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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年度报告 

一、重点实验室简介 

        材料基因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瞄准北京市重点行业材料领域中

急需解决的关键共性问题，依照材料基因工程的核心思路，系统性地开展材料

高通量计算与集成设计技术研究、高通量材料制备与快速表征技术研究、材料

基因组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研究，并高质量将三者融为一体，建设先进材料一

体化设计研发创新平台。力争大幅度缩短新材料的研究开发进程、大幅度提高

材料研发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大幅度提升北京市汽车、航空航天、石化、机

械、冶金、电子、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竞争力，及时应对国际化竞争的严峻

形势，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教授乔利杰担任实验室主任。第一届

学术委员会主任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崇愚担任；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立泉，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教授张

统一，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陈龙庆分别担任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 

二、2015 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一）发展规划及目标完成 

1.规划目标完成情况 

对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认定申请书》中“三年主要工作规划、预期目标与水

平”，“实验室研发投入计划”，“科研条件和配套设施改善计划”、“队伍

建设及人才培养计划”等，综述本年度完成情况（注意：已参加绩效考评的实

验室请对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三年绩效考评报告》中“未来三年发展规划”

完成本部分内容）。 

        各研究中心同步开展相应的材料多尺度计算与材料集成设计研

究、材料快速表征与评价方法研究、材料基因组工程数据库与材料科学数据库

研究、材料一体化研发与创新平台建设与研究。依托“材料科学数据共享网”等已有工作基础，

参与了“材料基因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 863 计划主题项目“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的高性能材料设计制备与

表征技术”和北京市科技创新基地培育与发展专项课题“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的高通量实验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技术

研究”等项目的申报及论证工作，均已获得批准。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 2015年

度投入研究经费 1100 万元，北京科技大学投入经费主要用于：设备购置、设备

更新、实验室改造，科技计划项目与校企合作项目用于维持日常科研和实验室

运行。北京科技大学为北京市材料基因组重点实验室规划实验室面积 2000余平

方米，现有公用设施系统如水、电、暖、气、道路等可满足并提供给实验室使

用，可以容纳 100人以上同时进行工作。根据实验室建设和研究的需要，新增

主要设备与软件及数据库为：200cpu+30gpu 服务器 1套，120万元；MedeA材

料设计平台 1套，15 万元；材料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1套，46万元；

ThermoCalc S版（网络版）1套，12万元；铁基合金数据库 1个，10万元；镍

基合金数据库 1个，10万元。本实验室现有全职固定研究人员 30人，其中教



 

授 18人，副教授 9 人，非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人，其中包括长江学者/杰青 2

人，青年千人 1人，青年拔尖人才 1人，新世纪优秀人才 3人。 

  

2.下一年度发展计划 

        进一步深化和落实“材料基因工程示范应用”、“材料数据与设

计” “材料计算与设计”三大研究方向的建设和发展。完善优化团队的人员配

置，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材料研发团队；优化并完成材料数据与设计公共平台

的开发，并开展试运行服务；完成材料科学数据共享网的 2.0版本的上线运

行，开展材料数据的进一步整合，为各企业提供数据服务；按计划完成本团队

承担的国家“863”项目和基金项目、北京市材料基因工程项目、企业合作项目

等研究，以及必要的教学任务、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承担必要的社会公益性服

务工作。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定位与研究方向情况 

定位与研究方向发展变化情况 

        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瞄准北京市重点行业材料领域

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超高强钢、耐特殊环境高强合金和能源材

料等）和共性技术问题，通过整合北京科技大学材料计算、实验表征和数据工

程的研究队伍和资源，重点开展高通量材料计算与设计、高通量材料制备与表

征、海量材料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以及集材料计算-实验-数据技术和资源为

一体的材料研发和工程化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高通量材料计算与

设计共性技术研究。构建材料基因组工程技术创新认知机理与问题求解方法体

系，发展高通量材料计算的算法、模型和程序。（2）高通量材料制备与表征技

术的研发。开展融合材料计算+试验+数据为一体的材料快速定量表征与材料科

学评价研究，包括材料多尺度组织结构定量表征、宏微观性能测试表征、材料

疲劳、断裂和腐蚀行为的快速测试和表征方法和技术，以及材料综合评价以及

寿命预测方法。（3）海量材料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研究。（4）材料一体化研

发和工程化技术研究。以高性能钢铁材料和高温合金等关键材料为切入点和示

范实例，建设北京地区针对具体材料类型与品种的数据分析和反馈平台，面向

北京地区和全国服务。发挥北京科技大学在钢铁材料领域的强大优势，以汽车

用超高强韧钢等新型金属结构材料为主要载体，研究多层次跨尺度模型之间的

内在联系与数据传递规律，建立材料多层次跨尺度集成设计技术、信息与数据

支撑系统及制备新技术。 

2.研究成果水平 

介绍实验室 2015年的代表性成果并概述研究成果水平 



 

（1）石墨烯纳米带力学性能的计算模拟 

通过分子动力学计算了石墨烯纳米带的尺寸效应，提出了二维材料的本征应力

模型。通过第一原理计算了扶手椅型石墨烯纳米带的力学性质。发现了初始应

变、棱能量密度、名义杨氏模量和名义泊松比都存在着周期性波动的尺寸效

应，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克莱尔分布的不同，出现了三类不同的纳米带。 

（2）铁电体表面水吸附的计算模拟 

采用第一原理计算研究了水分子在钛酸钡 a 畴表面的吸附行为以及水吸附对钛

酸钡单晶 a畴表面畴转的影响。水分子在 BaO 和 TiO2两种不同表面存在分子吸

附与解离吸附两种不同形式。水分子吸附后会导致钛酸钡表面电荷的重新分

配，进而导致表面畴结构的变化。 

（3）关于材料科学数据的文章“材料基因工程的科研数据管理应用”，收录在

《中国科研信息化蓝皮书 2015》（该书在 2015 年 12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科学

