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材料学院2021级招生简介

>>能源新材･ 绿色未来<<



   2001年1月，北京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创办北京大学深圳校区
协议书》，共同创办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过十九年发展，深圳研究生院
依托北大、立足深圳，逐步成为扎根深圳的北京大学研究型国际化校区，是北
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大深研院校园占地面积21.28万平方米。环境优美，设施齐全，适宜工作
学习，深受师生好评。

深研院基本情况



深研院基本情况

• 办学方针：前沿领域、交叉学科、应用学术、国际标准。



深研院基本情况

Ø 深圳研究生院是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Ø 下设包括新材料学院在内的八大学院

Ø 教职工：703人，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讲席教授3人、“长江学者”2人、“鹏

城学者”31人

Ø 累计发表论文：5324篇，其中SCI、EI、SSCI索引3833篇，专著145部

Ø 累计承担科研项目2201项 ，申请专利907项 

Ø 已建和在建各类实验室30多个

Ø 汇集材料学、物理学、化学、计算物理、计算化学、微电子和机械等多学科专业

人才

Ø 现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3418人，博士研究生305人，硕士研究生3113人；2002

－2019年，累计招收全日制研究生15587人。



新材料学院简介

  新材料学院创建于2013年，是一所
年轻、富有活力的新兴院系。学院以创
建“一流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为办
学目标，秉承“北大传统，深圳活力”
的办学理念，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开
展前沿领域、交叉学科基础研究，实现
新材料、新能源的革命性技术创新。       

 

我们的目标：创建一流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我们的院训：优秀是一种习惯



我们的目标：创建一流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我们的院训：优秀是一种习惯

  学院致力于新材料“基因组 ”与清洁能源体系的研发，
重点领域包括清洁能源的采集（热电、太阳能电池）、存储
（储能和动力电池）与应用（新能源汽车、新型有机光电显
示、照明）及通过高通量的材料计算、合成与检测等新材料
“基因组 ”技术开展关键材料等研究，为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学院以解决产业应用的基础科学和关键重大问题为目标，
开展交叉学科的协同创新。学院承担完成国家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重大创新工程项目，正承担材料基因组固态电
池与材料国家重大专项，并获得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专
项支持。学院先后建设了广东省重点实验室、深圳市重点实
验室、深圳市工程实验室，获得国家和地方基础及应用专项
支持等。

新材料学院简介



>>新材料学院2013-2020年：从300万到4亿研发经费<<

新材料学院简介

项目平台 设备平台

国家重点专项       

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国家创新工程重大专项

广东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

深圳市孔雀团队

材料计算与数据库平台

材料测评中心平台

高通量材料制备平台

深圳市重点实验室



u 包括TEM、FIB、SEM、XPS、XRD、
XRF、AFM、TG/DSC等大型材料测评设
备，为科研提供完善的支撑服务。

SEM
TEM

XPS

XRD

AFM

FIB

ICP TGA/DSC

新材料学院科研设备/平台



GPU微机集群
（自主研发）

CPU+GPU集群 国家超算深圳中心

运算速度世界第二

u 具备高性能计算与数据库平台，与
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保持密切合作。新材料学院科研设备/平台



光电模拟
自动化机器人

银浆3D打印制备太阳能电池

硅太阳电池银浆
3D打印机
（一代）

硅太阳电池银浆
3D打印机
（二代）

u 材料与工艺验证平台 – 实验验证线



Baccini Soft Line（1300㎡）

太阳电池、电子浆料生产级别验证评测

u 硅太阳能电池材料、工艺和器件验证平台 - 中试生产线



2018年建设国家级中子大科学装置：
北大深圳材料基因中子谱仪

1.6亿 建设高通量高分辨
中子粉末衍射仪

参与建设世界领先的大科学检测装备



材料评测
装备开发

热电 太阳能 动力电池

锂电池 下一代电池

正极 负极 电池
管理
系统

燃料电池
1. 金属空气电池
2. 氢气燃料电池

全固态
电池

材料基因组

潘锋(PI,主任)：材料基因与清洁能源中心
6特聘研究人员，10工程师, 10博士后，4兼职教授 

 



丰硕的科研成果



潘锋教授连续五年（2015-
2019年）入选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潘锋教授荣获

