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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具 液 态 的 可 变 形 性 和 金 属 的 良 导

热、导电性——听起来科幻感十足的液态

金属，如今在科研中有了更广阔的应用。

6 月 14 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武汉大

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付磊关于液态

金属的最新成果。该研究基于液态金属体

系，实现了温和条件下多种高熵合金体系的

原子制造。

另辟蹊径，建立液态
金属生长体系

什么是液态金属？

“液态金属没有固定的晶格结构，原子

团簇间不断发生着重组，就像我们日常看

到的湖水一样，每一滴水在湖面上的位置

都是动态、不可区分的。”付磊介绍。正是

由于这些特性，液态金属在材料原子制造

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能。

传统使用的固态金属催化剂表面存在

多种缺陷，会导致二维原子晶体的不均匀

成核及生长。降低催化剂表面的缺陷，是

科学家努力的方向。付磊另辟蹊径：“兵无

常势，水无常形，不如选用一个‘满是缺陷

的表面’——液态金属表面，来实现二维原

子晶体的均匀生长。”

利用液态金属表面层离、可变形性、可

流动性和体相多空位的特点，付磊团队实现

了原子级精准制造和组装二维原子晶体。

成就的背后是 20 多年来的坚持。

2001 年，付磊从武汉大学毕业，到中国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开展碳

纳米管精准合成的相关研究。2008 年完成

博士后研究，付磊加入北京大学着力实现

二维原子晶体的精准合成，其间他发展了

偏析生长方法，实现了晶圆级二维原子晶

体的制备，提出二元合金策略，首次实现了

严格单层二维原子晶体的生长。

2012 年，付磊回到母校，入职武汉大学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创建了原子制造实

验室，组建团队致力于原子晶体的精准合

成。此后，他将液态金属反应体系实现二

维原子晶体的原子制造定为科研目标。

在付磊看来，探索未知的乐趣与将未

知 变 成 现 实 的 成 就 感 ，是 科 研 的 巨 大 动

力。在他眼中，各个化学元素都有“独特的

性格”。如何聚焦各元素的差异性、精准组

装成特定的功能结构，创制出具有新效应

的新材料，是最让他着迷的事情。

直面挑战，将不可能
变为可能

经过不断探索，付磊团队取得新突破：

基于液态金属体系，实现了温和条件下多

种高熵合金体系的原子制造。他们的发

现，极大拓展了高熵合金的组分选择空间，

有望促进其在更多关键领域的应用。

高熵合金是一种由 5 种及以上主元金

属组成的新型合金，在极端条件下结构力

学、能源转换与存储、医疗器械等领域具有

重要的应用前景。但要让这么多种金属原

子按照设计均匀混溶，需要克服元素之间

性质差异大、不相容等难题。

“就像四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喜好

不一，要把他们变成一个高度融合、不离不

散的共同体并不容易。”付磊描述，“目前科

学家们想要实现各种金属的强行融合，得

依赖苛刻的高温反应条件来克服原子间不

混溶性，并通过淬火等方式保持高熵态。”

在温和条件下实现高熵合金的多组元

原子均匀混溶是可规模化、可定制化精准

制造的前提，这个目标极具挑战性，而付磊

团队最终做到了。付磊说：“科研最大的魅

力就是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不拘一格，鼓励学生
大胆探索

多年来，付磊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

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湖北省青年五四奖

章”等荣誉。付磊说：“中国有句古话——

‘致广大而尽精微’，我常常对学生们说，我

们做科研也要在尽精微中致广大，这个‘广

大’就是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谈及教学，付磊坚持既要培养学生的个

性，鼓励学生不拘一格地创造，又要培养学

生对科研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敏感度。

付磊喜欢与学生探讨课题。他常鼓励

学生要基于兴趣去探索，“就像是在泳池里

随着灵感，自由游动，找到适合自己的科研

方式。我会尽责地当一个合适的‘水位计’，

适时提醒水深水浅，帮学生把握好方向。”

