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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创新能力的下降 。

数学研究具有典型的厚积薄发特点 ,进展往往

难以预测 ,需要在宽松环境下长期积累才能取得突

破 。我们要尊重科学规律 ,摒弃急功近利和浮躁情

绪 ,进一步改善天元基金资助机制 ,营造数学发展的

良好环境 。

总结经验 ,把优秀人才资助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每年都有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出国攻读博

士 ,国内也有很多博士生毕业 ,也逐步有一些优秀的

博士毕业生回国工作 。我国数学的发展已从量的增

加到了质的提高的阶段 。国家对人才问题非常重

视 ,对数学的发展也投人很多 。我们要认真总结我

们在人才培养上的经验 、成功与不足 。 “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 。”这也包括认真研究美国 、欧洲的数学强

国在人才培养方式上的异同 ,研究他们在人才培养

上的经验 ,把天元基金优秀人才资助做得更好 ,最终

在我国本土培养出众多世界一流的数学人才 。

天元基金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 年 。总结经

验 ,展望未来 ,我们倍感自己责任重大 。我们将继续

努力工作 ,为中国数学和天元基金的发展做出贡献 。

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 ,我国数学同世界上先进的国

家相比 ,在很多方面 ,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今后的

任务还很艰巨 。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全国的数学家

团结起来群策群力 ,沿着已确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

走下去 ,中国数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 “率先赶上 ”

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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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颗粒表面纳米化调控研究取得进展

纳米无机颗粒的制备是当前无机填料工业中的

热点之一 ,但纳米颗粒的分散性问题却制约了其生

产应用 。纳米级粒子的表面形貌呈原子台阶状 ,凹

凸不平 ,构造粗糙 ,其台阶棱角处的原子能量较高 、

活性较大 ,单个纳米级颗粒容易与高分子链发生化

学和物理作用 。然而 ,粒度越细 ,越容易团聚 。如果

粉体在基体材料中不能充分分散 ,而是以团聚体 团

粒 状态存在 ,这些团聚体将是复合材料中最为薄弱

的环节 ,成为受力破坏的起点 。

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盖国胜课题组针对

矿物颗粒在粉碎制备过程中沿晶体解理面破裂而形

成锐利棱角和平坦解理面 ,不利于有机高分子链与

矿物颗粒表面的结合 ,棱角处则极易成为复合材料

内应力集中点 ,而出现裂纹失效的问题 ,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矿物颗粒表面纳米化调控及在聚合

物中的填充特性 ”资助下 ,采用非均相结晶沉积包覆

的技术手段 ,实现棱角钝化和平滑表面的纳米化包

覆 。从而改善了矿物颗粒在聚合物中填充的界面结

合状态 ,提高了填充量或增加了材料的抗冲击强度 。

该技术不同于粉体表面用偶联剂改性 ,表面纳

米化包覆是在填料粉体颗粒表面生长一层新的物

质 ,属于在 “表面改性 ”基础上的“表面改质 ”。除在聚

合物填充方面外 ,为低白度矿物资源的利用探索了一

条包覆增白改善界面的技术途径 ,为废弃矿物资源和

粉煤灰等白度差的矿物找到了高附加值利用的市场 。

这类包覆技术已经分别在石膏 、滑石 、硅灰石 、木粉 、

粉煤灰等填充粉体材料的表面处理上得到了扩展 。

由于该课题在基础研究上的突破 ,其产业应用

过程顺利实施 。 年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粉体及新材料工程中心完成中试 , 年在河北陆

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工业性试验 ,验证了该

技术的产业化可行性 ,目前正在浙江长兴建设一条

万吨生产线 。

来自于工程实践的基础课题研究促进了产业 ,

像表面纳米包覆层形成动力学特性等研究对工程化

有重要参考 。这些来自生产实际的科学问题又进一

步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 目前 ,项 目组在

超细颗粒包覆复合研究方向上 ,已经形成了 “针对矿

物填料表面纳米化处理和形貌控制 、改善界面结合

特性 ,实现在聚合物中有序可控填充 ”的研究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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