国际合作历史，与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长期与美国伯克利大学（UC, Berkeley），

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瑞士联

邦材料试验和科研研究所（EMPA），丹麦技术大学（DUT），比利时根特大学（UGent），荷兰代尔夫特

理工大学（TU Delft），法国国立路桥大学（ENPC）等世界知名院校及研究机构保持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课题组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Materials Horizons>,<Cement and 



Concrete Research>, <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等业内顶级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课题组长期从事材料科学、力学、物理、化学等跨学科前沿科学的研究，并致力于将理论研究成果与

实际工程相结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先进土木工程材料； 
（2）先进建筑化学功能材料； 
（3）先进聚合物/水泥基胶凝材料; 

（4）结构储能材料； 

（5）新型功能聚合物涂料及其混凝土表层防护; 

（6）混凝土流变理论及性能调控关键技术； 

（7）混凝土耐久性及提升关键技术； 

（8）混凝土微结构调控关键技术; 
（9）固废资源化利用与环境治理材料; 
（11）材料多尺度模拟。 

欢迎具有材料、化学（无机化学或有机化学均可）、力学等专业背景的同学报考。 
课题组学生出国率大于 95%。 

邮箱： 
weishe@seu.edu.cn、15852939139（佘伟）, 
pan.feng@seu.edu.cn、15050547020（冯攀）， 
tomaszy@seu.edu.cn, 15298353058 (周扬) 
wenqiangzuo@seu.edu.cn, 15105198319(左文强) 
网页：http://smse.seu.edu.cn/ 

刘加平（院士）         课题组从事先进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的研究与应用工作，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核心功能材料



胡张莉 
汤金辉 
滕乐 

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成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973”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项目，以及重大工程研究项目等 50 余项。成果成

功应用于京沪高铁、港珠澳大桥、太湖隧道、上海地铁、向家坝水电站、田湾核电站等 100 余项重大工

程;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155 件，其中国(境)外专利 
8 件，中国专利银奖 1 件、优秀奖 5 件;软件著作权 8 项;主/参编标准 17 项。  
    课题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英国混凝土

学会会 士，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杰出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和中国

青年科技奖等荣誉。兼任国际材料与结构实验研究联合会(RILEM)混凝土可控膨胀技术委员会主席，中国

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CECS)副理事长，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副会长，全国混凝土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课题组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外合作，为培养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氛围。长期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OSU)、密苏里科技大学(MST)，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丹麦技术大学

(DUT)，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TU Delft)，瑞士联邦材料试验和科研研究所(EMPA)，新加坡国立大学(NUS)
等世界知名院校及研究机构保持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与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

平台共享一流的科研设施，致力于混凝土材料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应用。  
     课题组在《Engineering》、《Cement and Concrete Research》、《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

《Chemical Geology》、《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Materials and Structures》、《硅酸盐学报》、

《土木工程学报》等业内顶级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课题组长期从事材料学、力学、化学、人工智能等跨学科前沿科学的研究，并致力于将理论研究成

果与实际工程相结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 绿色低碳工程材料 
     (2) 现代混凝土收缩理论与裂缝控制关键技术 



     (3) 水泥基材料流变机理和调控关键技术 
     (4) 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基本理论与制备关键技术 
     (5) 水工混凝土耐久性劣化机制与提升关键技术 
     (6) 复杂水泥基材料水化微结构演变及跨尺度模拟理论 
     (7) 原位增韧、纳米增强、水化历程调控等功能性材料  
     (8) 人工智能驱动结构及功能性材料设计与研发 
       欢迎具有材料、结构工程、化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同学报考。 
     邮箱:101011659@seu.edu.cn(刘加平); zhanglihu@seu.edu.cn(胡张莉); 101012824@seu.edu.cn(汤金

辉) ；101013637@seu.edu.cn (滕乐) 

蒋金洋 
刘志勇 
芦泽宇 
张嘉文 
戎志丹 
林均霖 
王凤娟 

王立国(博士后) 
冯滔滔(博士后) 