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赠与部分与会者，其大规模发行预计在 2016年初。）通过

《中国科研信息化蓝皮书 2015》的发布，从国家科研信息化的层面介绍了材料

数据的发展，以及在材料基因工程这一新方法论的驱动下我国材料数据的管理

体系。 

（4）针对先进航空发动机涡轮盘，采用计算机模拟技术，模拟研究模具流道和

型腔设计、注射压力﹑注射温度﹑注射时间及模具温度等工艺参数对产品尺寸

精度的影响规律，优化模具设计和注射成形工艺，得到无缺陷的注射成形坯

体。 

（5）对于粉末注射成形过程，首先建立了注射成形充模过程的数学模型，进一

步建立了坯体密度分布的神经网络预测与控制模型，利用工业 CT实现对坯体缺

陷的在线检测与反馈，初步实现了粉末注射成形的智能化生产技术原型。 

（6）材料基因组工程综合研究与实践。依托“材料基因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材料科学数据共享网”等已有工作基础，参与了国家 863计划主题项

目“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的高性能材料设计制备与表征技术”和北京市科技创

新基地培育与发展专项课题“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的高通量实验数据处理及存

储服务技术研究”等项目的申报及论证工作，均已获得批准。 

（7）《材料科学数据提交格式规范》《材料数据对象唯一标识符命名与注册规

范》(草稿)。制定并形成了业内认可的材料数据的提交与标识符相关标准，推

动了材料科学数据劵的标准化，为解决材料科学数据的信息完整性和重用性、

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提出了标准化的解决思路。 

（8）与首钢总公司和钢铁研究总院合作，于 2015年并行完成了“中低碳微合

金钢热变形行为研究”、“低碳微合金化贝氏体高强钢热变形行为与组织演变

规律研究”、“特厚板用 HSLA钢的热变形行为与组织演变研究”、“低碳微合

金化贝氏体高强钢的焊接相变模拟研究”等研究工作。所提出或采用的多场耦

合等模拟仿真模型和方法属于结合钢铁行业具体需求对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进

行的一些有益尝试与探索，可以为水电用中厚高强度板用钢和海洋工程用特厚

板的热加工工艺优化与焊接工艺优化提供模拟仿真预测预报结果，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3.实验室作为创新平台对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所发挥的作用 



 

（1）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通过开展的具体工作阐述科技对首都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满足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全面实施“科技北京”战略，持续推进竞争力提升，更好地服务

于区域和全国创新发展；并把集成和整合各方面创新资源、推进产学研用的有

机结合、构造形成高效有力的首都创新资源平台、提升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

放在了科技创新工作的首位。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正好

是集成各方面材料创新资源、推进产学研用的有机结合、构造形成高效有力的

首都材料创新资源平台、提升材料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的主要举措。其重要意

义，并不仅限于材料行业本身，更直接扩展和辐射至汽车、航空航天、石化、

机械、冶金、电子、建材等重点行业中的材料应用领域。 

（2）行业引领及贡献（针对行业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技术研究的具体工

作） 

        材料基因组工程将现代多学科尖端科学技术（如芯片技术、微细

加工技术、薄膜技术、自动化技术、大科学装置表征技术、信息技术等）引入

到材料研发中，其实施的关键是以“组合材料芯片”为代表的高通量材料合成

与表征平台技术，不仅可以直接应用于某一类具体材料的研发，加速研发周

期，也是系统地验证材料计算结果、建立完善的材料数据必不可少的实验保障

手段。同时，材料科学系统工程强调材料科学作为“大科学”工程，需要不同

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科学家紧密合作，针对重点材料集团作战，集中力量进行攻

关，才能充分发挥跨学科合作的互补优势，快速取得核心材料研究成果，实现

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目标。 

（三）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1.实验室主任与学术带头人作用 

（1）实验室主任简介 

  （200 字以内） 

  如果实验室主任有变更，需详细说明变更理由及学术委员会对主任变更的

意见 

        乔利杰，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第四届“973”材料

领域咨询专家组成员，“863”新材料主题项目“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材料设

计、制备与表征”首席科学家。兼任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监事长、“Materials 

Letters”、“Journal of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自然科学进

展》、《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等杂志编委。发表 SCI收录论文 300 余篇，出

版专著 3部，编辑 2部，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项。 

（2）实验室主任与学术带头人作用 

  综述实验室主任、学术带头人在实验室发展建设上的作用。 



 

        实验室主任全面负责组织实施实验室的建设、发展、科研、管

理、人才培养及对外交流工作。根据《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建设

管理办法》和《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工作条例》的有关条款进行

实验室的管理工作，定期召开各个研究中心主任和课题组长会议，研究工作，

制定政策，以稳定实验室固定技术队伍及促进科研人员的流动和学科的相互渗

透，努力吸收和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吸收有成就的出国留学、进修人员来实验

室工作，以保持本实验室科研人员的队伍的合理结构。 

        杜振民，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院长。1962年 12 月生于河北石家庄。主要从事相结构与相平衡、材料热力

学、材料动力学和材料设计等领域的教学科究工作。1986年 6月在北京钢铁学

院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专业获硕士学位；1988 年 10月至 1990年 10月获日本政

府奖学金在京都大学工学部“International Course for Graduate 

Students”学习。现任国际学术期刊《Calphad》副主编，国内学术期刊《物理

学报》、《Chinese Physics B》、《材料热处理学报》及《金属热处理》编

委，中国物理学会相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

处理分会常务理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专家评议组成员

等。国家 863新材料主题项目“多组分材料跨尺度集成设计与精确制备技术”

（2013-2015）首席科学家。 

        尹海清，教授、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粉末冶金、材

料数据与数据库建设、第一性原理计算与模拟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

承担完成了国家 973 计划、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863 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口配套项目和 Kennametal-USTB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10余 

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1996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1996-2000 年在北京化工大学任讲师，2000-2002年