对于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付磊总是

饶有兴趣地与他们讨论各种思路的走向，

用科研积淀帮学生们梳理想法。在他那间

小小的办公室里，曾无数次传出学生们争

辩课题的声音。“大家相互交流、思想碰撞，

共同推进课题交叉融合。”博士研究生汪璐

阳说。

“科研的道路布满荆棘，日常的研究工

作经常与失败相伴。”付磊坦言，科研课题陷

入僵局，甚至濒临放弃都是常有的事情，这

个时候，他会和学生沟通，有时是新思路，有

时是对课题的重新思考，有时是一些温暖的

鼓励，让学生依然保持坚持和专注，保有对

科研的热情与信心。

“刚到实验室的那段时间，我经历了很

多次挫折，甚至一度想换课题方向。但付

老师一直告诉我，做科研不要总想着‘赶时

髦’，要能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博士研究生

梁晶晶说。几名博士研究生一直记得付老

师鼓励他们的话：失败和等待都是一种蛰

伏，为的是厚积薄发的时刻。

“我们要对知识有尊重，对学术有敬仰，

对创新有追求，对使命有担当，这是科研人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付磊说，希望和更多青

年研究者在未知的道路上并肩前行。

图为付磊（前）在实验室工作。

人民视觉

武汉大学教授付磊带领团队用液态金属实现材料领域新突破

在原子世界“组装”新材料
本报记者 李 霞

在武汉大学化学与分
子科学学院教授付磊看
来，科研最大的魅力就是
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他
带领团队基于液态金属体
系，实现了温和条件下多
种高熵合金体系的原子制
造，在电子信息、能源存储
等材料领域取得新突破。

核心阅读■科技自立自强
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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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毕业了，以后

打算干什么？”一名同学

问梁步阁。“我想把我们

博士阶段研究的超宽带

雷达技术小型化、低成本

化，用在近距离生命探测

领域，实现产业化，把我

们学到的技术真正用起

来。”梁步阁的提议得到

了两名同学的赞同。

十几年前，梁步阁他

们并不知道，这个约定，

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雷

达生命探测的研究和使

用产生深远影响。

这部由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创

作的音乐情景剧，生动鲜

活地呈现了中南大学航

空航天学院教授梁步阁

的故事。这部剧是由湖

南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厅主办的“奋斗青春号”

大 思 政 课 堂 第 一 课《奋

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 题 班 会 、读 书 征

文、演讲比赛、微课竞赛、

原创歌曲……从话题设

置到内容创设，从活动形

式到参与方式，“奋斗青

春号”以青年视角切入，

用青春话语讲述，化被动

听 为 主 动 讲 ，变 单 一 化 为 多 样

化 ，引 导 青 年 学 子 汲 取 思 想 能

量，展现青春本色。

青年是祖国的前途、

民 族 的 希 望 、创 新 的 未

来。如何让党的创新理

论、时代精神、主流价值

在 青 年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

如今，越来越多别开生面

的大思政课以鲜明的思

想性启迪青年，以突出的

创新性聚合青年，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沟通心

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

念馆开展百件文物藏品

进课堂活动，让学生们从

红 色 文 物 中 感 悟 历 史 。

在北京，组织青少年参观

古建、参与口述史访谈、

通识讲座，“北京中轴线

上的大思政课”让更多学

子读懂中轴线承载的文

脉……越来越多的思政

课走入社会课堂，用生动

鲜活的情景激发情感、培

养 情 操 ，不 断 增 强 亲 和

力、感染力。

一代又一代有志青

年 拼 搏 奉 献 ，将 个 人 融

入 时 代 ，把 理 想 融 入 奋

斗 。 暑 假 来 临 ，许 多 学

子以丰富多样的实习实

践 ，了 解 国 情 、了 解 社

会。期待更多的大思政

课拓宽视野、创新形式，吹响“奋

斗青春号”，让更多“Z 世代”爱

上“真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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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5日电 7 月 5 日中午 12 时，第三十三届中国新

闻奖参评作品材料在中国记协网、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

本次公示至 7 月 12 日中午 12 时结束。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可通

过电话、传真、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提出意

见。评奖办公室将对有关违规情况的举报进行核实、处理，评议意见

将提交审核委员会、评选委员会参考。

评选工作结束后，评奖办公室将公示评选结果，欢迎社会各界继

续监督、评议。

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

电话：010—61002846
传真：010—61002726
电子邮箱：5826@vip.163.com

第三十三届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材料7月5日开始公示

■新语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