课题组长期专注于先进土木工程超材料、混凝土多尺度多因素耐久性理论、超长寿命钢筋混凝土的主

动抗裂和耐蚀机制、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的低碳化设计理论与调控方法、防核泄漏牺牲混凝土制备原理和

设计方法等领域研究，并取得了重要创新成果。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重大军工专项、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战略性创新合作专项(港澳台)等国

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30 余项，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一、二等奖。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国防建设、京

沪高铁、青连高铁、台山核电、哈大高铁、哈齐高铁、青荣高铁、京津地区重点轨道交通等多项国家重大

工程项目。 
课题组常年选派优秀硕士、博士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

学等国际著名大学交流学习以及联合培养。课题组长期从事土木工程、化学、数学、物理、力学、计算机

等多学科前沿科学研究，并致力于理论成果的工程转化，欢迎有相关背景和报考意向的同学加入本团队。 
本课题组目前主要研究方向:(1)先进土木工程超材料制备技术与性能研究；(2)混凝土多尺度多因素耐

久性理论；(3)深海、深地、深空关键材料研发；(4)防核泄漏牺牲混凝土制备与设计；(5)超高性能混凝土

材料的低碳化设计理论与调控方法；(6)川藏高速铁路关键材料研究；(7)国防防护工程材料的抗侵彻与抗



爆炸及其动态效应分析；(8)智能水泥基复合 3D 打印材料的制备技术和功能效应。 
邮箱：jinyangjiang@163.com (蒋金洋)；liuzhiyong0728@163.com(刘志勇)； 
101012819@seu.edu.cn(芦泽宇)； jwzhang@seu.edu.cn(张嘉文)； 
zdrong@seu.edu.cn(戎志丹)；jl_lin@seu.edu.cn (林均霖)；fjwang1118@163.com(王凤娟)； 
wlg_seu@sina.com (王立国)；Taotao_F@126.com(冯滔滔) 

郭丽萍 

课题组长期以来专注于生态型高延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生态纳米材料制备、高铁隧道用纤维混凝土、低碳

胶凝材料、严酷环境下的混凝土耐久性提升技术等研究工作。取得的国际领先水平研究成果已应用于锦屏

水电站坝面、贵广高铁隧道、合福高铁隧道、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等多项国家重点基础工程项目。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973 项目二级课题、铁总重点课题、企业技术研发等 20 项。荣获教育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学会等科技一二等奖 2 项。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出版著

作 2 部，主/参编行业规程 4 部。是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兼任 CCPA 人

力资源委员会副理事长、RILEM 中国分会理事、ACI 中国分会理事、教育部材料类教执委教材工作组成员

等。欢迎立志于国家重大基础工程、双碳材料研发的具有材料、土木工程、化学等专业背景同学报考。 
主要研究方向： 
（1）生态型高延性水泥基复合材料； 
（2）生态纳米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 
（3）高铁隧道用超长寿命结构混凝土； 
（4）严酷环境下混凝土的耐久性与寿命预测； 
（5）固废物再生制备无机超疏水涂层。 
联系方式：guoliping691@163.com，13512524400 



顾星 
范谦 
倪贤锋 

东南大学下一代半导体材料研究所，主要从事宽禁带和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研究，研究的领域包

含射频通讯材料和芯片，新一代电力电子材料和芯片，红绿蓝全色 MicroLED 材料与芯片，以及其他生物

医疗、太赫兹探测等一系列的器件和应用技术。研究所由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与苏州工业园区共同投资

建设，在苏州拥有 5000 平米的半导体超净室及完整的半导体材料制备与测试和芯片加工工艺设备，研究

所与一系列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学校保持紧密合作，在半导体材料、微电子学、固态物理学等领域开展前沿

交叉学科研究的同时，强调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产业化研究，注重研究生在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联合培养，

提供充足的一线产业界实习机会。目前研究所所有研究生都纳入了江苏省集萃研究生体系，并获得由江苏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提供集萃奖学金。研究所的研究内容包括： 
1、下一代半导体的材料生长与表征 
2、基于下一代半导体材料的相关器件（例如高迁移率晶体管、深紫外发光二极管等）的设计与制备 
3、基于下一代半导体材料的相关器件的性能表征与可靠性测试 
4、下一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的产业化 

