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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吉林大学
“

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
”

创新研究群体

宁德宽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

长春 13 00 12 )

吉林大学在历史上就是我国的化学科学教育和

科研重要的基地之一
,

不少国内外知名的化学家都

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
,

有着良好的科研环境和传

统
,

今天这里活跃着一支年富力强的青年科研群体
,

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过 35 岁
,

然而却承担着一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骨干工作
。

他们在无机合成与制备化

学领域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
,

取得了许多

骄人的成就
,

这就是以冯守华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

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
”

创新研究群体
。

1 艰苦创业
,

立志报国

冯守华教授于 197 5 年进人吉林大学化学系
,

19 86 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

是我国著名无机化学家

徐如人院士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

他现任吉林大学

化学学院院长
, “

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
”

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
,

是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首

批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

担任 乃物沈 r
.

而
.

刀诚
.

国际杂志副主编和 J
.

八恤朋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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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t c hon l〔哟
产

国际编委
。

19 89 年
,

冯守华赴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固体化

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

在美期间
,

他胸怀

报国志
,

师从名师
,

潜心钻研合成与制备化学
。

每当

研究工作遇到难关时
,

他常常是废寝忘食
,

通宵达

旦
,

忘我地钻研
,

因为他心中始终坚持一个信念
:
中

国人要做得更好 ! 通过一番卓绝的努力
,

他成功开

发出制备特种棍合
,

n为
一

T
’

氏 骨架结构微孔快离子

导体与化学传感材料的水热合成路线
。

发现 HZ P
~

ZP 型传感材料具有理想的化学传感性能
。

这种材

料在 45 0℃下对 玩 O 和 仇 分子的敏感性能完全符

合能斯特方程
,

是目前已知最好的高温湿敏传感材

料之一
。

这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

首战告捷
,

更加增强

了他的信心
。

3 年的博士后研究为他在后来开展合

成
一

结构
一

性能的三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同时

这种从合成化学到材料化学的转变也带来了可喜的

研究成果
,

他在美国连续发表 8 篇高水平研究论文

(其中 5篇系列论文发表于美国材料化学杂志 )
,

并

获得两项美国发明专利
,

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
。

他

的导师一国际著名固体化学家
、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

学化学系主任 Geer bn l a t t 教授给予他高度评价
,

认为
“

冯博士是一位成熟的科学家
,

他在博士后期间发表

的 8篇高水平研究论文和发明专利足以证明他可以

胜任任何工作
,

他今后的前途无可限量
” 。

留学期间

的成功跨越
,

更加激励了冯守华教授在科学道路上

不懈追求和探索的决心和勇气
,

使他不断地大胆向

前迈进
,

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

199 2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
,

冯守华

响应祖国的呼唤
,

毅然携全家回国参加祖国的现代

化建设
。

他在《土地一谁都希望 自己的土地更富饶》

一文中写到
: “ 199 2 年夏

,

我们已经在美国新泽西州

(又称园林州
,

指遍地的花草树木 )度过了三个春秋
。

那片土地保护得如此之好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

但对

我们这些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来说
,

总有闯

人了人家花园的感觉
。

在发达国家学习和生活的每

一个外国人都会想到生养 自己的土地
,

都会想到学

成后回去建设 自己的花园
。

因为人家的花园已经建

好
,

再帮助去建
,

也只是锦上添花
” ; “

我们身在他

乡
,

每当听到家乡的召唤便会心潮涌动
,

热血沸腾
。

作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

谁不希望投身到祖国建设

的巨大变化中来
,

谁不想争取在这种时代变革的大

潮中激流勇进
,

一显身手
,

谁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土地

更加昌明和富饶 ! 我因能够参与为这片土地增辉的

事业而感到自豪
。

我们应该能够建起几间一流的实

验室
,

办好几所一流的大学
,

多培养一些热爱自己土

地的青年
,

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

本文于 么篮碎年 5月 14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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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林
。

到那时
,

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无愧于这片养育

我们的深情的土地 !
” 。

这是冯守华教授热爱祖国
,

立志回国创业的真实写照
。

回国后
,

在导师徐如人院士的指导下
,

他开始全

身心地投人到筹建
“

无机水热合成
”

教育部开放实验

室的工作中
。

从 199 2 年开始
,

他和同事们一道顶严

寒
、

抗酷暑
,

改建实验室并安装完成了三件大型合成

设备
。

实验室暖气不足
,

他就穿上军工皮鞋和大衣
,

每天晚上 1 1点多才离开实验室
。

当实验室初具规

模时
,

冯守华却积劳成疾
,

由于胃出血住进了医院
。

199 3 年春节到正月十五他是在医院度过的
。 199 3

年国家教委正式批准
“

无机水热合成
”