在日本大阪大学做客座研究员，从事三维金刚石结构的 TiO2陶瓷基光子晶体的

研究。2002 年至今在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主要从事粉末冶金新技术的研究

和材料数据库的建设研究。 2011年在国际上粉末冶金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CISP做访问学者。2006 年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

划。现任亚洲材料数据委员会（AMDC）委员，中方联络人，《粉末冶金工业》

编委。北京市女教授联谊会成员。发表论文 40余篇，SCI收录 20余篇，EI收

录 30余篇。 

2.队伍结构与创新团队建设 

综述实验室科研团队人员结构及围绕主要研究单元的创新团队建设情况。（专

职科研人员不少于 20人，具有副高级技术职称以上（含）人员不低于三分之

一）。 

        本实验室现有全职固定研究人员 30人（详见附件 1），其中教授

18人，副教授 9人，非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 人，其中包括长江学者/杰青 2

人，青年千人 1人，青年拔尖人才 1人，新世纪优秀人才 3人。近年来获得教

育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冶金科学技术二等奖、宝钢教育奖、国家级教学名师、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际青年体视学家奖等 20余种重要奖项。聘用岗位分为

固定和流动两种。固定人员包括学术骨干及其梯队人员、具有丰富实验经验的

实验室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流动人员包括特聘教授、协议制研究人员、客座



 

研究员、访问学者、博士后以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等。其中实验室固定编制占

40%，流动编制占 60%。实验室实行分级聘任，分类管理。实验室主任由上级主

管部门北京科技大学聘任，实验室副主任、各研究中心主任由实验室主任提

名，由依托单位聘任，研究人员由各研究中心主任考核聘任。 

3.青年骨干人才培养 

综述引进及培养青年人才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繁荣，对人才的需求和竞争越来越激烈，本实

验室根据自身定位和发展，有目的、有力度的引进和培养高水平人才，争取打

造一支年龄、学历和学缘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队伍，为建设一流

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奠定坚实的基础。合适的政策才能为优秀的人才提供制度

保障。将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进一步强化有关措施，确保高层次人才能够

“引得进、留得住、发挥好”。例如：王鲁宁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中组部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四）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作用 

学术委员会召开情况及对实验室建设工作的指导作用。 

        实验室成立由 9-11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由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负责实验室建设目标、发展

规划、学科建设和发展、科研方向和学术活动、人才培养和开放课题等重大问

题的研究、制定和控制。审议实验室的发展目标、任务和研究方向，审议实验

室的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审批开放研究课题、组织论文答辩及成果评

价。学术委员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委员会按照《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开展工作。 

2.开放交流 

综述实验室的开放交流、对外服务情况及对实验室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外服

务包括技术服务、产品服务、测试服务等） 

（1）邀请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 A. A.Volinsky 教授在本实验室作 3 个月的学术

合作访问。 

（2）2015 年 7月 7 日，邀请了日本东北大学陈迎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3）2015 年 12月 16日，刘梓葵教授应邀来实验室作题为“CALPHAD, 

Materials Design, and Materials Genome”的学术报告，并就钢铁材料的设

计、材料基因工程在钢铁材料设计上的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3.协同创新 

综述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工程中心合作、组建或加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产学

研合作情况、开展“京津冀协同创新”等区域合作情况。 

        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材料基因组工程关键技

术和共性技术、建设的材料基因组数据库与材料科学数据共享服务体系，以及

融计算、实验观测与表征评价、材料数据共享三者为一体的材料一体化研发创

新平台，可望大幅度缩短新材料的研究开发进程，大幅度提高材料研发技术创

新能力，进而大幅度提升北京市汽车、航空航天、石化、机械、冶金、电子、

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竞争力，及时应对国际化竞争的严峻形势，有助于确保

北京市科技创新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目前初步形成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集成计

算钢铁材料工程的共性关键技术，建设和开通两大平台（钢铁材料数据共享资

源网站，构建钢铁材料设计支撑服务平台），面向钢铁行业共性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所有参加单位和个人开放，提供资源共享以及专题性的定制服务，同时承

担对（国家）材料科学数据共享网的运维、更新和升级等的部分工作。 

4.运行管理与机制创新 

综述实验室的管理机制、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情况。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由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和有关人员组成重点实验室管理委

员会。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全面负责组织实施实验室的建设、

发展、科研、管理、人才培养及对外交流工作。实验室的日常科技管理、人事

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基建管理、外事工作、档案资料图书借阅、安全

保卫和保密工作等各项管理工作均按照依托单位有关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并

接受依托单位党委和行政组织领导、监督和检查。实验室的人才培养中的学位

授予工作，依托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进行。实验室

以“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为基本管理的原则。明确

各个成员的工作和职责、权利和义务，奖罚分明。 

5.依托单位支持 

综述依托单位对实验室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及落实情况。 

        北京科技大学全力支持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建

设，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政策等方面对于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给予重点支持

和保证，为其人才引进提供优惠条件，为来实验室工作的客座人员提供后勤保

障等。实验室建成后将对首都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开放。 

三、其他（包括对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的建议等） 

无。 



 

第二部分 重点实验室发展建设情况表 

一、2015年度基本情况表（基本情况表由后续数据自动生成，无需填写）  

基

本 

信

息 

实验室

名称 

材料基因工程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 

依托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 共建单位 无  

目前实

验室主

任 

乔利杰  职称  手机 13311587087  邮箱 lqiao@ustb.edu.c

n  

认定时

实验室

主任 

乔利杰 目前学术委员会主

任 

王崇愚  认定时学术委员会主

任 

王崇愚 

主要运

行地址 

 

认定时

研究方

向 

依托北京科技大学，以材料学科与材料一体化集成设计研发的雄厚优势，瞄准北京市重点行业材料领域中急需解决的

关键共性问题，依照材料基因组工程的核心思路，系统性地开展材料高通量计算与集成设计技术研究、高通量材料制

备与快速表征技术研究、材料基因组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研究，高质量地建设融三者为一体的先进材料一体化设计研

