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5月 22 日编辑：黄佳畅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04

之八

郑南峰，2005 年博士

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河

滨分校，2007 年在美国加

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完

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国，随

即被聘为厦门大学特聘

教授，并先后获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聘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入选“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他带领团队将课

题 组 的 一 项 研 究 成

果———柔性石墨烯加热

膜产品制成远红外加热产品，并联合厦门晞和科技有限公司将

其加急赶制出一批电热护腰带、地板加热垫等产品，通过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搭乘专机驰援湖北。在平时的工作生活

中，他潜心科研，热心教学，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也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科研成果。

支援抗疫刻不容缓

实验室成临时“加工厂”

2020 年春，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蔓延，牵

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无数白衣

天使驰援武汉，义无反顾走在

抗击疫情第一线。得知疫情发

生后，郑南峰虽身在厦门，却也

心系武汉。当他得知厦门有医

疗队赴武汉抗疫，便开始想能

不能尽自己的一份力，为他们

做些什么。

当时正值严寒时节。郑南

峰想到了自己曾使用过的石墨

烯加热产品。这是一款由他所

带领团队课题组的研究成

果———柔性石墨烯加热膜产品

制成的远红外加热产品。远红

外加热产品可高效发射出与人

体辐射相近的远红外线，提升

人的基础体温。用远红外产品

制成电热护腰带、地板加热垫

等，可以有效抵御寒冷，为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送去温暖。

2 月 16 日，郑南峰辗转联

系上了当时厦门援鄂医疗二队

的领队、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副院长尹震宇，表示希望提

供一批石墨烯加热产品制成的

电热护腰带、地板加热垫等给

援鄂医护人员。收到消息后，尹

震宇连说了三个字“要！要！

要！”。他表示，因武汉天气寒

冷，许多厦门的医护人员到那

里并不能很好适应。郑南峰的

这个提议如果实现，对他们来

说无疑是莫大的帮助。

说做就做。然而，这种产品

之前并没有投入量产，还只是

停留在实验试验阶段。设计图

纸、寻找材料、加工制作……一

切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正值疫

情期间，工厂停工，郑南峰便找

来了团队老师和工程师，申请

使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石墨烯

工程与产业研究院的实验室，

成立了临时“加工厂”来赶制这

批产品。原材料石墨烯浆料取

自实验室的剩余材料，制作成

品的无纺布、塑料膜等则是工

程师们四处联系企业寻找而

得。当得知这批产品的用途后，

提供材料的企业纷纷表示愿意

无偿捐赠，这让郑南峰十分感

动。从石墨烯涂层的加热片，到

最终可以使用的产品，每个环

节都是工程师们手工制作。为

了能尽快赶制出这批产品，连

续几天，郑南峰和他的团队几

乎没有休息。

“既然已经答应人家，再难

也要做出来。”郑南峰知道，支

援抗疫刻不容缓，产品能早一

天完成，就能早一天送到援鄂

医护人员手中。秉持这样的想

法，从 2 月 16 日下午敲定计

划，到 2月 20 日将这批含有 50

多件电热护腰带和地板加热垫

的物资送上援鄂专机，郑南峰

和他的团队仅用了几十小时，

就完成了这项“紧急任务”。

尝到成功的滋味后，3 月

初，郑南峰和他的团队又联系

企业，用石墨烯加热产品制作

了一批电热马甲支援医护人员

抗疫。他觉得，这些都是“小

事”，能为防疫抗疫有所付出，

再辛苦都值得了。

培养专业人才 支持创新创业

在培养学生方面，郑南峰说

自己是一位“严师”。他强调，科学

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学生会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慢慢拓展认

知，在不断提出假设、证明假设

的过程中，不断地挖掘自己身上

的潜力。科研困难重重，但他鼓

励学生善于在科研过程中品尝

自己的努力，提升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他希望根据不同学生的

特点“因材施教”。遇到能够静下

心来做研究的学生，他支持他们

走科研的道路。一些学生具备理

工科背景同时比较有商业头脑，

他也鼓励他们去创新创业，将所

学所得应用到实际生产生活当

中。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郑南

峰比较喜欢团队协作的形式。他

与国内外 30 多个知名课题组保

持密切合作关系。他认为，人总有

局限的地方，通过团队共同协作、

共同指导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就

能避免过于单一的教师指导带给

学生的局限性，让学生收获更多

不一样的知识。

“你会发现那些研究生，在刚

入学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的眼

神里都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郑

南峰说。他希望学生们能够保持

这份热情，从基础研究做起，一步

一个脚印地向前，去享受发现未

知的乐趣。

在郑南峰带过的学生里，不

少也选择了出国深造后再回国工

作。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所带去的

影响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一直以

来，他也希望学生们能够出国深

造，多学、多接触，学习更多新知

识，体验不一样的文化氛围。完成

博士后研究时，郑南峰已经拿到

了国外知名大学的教职，但他依

然选择回到祖国。在他看来，当时

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

快车道，他觉得自己“回国能做的

贡献更大”，要将所学所得运用到

祖国未来的发展中去。

郑南峰说，他还是希望培养

出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并能够

更好地融入社会。一是将已经积

累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的需求

之中去，以解决他们实际遇到的

问题。二是能够把基础研究的发

现形成技术，运用到科技的创新

发展当中，让中国能够真正成为

一个创新型国家。

潜心科学研究 探索未知世界

在科研方面，郑南峰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2019年，腾讯“科

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共

5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得首届“科

学探索奖”，郑南峰也是其中之一。

郑南峰主要从事金属材料的

表界面化学研究，已在纳米尺度

表界面配位化学方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不仅发展了利用表面配位

化学调控金属纳米晶体的表面结

构的普适方法，而且还解析了系

列典型金属纳米颗粒的表面配位

结构，实现了对典型负载型金属

催化剂性能的精准调控。

郑南峰还积极推动基础研究

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他通过材

料设计，找到控制化学反应的要

素，基于表面配位化学所开发的

多个金属催化剂已被成功应用于

精细化工绿色生产，大幅减少了

一些重要化工过程毒副污染物的

排放。他通过 8年的时间，牵头完

成的科研成果“金属纳米材料的表

面配位化学”获得了 2018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教学成果

“能源化学研究型人才协同创新培

养模式的创建与实践”也获 2018

年度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目前，郑南峰已以通讯作者

在《科学》、《自然 - 纳米技术》、

《自然 -材料》等期刊发表 160 余

篇论文，他引 1.3 万余次，成果得

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应邀

在《化学研究述评》、《美国化学会

志》、《先进材料》等化学、材料类

顶级期刊上撰写综述、展望文章，

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做大会、邀请

报告 60 余次，并担任《美国化学

会 -核心科学》副主编和《化学评

论》等 10 多种国内外期刊的（顾

问）编委。同时，他还承担了多个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

课题，以及企业合作研发项目，极

大地推动了纳米功能材料基础和

应用研究的发展。郑南峰说，他的

一些科研成果也来源于生活的启

发。他表示，科学不应该是高深莫

测的，应该更多地通过传媒的手

段去传递科学知识，提高大众的

科学素养。这是任重而道远的。

（部分资料参考《北京青年报》、

厦门大学新闻网）手工制作的石墨烯加热片 用石墨烯加热产品制成的电热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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