实验室面向

国内外学者开放
,

徐如人院士任主任
,

冯守华任副主

任
,

主持 日常工作
。

在工作中
,

他团结全室同志
,

创

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

以身作则
,

科学管理
,

使得开放

实验室成为
“

吉林大学的一面旗帜
” ,

并于 199 5 年顺

利通过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组织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 开放实验室评估
。

随着研究方向的扩展
,

19 96 年实验室更名为
“

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
”

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
,

冯守华任主任
。

199 9 年
,

在国家科

技部委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化学

学科 29 个国家重点和开放实验室评估中
,

该实验室

被评为全国优秀实验室
。

2的 1 年国家科技部批准

在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
。

在他的带领下
,

经过八年的奋斗
,

把一个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建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

2 群英荟萃
,

共谋发展

桃李不言
,

下 自成蹊
。

冯守华教授的艰苦创业

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实验室其他青年学者们
,

他们中

的很多人自愿放弃到高工资
、

环境好的单位或发达

城市工作的机会
,

留下来与冯教授共同创业
。

他们

脚踏实地
,

勇于创新
,

刻苦钻研
,

精诚合作
。

几年来
,

在冯守华的带领下
,

实验室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

并逐渐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
、

精明强干
、

敢打硬仗的

青年研究群体
。

在这个群体里
,

有几位骨干成员尤

其值得一提
,

他们是陈接胜
,

肖丰收
,

于吉红三位教

授
。

陈接胜教授现为实验室副主任
,

博士生导师
,

玩
r lg 川以 ir

,

命勿办
污臼乙以把邝 及 J

.

olS 翻 S沁化 。铂阴
.

等杂

志审稿人
。

他于 19 89 年在吉林大学获理学博士学

位
,

l望犯
es 一

.

199 4 年在英国大不列颠皇家研究院从事

博士后研究 ;l 99 4 年至今在吉林大学任教授
。

他系

统地合成了二十余种新型空旷骨架砷酸铝及砷酸稼

化合物
,

并对它们的结构和性能进行了详细 的表

征
。

首次合成了一类层孔磷酸铝化合物和一类空旷

骨架型磷酸钻 ;开发出一系列高效甲醇转化轻烯烃

催化剂
,

并申报了英国专利 ;利用同步辐射
、

红外光

谱
、

高分辨电镜等技术对一系列微孔晶体酸性催化

剂进行了系统表征
,

对这些催化剂的特性进行了阐

述 ;利用主
一
客体组装制备手段制备出一系列具有

新颖结构特征的主
一

客体复合化合物并探讨了它们

的化学物理性质
。

与他人合作
,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

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
,

其中在 Na
t
uer 发表

论文 2 篇
,

在 & ic。 发表论文 1 篇
,

与香港科技大

学合作的研究成果
“

在微孔磷酸铝单晶中组装制备

出直径为 4人的单壁碳纳米管
”

受到国际同行高度

关注 ;主要论文被引用 以X) 余篇次
。

曾荣获 19喇〕年

度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
199 2

,

199 4 和 199 8 年三

度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199 7 年香港求是科

技基金会
“

杰出青年学者奖
”

与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

;1 99 8 年获长春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

19 99 年

被教育部聘为第二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肖丰收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吉林大学
“

现代无机

合成化学
”

研究中心副主任
。

他于 198 6一 199( 〕年先

后在吉林大学
、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

日

本北海道大学触媒化学研究中心学习并获博士学

位 ; 19叹卜一 199 5 年在吉林大学化学系任讲师
、

副教

授 ;l 99 3一 199 4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 D a v is 分校从事博

士后研究 ;l 99 6 起在吉林大学化学系任教授至今
。

主要研究领域是分子筛催化
、

组装分子筛的复合材

料的性质与催化性能
、

催化剂载体与原子簇的相互

作用
、

无机微孔晶体的水热合成及催化特性等
,

已在

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90 多篇
,

其中 20 多篇

分别发表在 J
.

肠
.

以幼
1

.

叙
. ,

了
.

。血 1
. ,

Q次泌
.

及“
. ,

J
.

aM
et ir a肠 以

召m
. ,

《中国科学》等重要杂志

上
,

并在 从“
uer 上发表论文 l 篇 ;曾多次参加国际

会议并做报告
,

其中包括在 199 4 年美国材料学会年

会上作特邀报告 ;作为课题负责人
,

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

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基金
、

吉林省科委青年基金和国家教委优秀青年教师基

金
、 “
8 63

”

项 目课题等共 or 余项
。

获 199 2 年度中国

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
199 6 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

19 96 年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
、
199 7 年人选

国家教委优秀跨世纪人才计划
,

199 8 年获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 。

于吉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他于 199 5 年在吉林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

199 6一 199 8 年先后在香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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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 日本东北大学做博士后
,

并从事合作研究
。

回国后即参加国家攀登计划项 目
,

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

骨干教师项 目以及国家重大基础研究

计划项目子课题
。

近年来在微孔晶体分子工程学研

究
一
微孔磷酸铝的分子设计与定向合成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
,

合成了二十余种结构和组成十分新颖的

一维链状
、

二维层状和三维微孔磷酸铝化合物
,

并在

大量合成的基础上
,

总结规律
,

结合结构和计算科学

知识
,

开拓了定向设计与合成具有特殊微孔和层孔

结构磷酸铝化合物的理论和实验方法
。

在国际重要

学术刊物
,

如 日公爪
.