发创新平台和材料基因组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以大幅度缩短新材料的研究开发进程，大幅度提高材料研发技术创

新能力，进而大幅度提升北京市汽车、航空航天、石化、机械、冶金、电子、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竞争力，及时应

对国际化竞争的严峻形势，确保北京市科技创新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研

究 

水

平 

与 

目前研

究 

方向 

研究方向  负责人 

高通量材料计算与设计共性技术研究 杜振民 

高通量材料制备与表征技术的研发 宿彦京 

海量材料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研究 尹海清 

材料一体化研发和工程化技术研究 刘国权 
 



 

贡

献 

研究成

果 

水平 

承担科技计划项目 年份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技部

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

目 

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 

数量（项） 财政经

费（万

元） 

数量（项） 财政经费（万元） 

2015 12 3055.58 1 20.0 

发明专利申请 

（项） 

国内 PCT申请 发明专

利授权 

（项） 

国内 国际 

0 0 4 0 

研究论文 

（篇） 

国内（中文核心） 国外（仅限 SCI（SSC

I）、EI收录） 

著作（部） 

6 29 1 

制（修）订技术 

标准（项）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0 0 0 0 

其他 （主要填写等同于发明专利的成果数量，如新药证书、动/植物新品种、临床新批

件等） 

0  

获奖 

（项） 

国家级奖项 其他省部级奖项 行业协会等其

他奖项 

特等 一等 二等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0 

0 0 0 0 0 0 0 

技术创

新 

的贡献

技术合同 

（项） 

4 技术性

收入 

（万

446.0 其中委托单位为

在京单位 

（项） 

2 技术性

收入 

（万

90.0 



 

度 元） 元） 

新技术/新产品 

（项） 

0 直接经济效益 

（万元） 

 

队

伍 

建

设 

与 

人

才 

培

养 

队伍结

构情况 

认定时专职人员

数量 

 现有专职人员

数量 

3

0 

副高级（含）以

上 

职称数量 

及所占比例 

27 

90.

0% 

副高级（含）以上

职称 

中 40岁(含 )以下

数量 

及所占比例 

 

0.

0% 

博士数量 

及所占比

例 

29 

96.6

7% 

青年骨

干人 

才培养

情况 

引进数量 1 千人计划 1 海聚工程  其他  

培养数量 51 科技北京 

领军人才 

 科技新星 1 其他  

博士（人） 18 硕士（人） 32 职称晋升 

（人/次） 

 

开

放 

交

流 

与 

运

行 

管

理 

开放交

流 

开放课题 

（项） 

0 总金额 

（万元） 

 访问学

者 

（人/

次） 

0 是否有实验室

网站 

 实验室网站网

址 

 

学术委员会 

召开次数 

0 主/承办国际

会议 

（次） 

0 在国内外会议 

做特邀报告 

（人/次） 

1 主/承办全国性

会议 

（次） 

1 

仪器设备纳入 

首都科技条件 

平台数量 

（台/套） 

 纳入条件平台 

仪器设备原值 

总金额 

（万元） 

 纳入条件平台 

仪器设备对外 

提供有偿服务次数 

 纳入条件平台 

仪器设备对外 

提供有偿服务 

总金额 

（万元）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北京市科普基地  



 

（国家级/市级/否） （是/否） 

依托单

位 

支持 

实验室现有研发

面积 

（㎡） 

新增科研面

积 

（㎡） 

实验室现有 

仪器设备数量 

（台/套） 

现有仪

器 

设备原

值 

（万

元） 

新增仪

器 

设备数

量 

（台/

套） 

新增仪

器 

设备原

值 

（万

元） 

经费投入（万

元） 

 

1880.0 300.0     

二、研究成果情况明细表 

1、科研计划项目 

①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仅限科技部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课题）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主持

人 

财政经费（万

元） 

项目类型 项目类

别 

1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高性能材料设计、制备与表征技术 乔利

杰 

1131.0000 863计划 A 

2 高温高压核电水环境中材料腐蚀的痕量效应及防护机理研究 乔利

杰 

355.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3 晶界特征对氢致延迟开裂过程的影响 李金

许 

80.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4 应力腐蚀的力-电耦合机理研究 国立

秋 

74.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5 面向多维虚拟感官的动作建模与行为理解 班晓

娟 

80.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6 面向非均质流体的可交互动画 班晓

娟 

80.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7 钛锆合金牙种植材料的三维微/纳层级多孔表面设计及生物活性研究 王鲁

宁 

24.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8 基于电化学阳极氧化技术原位制备 316L医用不锈钢有序纳米孔阵列表面

及其生物活性的研究 

王鲁

宁 

72.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9 多晶块材中“特异”晶粒的 3D实验观测及行为规律研究 刘国

权 

80.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10 微米尺度氧化铝微型齿轮的微注射成形研究 尹海

清 

60.00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11 Nb/Mo基超高温材料体系的相关系与合金化研究 李长

荣 

73.580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A 

12 高强韧钢/镁合金跨尺度设计与制备技术 杜振

民 

946.0000 863计划 A 

备注： 

（1）项目类型指：863计划、973 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2）项目类别有 A、B两类，A是指重点实验室牵头主持的课题，B是指重点实验室参与的课题。 

（3）如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子课题，可填写子课题名称，任务书约定的财政经费，类别为 A。 

（4）跨年度项目以立项年度为统计依据，财政经费以任务书中约定的经费为统计依据，不包括依托单位配套经费。本次仅统计 2015

年立项项目。例：某项目 2014年立项，财政经费 300万，在 2015 年下拨，则该项目不统计在内。  

   

②承担省部级项目（课题）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主持人 财政经费（万元） 项目类型 项目类别 

