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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建设运行实施方案 
通过专家论证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和少年班学院

领导班子联合召开民主生活会 

        3月9日，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和少年班学院

领导班子联合召开民主生活会。微尺度国家研究中心和少年班

学院领导班子中的党员领导干部王兵， 尹民， 李震宇， 兰荣

参加会议并作对照检查发言，党外领导干部罗毅、鲁非、陈旸

列席会议。 会议由少年班学院党总支书记尹民和微尺度国家

研究中心党委书记王兵共同主持。尹民首先代表少年班学院作

对照检查发言，逐项对照《关于召开2017年度中层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的通知》中的六个方面，查摆班子现存问题，分析原

因，探讨今后的改进措施。王兵代表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

中心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对照党章，对照《中共中央政

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

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神，对照初心

和使命，结合单位实际情况，认真查摆存在的问题， 明晰今

后努力方向。随后，尹民、兰荣、李震宇、王兵分别作对照检

查，找准问题，开展自我批评。两个班子成员间本着 “团结-

批评-团结”的原则，认真地提意见并给予针对性的建议。 

        3月23日，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在合肥组织召开了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建设运行实施方

案专家论证会。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郭志伟，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黄敏，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罗平，组建单位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院士以及相关单位和研究中心代表共40余人参加会议。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科研基地处处长周平主持会

议。 

  论证会专家组由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叶朝辉院士担任组长，南京大学祝世宁院士、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马宝环高级

会计师担任副组长，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院士、中山大学陈小明院士、四川大学冯小明院士、浙江大学朱诗尧院士、中科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张东辉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张海波高级会计师为专家组成员。 

      与会专家对研究中心进行了实地考察，听取了研究中心主任罗毅教授对建设运行实施方案的汇报。罗毅教授详细介绍了研究

中心建设意义与功能定位、建设目标与主要任务、研究方向及主要内容、实施方案及未来展望等。他表示，研究中心将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聚焦未来信息、新能源和生命健康等重大创新领域，继续以纳米科技、生物科

技、信息科技和认知科学的多学科交叉创新为导向，开展微尺度物质体系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汇聚一流创新资源，完善协同

创新体制机制，抢占科学研究制高点，产出一批源发性创新成果，成为微尺度物质科学领域科研与人才培养高地。  

        专家组通过充分质询和讨论，认为研究中心功能定位准确，目标任务清晰、切实可行，研究方向和内容重点突出、特色鲜明，

有望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推动微尺度物质科学的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创新中心、人才培育中心、学科

引领中心、科学知识传播中心。专家组一致同意研究中心建设运行实施方案通过论证。同时，专家组也为研究中心建设中需进一

步明确、加强的内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研究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主任、校长包信和代表学校对专家组一致通过实施方案并提出建议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高

度重视研究中心的建设运行工作，将在经费投入、科研用房、研究生指标、运行管理等方面全力支持研究中心的发展。他指出，

今后研究中心将以建设国际一流研究中心为目标，积极组织开展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

创新活动，深度融入区域创新发展。他希望科技部、中科院和安徽省等部门和地方政府继续共同支持研究中心和学校的建设发展。  

        郭志伟副司长感谢中国科学院、安徽省、组建单位以及与会专家对研究中心建设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并对研究中心下一步工

作提出要求，希望研究中心充分吸收专家组意见，认真修改完善实施方案，做好继承发展；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总结成功经

验，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希望主管部门、依托单位和安徽省、市要严格落实好实施方案确定的各项任务，做好工作对接，更好

地推动研究中心的建设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印娟副研究员获上海市巾帼创新新秀奖 

  日前，上海市妇联、市教委、市科委联合开展了第十届

上海市巾帼创新奖评选活动。中国科大上海研究院推荐的微

尺度国家研究中心印娟副研究员（“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量子纠缠源载荷主任设计师）获上海市巾帼创新新秀奖，

同时被授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左起第四位为印娟 

    中国科大陆亚林教授量子功能材料和先进光子技术研究团队

在量子功能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团队成员翟晓芳副

研究员、傅正平副教授等人，与美国劳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Jinghua Guo博士、中国科大赵瑾教授、湖南大学马超教授等合

作，在研究新型高温、高对称性铁磁绝缘体过程中，通过把高

质量氧化物薄膜制备与同步辐射先进光电学探测、第一性原理

计算等相结合，成功地发现了高于液氮温度（77K）的高对称性

铁磁绝缘体，并解释了产生高温铁磁转变现象的新机制。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8 年 3 月 5 日出版的美国科学院会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上。 

        为了获得能在高温下工作的、具有易外延生长能力的、高

对称性结构的铁磁绝缘体，该团队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充分的材

料筛选，认为LaCoO3薄膜是有可能成为一个高对称性铁磁绝缘

体的研究对象。但是关于LaCoO3薄膜铁磁性的来源前期却充满

了争议，由于对制备要求很高，薄膜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缺陷，

因而前期很多人认为是这些缺陷导致了铁磁性，导致了性能的

不稳定及不可控。在本项工作中，团队成员发挥了高质量单晶

薄膜制备的优势，研制了高质量、近似无缺陷的LaCoO3薄膜并

深入研究了其铁磁性的来源，发现LaCoO3薄膜确实是一个罕见

的高温铁磁绝缘体，其铁磁转变温度可以高达85K，是以往研究

过材料的5倍，并高于液氮温度。通过制备不同氧含量、不同应

力、不同厚度的LaCoO3薄膜，发现了氧缺陷的浓度增加会引起

铁磁性的削弱，并且在氧缺陷导致的Co2+含量达到10%左右时，

铁磁性会完全消失；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发现了和实验基本

一致的结论，当氧缺陷被引入到拉应力下的LaCoO3薄膜中时，

产生的Co2+高自旋态（t2g3eg2）与邻近的Co3+高自旋态或Co2+高

自旋态形成局域的反铁磁相互作用，削弱了铁磁性。并且当

Co2+的浓度达到12.5%时，反铁磁相互作用取代了铁磁相互作用

并成为新的长程序，铁磁性因而完全消失。这些实验和理论工

作充分解释并证明了LaCoO3薄膜铁磁绝缘机制，为未来研制高

质量磁性量子器件等应用需求提供了一个亟需的新材料。 

        文章共同第一作者为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博

士生孟德超和郭宏礼，通讯作者为翟晓芳副研究员和陆亚林教

授。该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和教

育部等关键项目的资助。   

中国科大在研制新型量子功能材料中 
取得重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