2016年国际电动车

锂电池协会（IALB）

杰出研究奖

丰硕的科研成果



 2018年 美国电化学会（ECS）电池领域技术奖 



 2018年深圳市自然科学一等奖
电动车动力电池材料

结构及性能的基础科学研究



孟鸿(PI,主任):  有机光电中心
 4 特聘研究人员,  2工程师，11博士后



零透过率智能窗（首创）

 

利用电解液中的热致变色材料

从透明状态转变为高度散射状

态，使得器件达到零透过率的

“绝对隐私状态”。这种器件

有望使得电致变色智能窗的应

用范围从公共建筑扩展到私人

领域。

孟鸿：标志性首创成果



王新炜(PI)：原子层沉积(ALD)技术 
研究方向

•原子层沉积（ALD）技术

•薄膜与材料表面改性

•应用：能源与电子器件

近年成果

专著：(World Scientific Series in 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pp. 257-277 (2019). DOI: 
10.1142/9789813277847_0010
论文：

    Physics Research B 479, 150 (2020)
    Physical Review B 101, 174436 (2020)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35, 822 (2020)
    Nano Energy 66, 104149 (2019)
    Adv. Mater. 31, 1900763 (2019)
    Angew. Chem. Int. Ed. 57, 5898 (2018)

ACS Energy Lett. 2, 2778 (2017)
Nano Energy 57, 783 (2019)
Chem. Mater. ASAP (2019)
Chem. Mater. 31, 445 (2019)
J. Mater. Chem. A 6, 4297 (2018)
Sci. Adv. 4, eaar5907 (2018)

作为大会共同执行主席，主办第4届国际

原子层沉积应用会议暨2018中国原子层

沉积会议 (China ALD)，深圳，2018.10

受邀任美国真空学会(AVS) 薄膜分部

(Thin Film Division),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2019 - )

受邀在《欧洲化学》发表关于原子

层沉积的Concept论文

Chem. - Eur. J. 24, 18568 (2018)
荣誉：获得2018年深圳市青年科技奖



郑家新(PI):  

        1.材料基因组学

2.材料计算方法的发展和开发

3.能源材料的计算与设计

1.利用先进的计算模拟方法和材料基因

组技术，加速新型能源材料的研发。

2.开发出独特的材料计算模拟方法和程

序，开拓计算材料领域的前沿研究。

 (1) Natl. Sci. Rev. 2020, 7, 242-245   
 (2) Acc. Chem. Res. 2019, 10.1021  
/acs.accounts. 9b00033  封面文章
 (3)  J. Am. Chem. Soc. 2016, 138, 13326-
13334 ；
 (4)  J. Am. Chem. Soc. 2015, 137, 8364-8367 ；
  被科学网评为2015年国内自然科学领域最
受关注的十大论文之一
 (5)  Adv. Energy Mater. 2015, 1501309;
 (6)  Nano Lett. 2016, 16, 601–608;
 (7)  Nano Lett. 2015, 15, 6102–6109
 (8)   J. Phys. Chem. Lett. 2017, 8, 5537-5542；
 (9)   J. Phys. Chem. Lett. 2018, 9, 6262-6268
 (10)   ACS Energy Lett. 2018, 3, 65-71；The 
most read article
 (11)  Chem 2018, 4, 1-11；Highlighted by 
《Chem》

研究方向：

研究内容：

材料基因组材料大数据
材料设计与计算  



陶国华(PI)：材料设计与计算 

以研发新能源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
和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为目标，通过
发展人工设计理论方法与原子与纳米
微米尺度可控的材料制备、实时与静
态检测技术相结合，建立材料设计研
发的分子理论模型，实现高效的新能
源材料开发

代表性成果

材料人工设计

理论方法开发

机理研究 可控制备

Ø  J. Chem. Phys. 144, 094108 (2016). 
Ø   J. Phys. Chem. C 120, 6938-6952 (2016).
Ø  J. Chem. Phys. 147, 044107 (2017).
Ø  J. Phys. Chem. Lett. 7, 4335-4339 (2016).
Ø  N. Shen, J. Phys. Chem. A 121, 1734-1747 
(2017). 