1 城市交通评价与预测系统 班晓娟 20.0000 广西省科技创新项目 A 

备注： 

（1）项目类型指：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等。 

（2）项目类别有 A、B两类，A是指重点实验室牵头主持的课题，B是指重点实验室参与的课题。 

（3）如承担省部级项目子课题，可填写子课题名称，任务书约定的财政经费，类别为 A。 

（4）跨年度项目以立项年度为统计依据，财政经费以任务书中约定的经费为统计依据，不包括依托单位配套经费。本次仅统计 2015

年立项项目。例：某项目 2014年立项，财政经费 300万，在 2015 年下拨，则该项目不统计在内。  

   

2、研究论文（无重点实验室署名的不予填写）、专著 

①研究论文（无重点实验室署名的不予填写）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发

表

时

间 

刊物名称 国

际/

国

内 

SCI

影响

因子 

分

区 

1 Hydrogen-induced cracking mechanism o

f precipitation strengthened austenit

ic stainless steel weldment 

Yan, YJ; Yan, Y; H

e, Y; Li, JX; Su, 

YJ; Qiao, LJ 

201

5-0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

ROGEN ENERGY 

国

际 

  

2 Atomistic simulation of Cu-Ni precipi

tates hardening in alpha-iron 

Lv, GC; Zhang, H; 

He, XF; Yang, W; S

201

5-0

JOURNAL OF PHYSICS D-APPLIED

 PHYSICS 

国

际 

  



 

u, YJ 3 

3 The mechanism of precipitation streng

thening in Fe-Ni austenitic alloy ele

ctron beam weldment 

Yan, YJ; Yan, Y; H

e, Y; Li, JX; Su, 

YJ; Qiao, LJ 

201

5-0

4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

ERING A-STRUCTURAL MATERIALS

 PROPERTIES MICROSTRUCTURE A

ND PROCESSING 

国

际 

  

4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stress cor

rosion cracking for copper in an ammo

niacal solution 

Wang, WW; Luo, J; 

Guo, LC; Guo, ZM; 

Su, YJ 

201

5-0

6 

RARE METALS 国

际 

  

5 Corrosion Product Film-Induced Stress

 Facilitates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

g 

Wang, WW; Zhang, Z

L; Ren, XC; Guan, 

YJ; Su, YJ 

201

5-0

6 

SCIENTIFIC REPORTS 国

际 

  

6 Periodically Modulated Size-Dependent

 Elastic Properties of Armchair Graph

ene Nanoribbons 

Li, X.; Zhang, Ton

g-Yi; Su, Y. J. 

201

5-0

8 

NANO LETTERS 国

际 

  

7 Hydrogen diffusion in alpha-Fe under 

an applied 3-axis strain: A quantum m

anifestation 

Li, X; Gao, C; Xio

ng, XL; Bai, Y; S

u, YJ 

201

5-0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

ROGEN ENERGY 

国

际 

  

8 Water adsorption induced in-plane dom

ain switching on BaTiO3 surface 

Li, X; Bai, Y; Wan

g, BC; Su, YJ 

201

5-0

9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国

际 

  

9 Ultra-low percolation threshold in fe

rrite-metal cofired ceramics brings b

oth high permeability and high permit

tivity 

Wang, L; Bai, Y; L

u, XF; Cao, JL; Qi

ao, LJ 

201

5-0

1 

SCIENTIFIC REPORTS 国

际 

  

10 Hot Deformation Behavior of a Novel N

i-Cr-Mo-B Ultra-heavy Plate Steel by 

Zhi-yu GAO, Tao PA

N, Zhuo WANG, Guo-

201

5-0

Journal of Iron and Steel Re

search, International. 2015,

国

际 

  



 

Hot Compression Test quan Liu, Hang SU

 ? 

9  22(9): 818-826 

11 Microstructure Stability of V and Ta 

Microalloyed 12%Cr Reduced Activation

 Ferrite/ Martensite Steel during Lon

g- term Aging at 650°C 

Xiang Xiao, Guoqua

n Liu, Benfu Hu, J

insan Wang, Wenbin

 Ma 

201

5-0

3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

gy 

国

际 

  

12 Study on topological properties in tw

o-dimensional grain networks via larg

e-scal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Li Meng, Hao Wang,

 Guoquan Liu, Ying

 Chen 

201

5-0

6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

nce 

国

际 

  

13 X-ray analysis of powder-binder separ

ation during SiC injection process in

 L-shaped mould 

Shidi Yang, Ruijie

 Zhang, Xuanhui Qu 

201

5-0

1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

mic Society 

国

际 

  

14 Optim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metal 

injection molding by using X-ray tomo

graphy 

Shidi Yang, Ruijie

 Zhang, Xuanhui Qu 

201

5-0

6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国

际 

  

15 国家材料数据研发与服务公共平台的建设 尹海清，刘国权，姜

雪，张瑞杰，曲选

辉，谢建新 

201

5-0

3 

科技导报 国

内 

  

16 大数据与“互联网+中国材料”助力中国制

造的创新发展 

尹海清 201

5-0

9 

北京新材料产业 国

内 

  

17 Mo2NiB2基金属陶瓷的制备与性能 易善杰，尹海清，殷

小龙，曲选辉，ZHEN

G Qingjun 

201

5-0

4 

工程科学学报 国

内 

  

18 反应硼化烧结 WCoB基金属陶瓷的组织与性

能 

殷小龙，尹海清，Di

l Faraz Khan，曲选

201

5-0

材料导报Ｂ 国

内 

  



 

辉 1 

19 烧结温度对高速压制制备弥散强化铜材料

导电率的影响 

李贺，尹海清，易善

杰，Dil Faraz Kha

n，曹慧钦，张桐，

曲选辉 

201

5-0

5 

工程科学学报 国

内 

  

20 材料基因工程的科研数据管理应用 尹海清,姜雪,张瑞

杰,刘国权,曲选辉 

201

5-1

2 

中国科研信息化蓝皮书 2015 国

内 

  

