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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尺度下纳米材料的
原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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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简介：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科技部“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MEMS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东南大学-FEI纳皮米中心主任，东南大学-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先进碳材料应用联合研发中

心主任。长期从事新型纳米材料制备、表征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基于原位动态电子显
微学技术，发展了多种从原子尺度上直接开展各种实验的新技术与新方法。成果发表于权
威SCI文章100余篇（其中Science 2篇, Nature及子刊9篇）。申请中国专利63项，授权
28项，转让许可4项，做国际会议邀请报告50余次。目前任《电子器件》杂志主编，江苏
省真空学会秘书长，美国IEEE纳米技术委员会南京分会主席，欧洲科学基金会专家评审

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显微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标准化委员
会委员，江苏省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欧盟10亿欧元“石墨烯旗舰项目”

评审专家。曾获“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石墨烯标准化杰出贡献奖、指导团队获国
家小平科技创新团队等。

摘要：我们借助可实现亚埃分辨的球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和自主搭建的原位操纵与性
能表征平台，基于“将纳米实验室建在透射电子显微镜里”的想法，从材料的原位生长、
亚纳米加工、结构-性能同步表征和纳米器件原位构建等四个方面介绍我们研究小组近几

年的主要基础前沿研究工作。同时，基于原位实验研究的结果，初步探索了纳米材料的
可能应用：将原位加工的石墨烯纳米孔用于第三代基因测序系统；实现了石墨烯材料从
多孔到高致密三维结构的自下而上按需构筑；首次报道了石墨烯基多孔结构的超高效吸
附特性；发现了10nm以下固态金属纳米颗粒的类液态行为；基于石墨烯和氧化石墨烯，

制备了超灵敏湿度、压力传感器及在透射电镜内实现了太阳能电池的原位构建与动态表
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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