研究内容：

研究目标：



肖荫果(PI)：中子表征技术 

研究内容

研究意义

代表性成果

1. 能源材料（电池材料和热电材料等）
结构与性能的中子散射研究。

2. 中子散射方法应用和中子谱仪大科
学装置研制和建设。

1. 揭示能源材料特殊结构形成机理，建
立材料结构与性能之间重要的关联关
系，推动新能源材料领域的发展。

2. 利用中子散射方法实现对新材料体系
精细结构的快速全面表征，实现材料
基因组的高通量中子测量功能。

3. 建设北京大学中子散射谱仪大科学装
置，填补超高分辨中子谱仪国内空白。

2. 中子散射方法探索层状正极材料中的非常规自旋玻璃态

1. 中子散射方法揭示层状正极材料中反位缺陷的形成机理

Nano Energy 
49 (2018) 77–85

3. 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研制超高分辨中子谱仪大科学装置

Appl. Phys. Lett. 
114  (2019) 203901



吴忠振(PI)：真空薄膜技术与装备 

新型镀膜技术与装备

研究意义:

Ø 面向国家重大装备需求与关键零部

件延寿技术，开展以等离子体物理

为基础的物理/化学气相沉积技术

（高功率脉冲/常规溅射技术、

阴极弧、离子注入、微弧氧化

等）、核心装备、等离子体模

拟、涂层与薄膜材料与应用的

研究。

        通过非平衡过程作用材料成分和结构，合成新材料，实现

传统材料无法实现的综合性能。

代表性成果：

1、围绕高离化、快速沉积要点，开发

了多套新型装备，并研发了相配套的多

脉冲真空驱动电源，部分设备已在多家

国内外研究单位使用，正面向不同市场

进行产业化成套装备设计开发。

2、依托纯离子输出设备，首次合成具有高密

度纳米孪晶结构的陶瓷涂层材料，使CrN涂

层实现大于40GPa的超高硬度，并对航空发

动机压气机叶片的一体化防护开展应用预研。

3、依托等离子体氧化技术，一步合成了了

无任何有机修饰的超疏水性能，并使θ相氧

化铝首次表现出负表面能特征，进而提出

了第三代超疏水材料构建方法，正针对航

发前锥防结冰进行应用研究。

4、针对不同硬度区间的结构材料，开发了一

系列润滑、防腐涂层，超厚类金刚石涂层，在

石油装备的抽油管上体现出5-10倍寿命；新型

减磨涂层摩擦系数可降低到0.12，实现自润滑；

新型防腐涂层可将铝合金的盐雾腐蚀寿命突破

10000小时（世界最高），目前正对航空钛合金

关键部件进行减磨、防腐应用研究。

5、面对三元层状正极材料提出匀质去极化、反向插锂、界面

SEI改性和界面去SEI等手段，实现了其接近理论容量的实际容

量，发现双层锂结构，并实现了其循环性能的大幅度提高。

2018年度获得深圳市自然科学一等奖。

研究内容：



李锐(PI)：水系二次电池

• 水系碱金属离子电池

• 混合离子电池

• 超级电容器   

• 构建高安全水基储能体系

• 混合离子电化学行为研究

• 离子选择机制

研究内容：

研究意义:

代表性成果：



毛河光
世界首屈一指的高压
物理与材料科学家

Peter G Bruce
固体化学、电化学研
究领域学术领袖，锂
电池创始三巨头之一

鲍哲南
2017世界杰出女科
学家奖获得者，美
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ü 交叉学科融合、灵活课程设置、高效目标引导，带来学生科研硕果斐然。

ü 国际化平台为学生提供机会，参与海外顶级实验室科研交流活动。

ü 新兴热点学科及高水平培养，为毕业生未来提供广泛的未来发展空间。

樊文飞
国际学术界公认的
数据库理论与系统

并重的第一人

国际顶级专家参与我院特色培养



在
校
生
学
术
交
流
图
示

        自2015年起，新材料学院在校学生共计36
人/次出国进行访学交流。10名学生在美国阿
贡国家实验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
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国际
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为期一至两年的联合
培养，科研能力和科学素质获得长足提升，并
促进了部分联合培养的学生自我院毕业后前往
上述国际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深造学习，在科
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2020年，我院有4名博士生和1名硕士生申
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已获留学基金委批复，准备前往哥伦比亚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进行联合培养。