21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thermo

dynamic modeling of the Se–Sn–Te sy

stem 

Cui J., Guo C., Zo

u L., Li C., Du Z 

201

5-0

2 

J. Alloys Compd 国

际 

  

22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thermo

dynamic modeling of the Se–Sn–Te sy

stem 

Cui J., Guo C., Zo

u L., Li C., Du Z 

201

5-0

9 

J. Alloys Compd 国

际 

  

23 Thermodynamic modeling of Pt-Te and P

t-Sb-Te systems 

Guo C., Huang L., 

Li C., Shang S., D

u Z 

201

5-0

3 

J. Electronic Materials 国

际 

  

24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thermodynamic

s and magnesium alloys design 

Li C., Guo C., Du 

Z 

201

5-0

6 

Materials China 国

际 

  

25 Experimental determination of the equ

ilibrium relationship of Fe-Pd-Pr ter

nary system at 773 K 

Du Y., Li C., Chen

g G., Sun Y., Wu 

X., Li L., Rao G 

201

5-0

1 

J. Alloys Compd 国

际 

  

26 Thermodynamic assessments of the Yb-B

i and Yb-Te systems 

Wang J., Yuan Y., 

Li C., Guo C., Du 

Z., Wu B 

201

5-0

6 

Calphad 国

际 

  



 

27 Thermodynamic assessment of the Ni-Sc

 binary system 

Zhu D., Li C., Guo

 C., Du Z., Li J 

201

5-0

3 

Calphad 国

际 

  

28 Thermodynamic modeling of the CaO–Ca

F2–Al2O3 system aided by first-princ

iples calculations 

Guo C., Shang S., 

Du Z., Jablonski 

P.D., Gao M.C., Li

u Z.-K., 

201

5-0

9 

Calphad 国

际 

  

29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thermo

dynamic modeling of the Se–Sn–Te sy

stem 

Cui J., Guo C., Zo

u L., Li C., Du Z 

201

5-0

9 

J. Alloys Compd 国

际 

  

30 Thermodynamic modeling of Pt-Te and P

t-Sb-Te systems 

Guo C., Huang L., 

Li C., Shang S., D

u Z 

201

5-0

3 

J. Electronic Materials 国

际 

  

31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thermodynamic

s and magnesium alloys design 

Li C., Guo C., Du 

Z 

201

5-0

6 

Materials China 国

际 

  

32 Experimental determination of the equ

ilibrium relationship of Fe-Pd-Pr ter

nary system at 773 K 

Du Y., Li C., Chen

g G., Sun Y., Wu 

X., Li L., Rao G 

201

5-0

1 

J. Alloys Compd 国

际 

  

33 Thermodynamic assessments of the Yb-B

i and Yb-Te systems 

Wang J., Yuan Y., 

Li C., Guo C., Du 

Z., Wu B 

201

5-0

6 

Calphad 国

际 

  

34 Thermodynamic assessment of the Ni-Sc

 binary system 

Zhu D., Li C., Guo

 C., Du Z., Li J 

201

5-0

3 

Calphad 国

际 

  

35 Thermodynamic modeling of the CaO–Ca Guo C., Shang S., 201 Calphad 国   



 

F2–Al2O3 system aided by first-princ

iples calculations 

Du Z., Jablonski 

P.D., Gao M.C., Li

u Z.-K., 

5-0

9 

际 

备注： 

为方便各学科之间 SCI期刊进行比较和评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世界科学前沿分析中心对目前 SCI核心库加上扩展库期刊的

影响力等因素，以年度和学科为单位，对 SCI期刊进行 4个等级的划分。《JCR期刊影响因子及分区情况》将各学科的 SCI期刊分为

1 区（最高区）、2区、3区和 4 区四个等级。具体分区情况请参照 2015年最新分区表。  

   

②专著 

序号 专著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刘国权 2015-12 

   

3、专利、动/植物新品种、新药证书、临床批件、数据库等 

序号 名称 编号 申请/授

权 

获得时

间 

国内/国

际 

类型 PCT 申

请 

1 一种钼镍铬硼多元硼化物金属陶瓷 ZL201310425182.

2 

授权 2015-04 国内 发明专

利 

否 



 

2 一种粉末微注射成形用热塑性粘结剂的制备及使用

方法 

ZL201210216056.

1 

授权 2015-04 国内 发明专

利 

否 

3 一种高速压制成形制备 Al2O3 弥散强化铜合金的方

法 

ZL201310241358.

9 

授权 2015-09 国内 发明专

利 

否 

4 一种高速压制成形制备 FeSiAl 合金的方法 ZL201310356505.

7 

授权 2015-09 国内 发明专

利 

否 

备注： 

（1）国内外内容相同的不得重复统计。 

（2）类型：分为专利（仅包括发明专利）、新药证书、数据库、动/植物新品种、临床批件等。 

（3）PCT为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协定）的简写，是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即在一个专利局（受理局）提

出的一件专利申请（国际申请），申请人在其申请中（指定）的每一个 PCT成员国都有效，从而避免了在几个国家申请专利，在每一

个国家都要重复申请和审查。 

（4）PCT申请填写是、否即可。  

   

4、制（修）订技术标准 

序号 名称 编号 类型 类别 

备注： 

（1）类型分别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四类。 

（2）类别有 A、B两类，A是指重点实验室牵头制（修）订的技术标准，B是指重点实验室参与制（修）订的技术标准。  



 

   

5、获奖成果 

序号 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奖项等级 奖项类别 评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人排名 获奖时间 

备注： 

（1）奖项名称指国家自然科学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等。 

（2）奖项等级指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四类。 

（3）奖项类别指国家级、省部级、行业协会三类。其中国家级仅限“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5类。 

（4）评奖单位指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市科委等单位。  

   