肠垅
r

. ,

已晚爪
.

肠砌姗
. ,

械
-

c玛即m。 “
耐 匆廊哪刃功us 赫欢ir泣肠 等发表 SCI 收录论

文印 余篇
,

被引用 2 80 余次 ;曾被邀请在 MZ 代 2X( X)

分子筛和微孔晶体国际会议 ( 日本 )做大会邀请报

告
,

被邀请作为国际杂志 O晚爪
.

材硫
r

. ,

J
.

C
.

&

石匕之勿n 矛叹砌 ac t勿璐
,

别瓷玛卯 or 。 “
耐 几几301 刃 or us 用ar et r

.

的论文评审人 ;l 9 99 年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

2X( X) 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

和科研奖励基金
。

此外
,

还有一位最年轻的成员施展博士
。

他是

冯守华教授的博士生
,

于 2印 2年提前博士毕业并留

校任教
。

他很早就在化学研究方面显示出了特有的

才能
,

尤其在无机
一

有机杂化材料等方面的研究有独

到之处
,

目前已发表论文 so 余篇
,

其中有 10 余篇分

别发表在 A刀g 曰`
.

。俪m
.

ntI
.

dE
. ,

。晚阴
.

aM etr
.

等

有影响的刊物上
。

由于他的突出表现
,

在 2田2 年吉

林大学岗位竞聘中被特聘为一级岗
,

成为吉林大学

一级岗位上最年轻的教师
。

目前
,

该群体共有成员 11 人
,

其中教授 (均为博

士生导师 ) 4 人
,

副教授 3 人
,

讲师 4 人
。

群体中先

后有 l 人被评为
“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

2

人被聘为国家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
” 、

3 人获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

2 人获香港
“

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
” ,

2 人进人
“

教育部优秀跨世

纪人才计划
” ,

3人获
“

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 ,

l 人

获得
“

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
” ,

l 人获
“

高等

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奖励研究基金
” 。

这个群体可谓是人才济济
,

各有千秋
。

如今
,

以

冯守华为学术带头人
,

陈接胜
,

肖丰收
,

于吉红等为

主要学术骨干的研究小组已形成了一个既有交叉合

作研究
,

又相对独立开展研究课题的创新研究群体
。

他们思想活跃
,

求真务实
,

团结合作
,

勇挑重担
,

用自

己的睿智与汗水创造了许多优异的成绩
,

在科教兴

国的大潮中扬起了一面探索化学奥秘的智慧风帆
。

该研究群体的特色是
:
他们拥有有待研究的共

同的科学问题
,

即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无机材料的

合成以及新合成技术
、

制备方法与路线的开拓
,

并将

合成化学与新型功能材料的制备结合起来 ;该群体

成员都在同一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因此群体的建设与

发展能够得到保证并和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同步 ;

此外
,

研究方向的重要性将为该群体不断注人新的

活力
,

使之不断成长壮大
,

在发展 自身学科的同时
,

也将推动我国化学学科和材料学科的发展
。

3 根植沃土
,

花繁果硕

“

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
”

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前已

成为国内外颇具盛名的实验室
。

这里有化学前辈历

经数十载的艰苦开拓
,

更有年轻人继往开来的阔步

前行
,

可谓星火相传
,

生生不息
。

在老一辈化学家徐

如人院士和庞文琴教授的辛勤工作下
,

给实验室创

造了宝贵的科学财富与深厚的文化积淀
,

形成了良

好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气息
,

这种环境
,

特别有利于青

年人的成长
。

如今
,

以冯守华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创新研究群体已经成为这片沃土的第二代耕耘者
,

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精耕细作
,

开拓创新
,

汲取营

养
,

成长壮大
,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成果
。

199 2 年起
,

冯守华教授主持国家攀登计划研究

项 目
“

分子工程学研究—
固体电解质的设计与制

备
”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新型无机化合物

的合成化学— 高温高压水热合成新型复合氧化

物
” ,

系统开展光电磁材料
,

以及复合氧化物和复合

氟化物的微波与水热合成
。

那时
,

正是实验室的筹

建阶段
,

课题小组的成员们一面忙着实验室的建设
,

一面全身心的投人到项 目的研究之中
,

他们夜以继

日
,

埋头苦干
,

经历近三年的艰苦攻关
,

该项研究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
。

全美发行量最大的周刊
,

美国化

学会会员杂志 ( O晚爪交以
a
dn rE娜砒 e ir gn 八劝仍 :

