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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未来材料论坛以“交叉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与会嘉宾围

绕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新材料研究展开深度研讨。本期专报对未来材料

论坛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十四

加速未来材料交叉创新 筑牢未来产业发展基础

新材料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资源，也是国际竞争的重点领

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新材料

产业在我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也面临如关键原材料供应

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等挑战。与会嘉

宾一致认为，材料科学发展已经进入全新阶段，跨学科交叉融合、

仿生创新成为最重要的特征，未来材料研发将进一步突破传统理

论瓶颈，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速演进，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

引导和支持，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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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速未来材料研发创新的重要意义

一是新材料研发直接推动各领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新材

料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直

接催生了智能制造、智能传感等新模式创新，促进了制造业向高

端化、精细化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张跃指

出，中国“3060 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钢铁行业能否从碳还原

体系切换到氢还原体系，其中高效率的催化电极材料开发起到至

关重要作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长聘教授 Vadim

Grinenko指出，新超导材料的开发推动了核磁共振技术的发展，

使得医学界能够更精确地诊断疾病。清华大学教授宋成强调，基

于 20°Y-X LiNbO3声表面波谐振器制备的大带宽磁电天线支撑

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普通手机能够直接与卫星连接，开

启通信新时代。

二是国家总体安全要求加快推进新材料的自主研发。中国科

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荻指出，上海交通大学长期聚焦

空间新材料自主研发，为航天器结构与关键部件提供保障，支撑

天宫一号、嫦娥探测器等外太空任务稳定运行。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余彦认为，新兴电化学储能技术的开发，如钠离子电池，

使得我国电池体系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制于人。

二、未来材料重点布局方向：交叉融合、智能化与

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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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聚焦交叉融合，重视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研发实现高价

值新材料的设计与制备。张荻指出，结合铝基材料与碳纳米管，

能够生产出比强度高、比模量大的复合材料，将其应用于关键传

力结构的设计，将产生极大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宋成指出，

通过电磁学与声学耦合，研发磁电天线、磁敏传感器，加速实现

微波器件小型化。同时，注重从大自然获取灵感开展仿生创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刘岗指出，借鉴农业种植中的植物

套种策略，如玉米+花生，将随机无序组装的光催化氧化、光催

化还原材料颗粒进行图案化有序组装，能够极大提升光催化全解

水的效率。张荻强调，复合材料研发已经从材质复合发展到构型

复合的高阶阶段，例如模拟自然蝶翅精细结构开发的“蝶翅”构

型复合材料，能够产生光增益偶和效应，用于开发更高效的太阳

光吸收材料。

二是聚焦智能化，开发具备感知功能、自我修复功能和智能

响应外部环境功能的智能材料，实现功能精准调控。德国科学院

院士、工程院院士、明斯特大学教授 Harald Fuchs介绍了其在表

面在位精准化学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展示了特定的表面化学分

子如何通过自组织的方式重构铜金属表面原子结构。德国工程院

院士、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教授 Oliver G. Schmidt指出，实现自我

维持、自给自足、自我再生产是新型材料发展的重要方向，如由

柔性材料、太阳能电池、光学感应以及微型马达组装而成的微型

折纸机器人“智子”，能够感应环境，与同伴进行接驳和自组装

形成各种形态，用以执行特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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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聚焦绿色化，开发绿色、可循环和低碳的高性能材料，

推进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世界工业技术研究组织协会主席、伊斯

坦布尔科技大学校长 Hasan Mandal指出，为实现 2050年地球平

均气温涨幅控制在 1.8°C以内的目标，需要大力推动新电池技术

与可再生能源技术，二者都离不开新材料应用。李岗研制的植入

式光催化材料 BiVO4薄膜展现出可规模化、通用、柔性和可回收

等诸多优势。宋成基于材料创新开发的天线波束成形技术，成功

保障了低功耗高效能的卫星通信。

整理：周少丹、施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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