6、技术创新 

①技术合同 

序号 技术合同名称 主持

人 

委托单位 委托省

份 

时间 技术合同类

型 

合同额（万

元） 

1 南宁市城市交通评价与预测系统研究 班晓

娟 

南宁市交通警察支

队 

广西省 2015-0

5 

技术开发 100.0 

2 基于大数据的集团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研发 班晓

娟 

青岛特钢公司 山东省 2015-1

2 

技术开发 256.0 

3 水电压力钢管用高强度中厚板开发及工艺技 刘国 首钢总公司 北京市 2015-1 技术开发 40.0 



 

术研究 权 2 

4 第三代粉末高温合金热挤压及微观组织调控

研究 

刘国

权 

钢铁研究总院 北京市 2015-0

7 

技术开发 50.0 

备注： 

技术合同类型包括四类：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  

   

②新技术、新产品 

序号 新技术、新产品名称 产业化地点 直接经济效益（万元） 技术水平 

备注： 

（1）新技术\新产品需要有《国家战略性创新产品证书》、《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证书》等证明文件。 

（2）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等。 

（3）同一新技术、新产品只统计一次。  

   

三、队伍建设情况明细表 

1、专职人员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职

称 

实验室职务 所学专业 最后学

位 

学术兼

职 

高端人才情况 

人才类

型 

获得时

间 

1 乔利

杰 

男 1957-06-0

8 

正

高 

实验室主任 断裂与环境断裂，分子动力学模

拟 

博士 无   

2 杜振

民 

男 1962-12-0

5 

正

高 

实验室副主

任 

材料热力学计算与数据库评估 硕士 无   

3 曲选

辉 

男 1960-09-1

2 

正

高 

其他 粉末冶金新工艺研发 博士 无   

4 刘国

权 

男 1952-05-2

1 

正

高 

其他 材料计算、优化设计与数据库 博士 无   

5 马星

桥 

男 1957-12-0

3 

正

高 

其他 相场计算模拟、原子尺度计算 博士 无   

6 李长

荣 

女 1961-02-1

2 

正

高 

其他 材料热力学计算与数据库评估 博士 无   

7 陈 冷 男 1964-01-1

3 

正

高 

其他 金属材料实验研发与表征 博士 无   

8 董建

新 

男 1965-06-0

9 

正

高 

其他 材料计算模拟与材料表征 博士 无   

9 郑裕

东 

女 1966-03-0

9 

正

高 

其他 新材料实验研发与表征 博士 无   

10 于广

华 

男 1966-12-0

7 

正

高 

其他 新材料实验研发与表征 博士 无   

11 常永

勤 

女 1973-10-2

3 

正

高 

其他 介观尺度材料计算模拟 博士 无   

12 尹海 女 1972-09-1 正 实验室副主 数据库管理与数据挖掘 博士 无   



 

清 2 高 任 

13 范丽

珍 

女 1975-09-2

4 

正

高 

其他 无机非金属材料数据库与材料研

发 

博士 无   

14 王鲁

宁 

男 1980-05-0

8 

正

高 

其他 新材料模拟和实验研究 博士 无   

15 申 江 男 1957-03-0

5 

正

高 

其他 第一性原理计算、原子尺度模拟 博士 无   

16 白 洋 男 1979-04-1

2 

正

高 

其他 超材料设计与开发、铁性功能材

料 

博士 无   

17 杨 平 男 1959-07-1

6 

正

高 

其他 高性能金属材料研发与表征 博士 无   

18 何新

波 

男 1970-08-1

8 

正

高 

其他 粉末注射成形技术基础与应用研

究 

博士 无   

19 王海

成 

男 1980-06-2

3 

副

高 

其他 新材料模拟和实验研究 博士 无   

20 庞晓

露 

男 1981-10-2

7 

副

高 

其他 新材料实验研发与表征 博士 无   

21 贺 芳 女 1982-04-1

2 

副

高 

其他 新材料模拟和实验研究 博士 无   

22 张 虎 男 1982-05-1

8 

副

高 

其他 新材料实验研发 博士 无   

23 张瑞

杰 

男 1977-03-1

6 

副

高 

其他 计算材料模拟与数据工程 博士 无   

24 章林 男 1980-04-2

0 

副

高 

其他 高温合金设计及制备 博士 无   

25 郭翠 女 1977-08-1 副 其他 材料热力学计算与数据库评估 博士 无   



 

萍 7 高 

26 滕 蛟 男 1975-07-0

4 

副

高 

其他 新材料模拟和实验研究 博士 无   

27 吴茂 男 1981-09-1

2 

副

高 

其他 高性能复合材料及焊接技术 博士 无   

28 孟 利 男 1978-08-1

8 

中

级 

其他 材料数据库、材料研发与表征 博士 无   

29 王 浩 男 1979-09-1

3 

中

级 

其他 材料数据库、介观尺度计算模拟 博士 无   

30 姚志

浩 

男 1982-09-1

4 

中

级 

其他 新材料实验研发 博士 无   

备注： 

（1）专职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实验室编制的人员。 

（2）职称只限填写正高、副高、中级、其它四类。 

（3）实验室职务：实验室主任、实验室副主任、学科带头人、实验室联系人、其他。 

（4）学术兼职：标明兼职机构团体名称、任职情况、任职时间等。 

（5）高端人才情况：是否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博士生导师、百人计划、科技北京领军人才、海聚工程人才、高聚工程人才、市科技新星等。  

   

2、人才引进 



 

序号 类型 姓名 数量 

1 千人计划 王鲁宁 1 

2 海聚工程   

   

3、人才培养 

序号 类型 姓名 数量 

1 科技北京领军人才   

2 科技新星 尹海清 1 

3 职称晋升   

4 毕业博士  18 

5 毕业硕士  32 

备注：人才培养中博士、硕士指研究方向与实验室方向吻合，且在考评期内毕业的学生数量。  

   

四、学术委员会召开情况表 

1、学术委员会名单（一般 7-15 人，依托单位人员不超 1/3）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