施锦杰 

本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为钢筋混凝土腐蚀与防护。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面

上基金 1 项，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 1 项，并参与了多项科技部 973 计划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课题组负责人入选东南大学仲英青年学者，华英学者。目前，担任 Corrosion Science, 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 Electrochimica Acta, 复合材料学报, 建筑材料学报，工程力学等五十余个国内外学术期刊的论

文评审专家。在 Corrosion Science 与 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 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了 SCI 论文

58 篇（其中一作 29 篇，通讯 29 篇），EI 论文 18 篇（一作 15 篇，通讯 3 篇），H 因子 28。课题组负责

人 2022 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 
主要招生方向与研究领域为： 
1. 低碳胶凝材料耐久性（土木工程材料方向） 
2. 耐蚀钢筋的耐蚀机理（金属材料方向） 



3. 智能自修复防腐体系（高分子材料方向） 
4. 绿色高效钢筋阻锈剂（腐蚀电化学方向） 
热忱欢迎有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结构工程、高分子材料及腐蚀防护等研究背景的同学报考硕士或博士。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携手开展科学研究。 
邮箱：jinjies@126.com；jinjies@seu.edu.cn 手机/微信：13851402735 

陈坚 

田无边 

陶骁 

课题组主要从事材料表界面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与制备，及其在先进装备、能量存储与医疗器械等战略

新兴行业的应用研究。课题组主持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 1 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2 项，江苏省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3 项等，参与江苏省“双创团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英国 EPSRC 和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

项目、智能工厂中心项目等，并与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攻关等项目合作。入选江苏省“六大高峰”人

才。近年来在 Adv. Funct. Mater.、Nano-Micro Lett.、Acta Mater.、J Mater Sci Technol、Scripta Mater.发表研

究论文 100 余篇，申请专 利 19 项，受邀撰写中英文合著 3 章; 担任 Surface Engineering 期刊编委，

中国《表面工程》期刊编委等学 术兼职。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材料表界面“结构与功能”设计及应用研

究:  
1. 气相沉积技术开发与应用; 
2. 等离子体合金化技术开发与应用； 
3. 表界面磨损和磨蚀损伤行为及防护； 
4. 等离子表界面功能化设计及制备； 
5. 碱离子电池、金属电池与混合电容器关键材料设计与器件开发;  
6. 陶瓷基板的表面金属化与封装技术； 
7. 材料表面损伤机理及多尺度数值模拟； 
8. 结构功能一体化 MAX 相材料表界面研究； 

课题组具有自由的学习环境，浓厚的科研氛围，完善的激励机制，欢迎有志于先进材料研究，具有材料、 



物理、化学学习背景的学生报考硕士、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陈坚 j.chen@seu.edu.cn；田无边 wbtian@seu.edu.cn；陶骁 x.tao@seu.edu.cn。 

详情见课题组公众号:    

孙文文 
 

本课题组成立于 2019 年末。课题组负责人，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江苏省双创人才，东南大学

青年首席教授。博士毕业于澳大利亚 Monash 大学，师从金属材料国际顶级科学家 Christopher Hutchinson

教授。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市留学人员科技创新项

目。在 Science, Acta materialia, Scripta Materialia, Corrosion Science 等知名学术期刊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多篇，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 

研究方向主要为面向汽车和航空航天等轻量化重要应用领域中钢铁和铝合金材料的强韧化手段及新型钢

铁材料的开发。 



课题组的研究内容包括： 

1. 利用“化学图案法”开发第三代汽车用先进高强度钢； 

2. 铝合金的室温循环强化； 

3. 钢铁材料的中低温循环强化； 

4. 开发超低碳低合金基于纳米析出相强化的超高强度马氏体时效钢等。 

热忱欢迎对先进金属结构材料研究方向感兴趣，具有材料科学基础学习背景的学生加入课题组。学生从选

题至课题实施，将全程接受课题组负责人一对一指导，从零基础学习与先进钢铁或铝合金的相变和强化原

理相关的各种知识与技能，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联系人孙文文：swwcsu@live.cn, QQ: 873291834 

