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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追逐的重点 。

面临如此发展态势 ,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在

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 自旋

电子学相关的电子薄膜与 集成器件技术 。群

体骨干李言荣教授说 围绕这一主线 ,他们始终以国

际研究前沿为标尺 ,独辟蹊径 ,坚持 自主创新 ,经过

近 年的研究与探索 ,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重要突

破 ,同时形成了强大的研究群体 ,建成了国家重点实

验室 ,这都是弄潮国际学术前沿所带来的丰厚回报 。

永无止境的创新之路

经过 余年的发展 ,张怀武教授带领的信息薄

膜与 团队 ,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科研力量不断

增强 ,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的资助 。但是 ,

埋藏在几位群体骨干及其团队成员心底的那份科研

执着没有变 ,那就是 “做真正意义上的 、有价值的和有

影响的研究工作 。”针对信息薄膜与集成器件这个重要

领域 ,他们高瞻远瞩 ,为创新群体提出了 个创新内涵

群体成员们认为 “内涵之一是理论探索新机

理 内涵之二是各种新 自旋材料和复合多性材料的

发现 ,包括铁电一铁磁薄膜 、铁磁一超导薄膜 、铁磁一有

机光电薄膜等薄膜原位生长 、界面控制等材料问题

研究 ,还包括从原子团簇出发的复合材料属性研究 、

复合材料低温共烧 原理 、微观结构与宏观参

数之间的关系探索等科学问题 内涵之三是单个电

子器件设计与 集成问题 包括材料哪两种自

旋异质结可组合成高效自旋器件 。如何实现无源电

感 、电容 、电阻 、变压器 、滤波器等 器件集成 ,

铁电 、介电 、铁磁 、有机等多层共形器件 集成

等重大科学问题 ……”

他们就是这样不满足的一群人 ,相信在科学的道

路上永无止境 ,相信想得有多深 ,就可以走得有多远 。

他们就是天生的行路者 ,努力地在信息材料的

世界里绘织自己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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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寒武纪瓮安生物群动物胚胎化石的研究又取得重要进展

最近 ,瓮安生物群动物胚胎化石的研究又取得

了重要进展 。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陈均远研究员为首的一个国际科学小组利用 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微体化石三维无损成像技术 — 同步

辐射相位衬度显微断层成像技术 ,研究了两颗立体

保存且有极性分化的动物胚胎化石 ,这两颗精美的

胚胎化石来 自我国贵州埃迪卡拉纪瓮安生物群 ,距

今约 亿年 。相关研究成果不久前发表在美国科

学院院报 尸 期刊上 。这是该科学小组继

年和 年在 。期刊上分别报道最古老的

“两侧对称动物小春虫化石 ”和 “具极叶的动物胚胎

化石 ”以来 ,为论证前寒武纪瓮安生物群中已经存在

两侧对称动物增添的又一力证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随着我国云南澄江动物

群的发现和研究 ,一个关于地球生命演化的理论 假

说 — 寒武纪大爆发理论 假说 被推向高潮 。该

理论 假说 认为 ,后生动物 ,特别是两侧对称的三胚

层动物在寒武纪初期的几个百万年的时间内迅速崛

起 ,并成功实现了大规模辐射式演化 ,基本上占领了

当时海洋中所有的生态位 ,使得包括脊椎动物在内

的现今地球上所有的复杂动物门类在 亿年前全

部出现 。寒武纪大爆发理论 假说 曾一度被认为是

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峻挑战 ,因为古生物学家并未

在前寒武纪地层中找到确切的后生动物化石来证明

寒武纪大爆发的源头 。然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相关

研究却认为 ,寒武纪初期后生动物的辐射式演化并

不是一个没有源头的爆发 ,恰恰相反 ,它有一个深埋

在晚前寒武纪的 “根 ”。古生物学和现代分子生物学

的不同观点使得追寻寒武纪大爆发源头 ,即所谓的

“溯源之旅 ”越来越受关注 ,以至于在前寒武纪地层

中发现确凿的后生动物化石群成为从事早期生命研

究的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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