称 

研究方向 学术委员会

职务 

1 王崇

愚 

清华大学 正

高 

第一原理电子结构计算和动力学模拟；多尺度算法建模与物性跨尺度耦合 主任 

2 陈立

泉 

中国科学院 正

高 

纳米离子学；纳米离子材料和离子电子混合导电材料的制备和表征等 副主任 

3 张统

一 

香港科技大学 正

高 

分子动力学和相场模拟，计算热力学和连续介质力学，材料力学 副主任 

4 陈龙

庆 

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 

正

高 

发展先进工程材料中预测微结构演化的相场方法和多尺度计算模型 委员 

5 刘国

权 

北京科技大学 正

高 

材料计算、优化设计与数据库 委员 

6 聂祚

仁 

北京工业大学 正

高 

生态环境材料学、工业领域节能减排 委员 

7 王富

耻 

北京理工大学 正

高 

高应变率服役新材料；高温高能防护涂层材料 委员 

8 宫声

凯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正

高 

先进热障涂层材料技术先进轻质高温结构金属间化合物材料 委员 

9 左 禹 北京化工大学 正

高 

材料环境断裂，材料局部腐蚀机理与控制技术，材料表面保护技术 委员 

10 苏 航 钢铁研究总院 正

高 

材料数据技术与共享；计算机辅助材料设计；热力学动力学计算及其在钢铁新

产品研发中的应用 

委员 

备注：学术委员会职务：主任、副主任、委员三类。  



 

   

2、学术委员会召开情况 

序号 时间 地点 学术委员会出席名单 学术委员会主要建议 

   

五、开放交流情况明细表 

1、开放课题 

序号 开放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工作单位 起止时间 总经费（万元）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2、访问学者 

序号 姓名 国别 单位 访问时间与成效 



 

   

3、向社会开放 

序号 开放时间 开放方式与成效 

   

4、学术会议交流：（仅限主/承办会议，参与性会议不予填写） 

序号 学术会议名称 会议类别 时间 地点 主要议题 

1 2015科学数据大会“材料数据与材料基因组工程”分会 国内 2015-08 兰州 材料大数据 

备注：会议类别指国际会议和国内会议。  

   

5、在国际会议做特邀报告 

序号 学术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特邀报告

主讲人 

报告主题 

1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 2015 Singap 尹海清 Materials Data in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From 



 

n Computational Physics -02 ore material design to mass production 

   

六、依托单位支持情况明细表 

1、实验室现有科研用房面积 

序号 建筑物名称 楼层 房间号 面积（平米） 备注 

1 科技楼 2 203 200.0 2015 

2 金物楼 2 223 100.0 2015 

3 腐蚀楼 4 408 180.0  

4 主楼 2 228 230.0  

5 腐蚀楼 4 413 160.0  

6 金物楼 1 103 120.0  

7 主楼 2 213 130.0  

8 腐蚀楼 3 311 220.0  

9 腐蚀楼 3 313 180.0  

10 金物楼 2 209 160.0  

11 金物楼 2 225 200.0  



 

   

2、实验室现有 5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原值

（万

元） 

数

量 

存放地点 是否纳入“首都科技

条件平台开放仪器设

备” 

备

注 建

筑

物 

楼

层 

房

间

号 

1 装有多种材料计算软件

的高性能计算机 

安装热力学计算软件 Thermo- Calc，性

能计算软件 JMatPro、有限元计算软件

Ansys等软件。 

100.000

0 

1 科

技

楼 

2 203 否 20

15 

2 扫描电镜+能谱+EBSD系

统 

 500.000

0 

1 测

试

楼 

1 103 否  

3 X射线衍射仪 D5000 138.000

0 

1 测

试

楼 

1 106 否  

4 刀片务器群 196核，In

tel E5650 

Dell M610 100.000

0 

1 科

技

楼 

2 203 否  

5 刀片务器群 192核，In

tel E6-2660 

Dell M620 100.000

0 

1 科

技

楼 

2 203 否  

6 Dell 服务器 48核  10.0000 1 科

技

楼 

2 203 否  



 

7 HP 服务器 48核  10.0000 1 科

技

楼 

2 203 否  

8 容天服务器 12cpu核+4

Teslar-gp（1700Proce

ssor） 

 5.0000 1 测

试

楼 

3 302 否  

9 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SLP-5 23.0000 1 测

试

楼 

4 408 否  

10 高精视频接触角测量仪  16.0000 1 测

试

楼 

3 307 否  

11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20A 21.0000 1 测

试

楼 

4 410 否  

12 纳米粒度分析仪 Desa Nano 50.0000 1 测

试

楼 

4 404 否  

13 多功能熔铸炉  15.0000 1 测

试

楼 

2 209 否  

14 差热分析仪 RBTD-08056JP 30.0000 1 测

试

楼 

3 308 否  

15 超声波粉碎机 MK-2 53.0000 1 测

试

2 204 否  



 

楼 

16 真空甩带机 WK-IIB 27.0000 1 测

试

楼 

2 203 否  

17 振动样品磁强计 Quantum Design 80.0000 1 测

试

楼 

1 108 否  

18 低温强磁场测量仪  113.000

0 

1 测

试

楼 

3 302 否  

19 原子力显微镜  240.000

0 

1 测

试

楼 

1 101 否  



 

第三部分 重点实验室技术成果、需求统计 

一、 技术成果 

序

号 

技术成果名称 所属领域 细分领域 技术描述 技术水平 当前所处阶段 

备注： 

1、所属领域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汽车与交通运

输、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现代农业、

公共安全、文化创意、科技服务业、战略研究 15大领域。 

2、细分领域由各机构根据研方向自行填写。 

3、技术水平指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三类。 

4、当前所处阶段指研发、小试、中试、产业化四个阶段。  

     

二、 技术需求 

需求项目信息 

 



 

第四部分 实验室主任及依托单位意见 

 

 

 

 

实验室主任（签字）：     

 

 

 

依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