网页：https://smse.seu.edu.cn/2019/1224/c2590a303688/pagem.psp 

胡林峰 

陈文书（暂不招生） 

本课题组面向国家的双碳战略及新能源发展的重大需求，主要从事新型高安全性离子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的

研究  开发。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 金属离子输运的输运动力学与储能应用  
(2) 多价金属离子电池及其关键材料  
(3) 水系储能器件及其关键材料  
(4) 金属空气电池及其关键材料  
 

课题组负责人为国家级青年人才、江苏省杰青、东南大学青年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六项、省部级项目八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重点专项、国家电网公司

总部科技项目。相关研究结果在 Adv. Mater.、Nature Commun.、Angew. Chem. Int. Ed.等国际权威期刊上

发表论文 100 余篇，被他引 1 万余次。 
欢迎有志于新能源材料的研究开发，具有良好材料、化学、物理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报考。课题组与美

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多个研究小组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为出国交流合作或者继续深造提

供机会。课题组毕业生去向包括出国、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知名企业。 



联系人：胡林峰 教授  
联系方式：linfenghu@seu.edu.cn  
Tel: 13524707968  
网页：https://smse.seu.edu.cn/2021/0313/c2590a364176/page.htm 

范奇 

课题组负责人长期从事能源存储和转化材料以及环境催化材料的设计并积极开拓先进材料的新型合成方

法，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国家重点研发子课题 1项、省人才项目 1项、南京市归国人才项目 1项、

东南大学基础科研项目 1项。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J. Amer.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 PNAS, 

Nat. Comm., EnSM，Appl. Ener., JPS 等国际期刊上，多篇入选高被引论文。课题组和南京大学、浙江

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伯明翰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开展全方位的教学科研合作。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 新型锂（钠，锌）离子电池及液流电池系统的开发（南京市归国人才项目）； 

2. 高性能锂硫电池，锂空气电池及衍生体系的开发和应用（东南大学至善青年学者项目）； 

3. 基于表界面和材料基因工程的高性能电池用催化剂的研发（和南京大学相关课题组合作）； 

4. 柔性电子和能源器件的开发技术（包括 3D 打印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 以新材料为主要支撑的纳米光热系统和环境修复技术（省人才项目,和省太阳能技术中心合作）； 

6. 高性能导热和集热材料的设计和研发（和中国移动合作预研） 

欢迎有志于新型功能材料的研究开发，具有良好材料、化学、计算材料学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报考。 

联系方式：fanqi1984@126.com   Tel: 15850587854 



王增梅 

课题组目前研究方向为低碳绿色材料、压电传感器设计及结构健康监测。指导老师具有长期的海外科

研工作经历，承担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等项

目，获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一等奖等奖项 6 次。与日本国家材料研究所、澳洲卧龙岗大学等国际知名科研

机构和高校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为学生提供深造和发展的机会。课题组毕业生主要在政府机关、华为、

中芯国际等传感器制造产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从事管理、技术研发、教学、科研等工作。 

热诚欢迎具有材料、物理、化学和电子等专业背景的同学报考。 

联系方式：101011338@seu.edu.cn，13951816426（王增梅），

http://smse.seu.edu.cn/2011/0331/c2590a83600/page.htm； 

袁晨晨 

金属玻璃结构无序，展现出高强度、高硬度、低矫顽力、高耐腐蚀性等优异的力学、物理、化学性能，在

高新技术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本课题组主要开展金属玻璃加工、成型机理及功能应用研究。课题组负

责人在《Physics Review Letters》、《Materials Today》、《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cta 

Materialia》、《Corrosion science》、《Physics Review B》、《Applied Physics Letters》等权威

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做邀请/口头报告近 30 次，参与组织学术会议 5次，

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军委科技委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