在校学生进行国际访学交流



2015-19年：SCI文章发表
 上一学年：文章117篇（1区95篇，IF=8.2） 

高质量论文：47篇（TOP 5% + Nature Index + IF大于10 ）

3.962 7.248 7.372 7.752 8.188

本学年再
创新高，
重点工作
成果见学
院官网新
闻，具体
数据待统
计更新~

卓越文化收获卓越成果



2020届毕业生翁谋毅、赵冉获评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

卓越文化收获卓越成果

        在我院跟随潘锋老师学习期间，翁谋毅在在Advanced 
Mateirals、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Applied Physics 
Letter等Nature Index期刊和Science China Chemistry、npj 
computational materials、ACS Catalyst、ACS Applied Materials 
Interface等国际知名期刊共发表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论文
11篇（总影响因子IF=92.4），其他合作论文21篇，所有论文总影
响因子达到259，总被引次数213次，单篇最高被引次数60次。同
时获得软件著作权2项，作为专利合作作者申请国际PCT专利2项，
受邀在国际国内会议上进行口头报告2次。此外，他曾获得国家奖
学金，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等荣誉。

        赵冉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师从王新炜老师，研究方向围绕原子层沉积技
术机理、原位表征设备开发、先进光电器件等展开。自主设计搭建多种原
位表征设备，并用于研究多种原子层沉积薄膜过程中的物理化学机理问题，
从而为原子层沉积机理研究及新型原子层沉积方法研发提供重要的基础。
在Chemistry of Material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CS Energy Letters
等国际知名期刊上篇发表论文11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5篇，并多次
在国际会议作口头报告。
       此外，他积极参加学生工作，担任深研院心理学社副社长，负责策划
组织“镜湖之夜”、“10.10心理嘉年华”等活动，普及心理知识，帮助同
学们培养良好心态。赵冉还曾担任新材料学院篮球队队长，组织师生们日
常体育锻炼，并取得新生杯篮球季军等佳绩。



    潘锋课题组2019届优秀毕业生刘同超，在我院学习期间，共发

表33篇SCI论文，影响因子总和419，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9篇SCI(影

响因子156)，均为JCR一区杂志，包括：Nature 

Nanotechnology(37.5)，AM(22)，AEM(22)，JACS(14.4)，

Chem(14.1)等；申请专利三项（一项美国专利）；深圳市自然科学

一等奖（2018年唯一获奖学生）；曾在美国材料大会(MRS)上做邀请

报告；作为独立审稿人受邀为Nano Energy和ACS AMI等审稿15篇；

其毕业论文获评“北京大学2019年优秀博士论文”。

   当前，他在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做博后，与我院仍保持合作，成

果有Nat. Nanotechnol. 2019, 14, 50-56和Nat. Commun. 2019, 

10, 4721.等，其近期最新研究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1):3050·June 2020）。

卓越文化收获卓越成果



毕
业
生
升
学
就
业
图
示

        从新材料学院毕业的学生，无论选
择升学还是就业，都有亮眼表现。
        毕业阶段，学校及学院为学生创造
的就业机会很多，推荐就业受广泛合作
伙伴认可，学生可选范围广，多方向适
应性优良。
         2020年，我院毕业生已有90%以上
落实毕业去向，未落实去向的学生也已
获得升学、就业offer，基本未受疫情影
响。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人数
机关单位 15

国有企业 14

三资企业 5

高等教育单位 33

其他企业 35

科研单位 2

中初教育单位 1

自主创业 2

*仅在毕业时统计，暂未计入后续变化。

卓越文化收获卓越成果



丰富的课余生活 u 学院每年都有春秋游、趣味运动会、镜
湖之夜等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



丰富的课余生活 u 旨在让学生劳逸结合，全面发展。



新材料学院人才培养之问——



         2021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新材料学院将继续采用推荐免试和
普通招考两种选拔方式招收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我院研究生招生工
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
毋滥。
   
Ø 招生专业：材料物理与化学（080501）
Ø 报考公告：北大研招网

（https://admission.pku.edu.cn/docs/20200923222859598491.pdf）
Ø 报名时间：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中国研招网）

        新材料学院致力于前沿领域、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欢迎化学、材
料、微电子、物理、机械、化工、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的优秀大学
生积极报考！

Ø 招生咨询：赵老师   zhaoxhsz@pku.edu.cn   0755-26612204

欢迎报考我院，加入北大学子的大家庭！

招生说明



北大新材料学院官网
http://sam.pkusz.edu.cn/

北大新材料2021考研交流群
（二维码过期可发邮件咨询
及加群zhaoxhsz@pku.edu.cn）

欢迎咨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