化学

与工程新闻杂志 )在科技焦点栏目 (翻 左 ecT / 肠
刀 -

ce nt 映
,

J
u ly 29

,

1996 门
:

动 )专题报道了冯守华教授

及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新型复合氟化物的温和条件

水热合成研究方面做出的开创性研究工作
,

研究工

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赏
。

此项研究成果使他们获

得 199 6 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当时
,

他们已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田 余篇
,

特别是在

美国材料化学杂志上发表 18 篇论文
,

列全国之首
。

此外
,

他们还在德国应用化学杂志发表了无机螺旋

链合成的论文
,

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

在科研的道路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

但是人类

玉月于团吊
ùl几
`

云月伞J-é。盖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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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却是触类旁通的
。

近 01

年来
,

在徐如人院士的指导下
,

以冯守华教授为学术

带头人的研究群体励精图治
,

求实创新
,

不断交流和

总结实验方法
,

虚心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同行的研究

经验
,

开阔自己的视野
。

在研究过程中
,

他们对所承

担的实验课题能够大胆提出假想
,

科学推理
,

举一反

三
,

刻苦实践
,

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经验和科学思

想
,

也实现了科研课题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突破
,

如
:
新型介观催化材料的合成与绿色反应的研究获

199 6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新型微孔晶体

的合成与新合成路线的开发获 199 9 年度国家 自然

科学奖三等奖 ;无机功能材料的组装与裁剪获 2X( X)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沸石分子筛

大单晶的培养和纳米晶的制备获 199 8 年度教育部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

这些成果的取得大大激励了

群体研究人员 的斗志
,

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实验室

在国内国际的地位
。

2X( 科年 3 月
,

喜讯再次传来
,

经冯守华及其全

室成员的努力
,

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实验室在 5 年

一次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
。

这是

一次实力的竞争
,

也是群体智慧的结晶
。

5 年来
,

实

验室承担国家与省部委科研课题 61 项
,

发表论文

47 0 篇
,

获专利 6 项
。

在开发先进材料水热合成路

线
、

无机手性固体的合成与结构
、

主
一

客体材料组装
、

热稳定介孔催化材料以及新型磷酸铝设计合成方面

取得创新研究成果
。 “

水热合成新材料
”

和
“

磷酸铝

家族丰富结构化学
”

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发表于美国

化学会《化学研究评述》( 注“ 汉法记爪
.

而
.

)刊物上
。

实验室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

扩大了在国

际上的影响
。

由冯守华担任大会主席
,

先后两次主

办了 2印2 年
“

国际固体化学研讨会暨第八届全国固

体化学与合成化学研讨会
”

( IS S S C c
一 2X( 犯 )和 2田 3

年
“

第七届国际水热反应研讨会 ,’( ISHR 一 7 )
,

并由世

界科学出版社发行了《固体化学前沿》和 《水热合成

反应与技术》论文集
。

同时
,

实验室还积极开展对外

开放研究
,

其中水热合成化学与技术在国内研究单

位获得大力推广和应用
,

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迅速

发展
。

面对着所取得的成就
,

群体成员并没有因此感

到满足
。

他们深知
,

科学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
,

绝不

能躺在丰收的果实里自我欣赏
,

辍耕不前
,

否则
,

良

田就会荒芜
,

收成就会下降
。

居安思危
,

未雨绸缪
,

他们没有固步自封
,

而是在冯守华的带领下
,

制定了

更高更远的奋斗 目标
:
第一

,

从现在开始
,

积极申请
,

努力筹措
,

多方合作
,

跻优争先
,

在无机合成与制备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国家实验

室 ;第二
,

力争到 20 10 年前后
,

努力将实验室建设成

为国际性研究中心
,

使该研究中心具有鲜明的研究

特色
,

研究队伍更加壮大
,

同时成为重要的无机化学

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第三
,

科研方面
,

在极

端与温和条件合成化学
、

特种结构材料的组装合成
、

绿色合成反应与方法
、

计算合成与分子工程学等几

个研究基础较为雄厚的研究方向上继续深入探索
,

取得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

达到或保持

本领域国际领先的水平 ;在无机材料组合化学
,

纳米

材料合成与制备化学
,

功能配位与簇合物合成等研

究方向加大投人力度
,

争取取得突破性进展
,

推动这

些研究方向走向国际前沿并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
。

目标已经制定
,

接下来便是积极的行动
,

冯守华

群体正以昂扬的斗志
,

奋发有为的精神
,

迈向新的征

程
。

我们期待着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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