重点研发计划等，2020 年获东南大学“至善学者（A 类）”人才项目资助，曾担任《Materials Today 

Advances》、《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Frontiers in Materials》、《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A》、《Journal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等传统材料、物理国际期刊

审稿人，2021 年获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颁发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并受邀担任《Materials》期刊金属与

合金专题编辑。曾获德国 DAAD 项目、国家“香江学者计划”资助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德国宇航中心、

香港城市大学、中科院物理所等国内外科研机构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为有志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



/学者提供交流合作、继续深造的平台。 

研究方向： 

1、 金属玻璃机械超声振动微纳成型机理 

2、 亚稳态合金的降解、催化机理 

3、 稀土基高熵金属玻璃的磁致冷效应 

4、 金属玻璃复合柔性电容器 

志存高远,勤勉笃行！欢迎同学们报考本组，交流切磋，一起在科研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扬帆远航，更多

信息详见学院主页：https://smse.seu.edu.cn/2016/0316/c2590a152707/page.htm 

联系人：袁晨晨 

联系方式：yuancc@seu.edu.cn；Tel: 13270898639 

冉千平 
王泓民 
董磊 

本课题组立足化学、材料与工程多学科交叉，长期围绕先进工程功能材料设计、制备与应用开展系统

研究，致力于为重大工程耐久长寿、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材料解决方案。团队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家 “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国家青年人才计划 1 人、江苏省双创人才 1 人、博士后 2 人

组成。 

课题组主持完成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 973 计划前期研究专项、

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研究成果应用于田湾核电、京沪高铁、三峡大坝、港

珠澳跨海大桥、印尼雅万高铁、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等重大工程。累计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 

课题组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外合作，为培养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与美国耶鲁大学（Yale），美国克



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日本东京工业大学（Tokyo Tech），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等世界知名院校研究机构保持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可

共享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设施和实验场所。 

课题组成员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Angewandte Chemie、Advanced Materials、ACS Nano、Energy 

Storage Materials、Cement and Concrete Research、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等顶尖期刊发表 100 余篇学术论文；成果被《自然》、《科

学》等杂志亮点介绍，并被知名国外媒体如 CNN、BBC、泰晤士报等报道。 

本课题组目前主要研究方向： 

（1）先进建筑化学功能材料 

（2）有机/无机杂化微纳粒子构筑及微结构调控 

（4）超疏水、自修复等功能高分子基防护涂层材料 

（5）电化学储能建筑材料 

（6）高力学性能电极、固态电解质材料 

课题组长期招生，欢迎具有化学、高分子、非金属材料等专业背景的同学报考。 

邮箱：rqp@cnjsjk.cn（冉千平）；hongminwang@seu.edu.cn（王泓民）；leidong@seu.edu.cn（董磊） 



应国兵 

郑 伟 

“特种复合材料与结构”（High-tech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HCMS）课题组致力

于攻克特种和极端环境下材料与结构的技术难题，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家重大需求、国防建设与国

家安全、国民经济等领域，应用效果良好，获得多项应用证明，直接为国家战略行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并为国民经济创造了 3 亿元以上的效益。课题组成员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项目（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装备预研领域基金、国家装备预研基金、国家科工局基础科研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装备预研教育部支持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等 20 余项。课题组成员学术成果丰富，发表论文 1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0 余篇，

授权专利 20 余项，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省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省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等。 

主要研究方向： 

（1）纳米层状材料（MAX/MAB、MXene 等）及其复合材料：吸波/电磁屏蔽、柔性光电/电子、新能源材料

与电化学性质 

（2）新型陶瓷（氮化硅、氧化铝、碳化物等）及其复合材料：功能结构陶瓷，透波、导热与耐高温陶瓷 

（3）极端环境下材料的结构与力学行为、复合材料结构与功能一体化评价 

本课题组与孙正明教授课题组科研互动，并共同指导研究生。指导老师具有丰富的科研经历和海外工

作经历，为同学们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与条件支持。欢迎同学们报考！ 

联系方式： 

gbying@seu.edu.cn （应国兵） 

zhengwei22@seu.edu.cn（郑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