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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秀良研究员荣获 2023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4 月 28 日，东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五一劳动奖表

彰大会顺利召开。大湾区电镜中心负责人马秀良研究员获颁广东

省总工会授予的 2023 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据悉，省总工

会此次评选旨在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

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授予 132 个单位广

东省五一劳动奖状，317 名职工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164 个集体

广东省工人先锋号。 

显微科学与技术—松山湖论坛 

为加强学术与技术交流，电镜中心设立了

“显微科学与技术—松山湖论坛”。该论坛旨在

为广大青年学者提供学术与技术交流的新平台。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贾春林教授和厦门大学廖

洪钢教授分别应邀在松山湖论坛上做了学术讲

座。 

朱银莲研究员应邀到访湖南科技大学 

2023 年 3 月 30 日，朱银莲研究员到访湖

南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并作题为“亚埃尺度解析

新型拓扑结构”的学术报告，与学院师生分享

了在铁电拓扑结构构筑及其亚埃尺度结构解析

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 

报告中朱银莲研究员详细介绍了铁电拓扑

结构的理论构型和实验构筑，并重点阐述了亚

埃尺度下铁电拓扑结构的极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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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后，朱银莲研究员与在座师生进行了

充分的互动和讨论，详细解答了与会者的多项

科研和技术难题，并分享了她对铁电拓扑领域

研究方向的展望。最后，朱银莲研究员指出透

射电子显微镜作为材料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

要研究手段，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关键点在于应

将其作为一项具有测试功能的研究型装备，而

非简单的测试性表征仪器。

朱银莲研究员出席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及相关分析技术国际研讨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22 日，扫描透射电子显

微镜及其相关分析技术国际研讨会（2023）在

上海举办，研讨会邀请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40 余人作相关研究报告，大湾区电镜中心朱银

莲研究员和耿皖荣副研究员应邀参加本次研讨

会并作了邀请报告。 

该研讨会旨在为增进电子显微学领域的国

际国内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升我国

在该领域的学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影响力，

本次研讨会着重探讨了扫描透射电子显微学技

术和方法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扫描透射电子显

微镜相关硬件及软件研制开发的最新成果、电

子显微学技术在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中的应

用等主题。 

西北五省第九届电镜学术交流及技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为了推动西北五省（陕甘青宁新）电子显

微学的发展，2023 年 6 月 9 日-6 月 12 日，“西

北五省第十三届电镜学术交流及技术研讨会”

在甘肃省兰州大学举办，电镜中心朱银莲研究

员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并作大会报告。 

会议以电镜及相关仪器在材料科学、纳米

科技、物理学、生命科学、化学化工、环境科

学、地质学等领域的应用和电镜相关仪器的理

论、技术和试验方法的发展与改进为主题，采 

用专家报告、学术交流、厂商报告、设备实际

操作演示等方式与参会代表进行研讨和交流，

提供了一个全面反映电子显微学的应用与新技

术的综合性展示交流平台。 

作为特邀报告人，朱银莲研究员作了题为

“氧化物超晶格中的极性拓扑结构”的学术报

告，为与会学者展示了像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

技术在铁电拓扑结构解析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综合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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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铁电极化斯格明子的临界厚度不遵循经典 Kittel 定律 

近日，大湾区电镜

中心宫风辉博士等人澄

清了铁电极化斯格明子

的临界尺寸问题，该结

果 是 继 通 量 全 闭 合

(Science, 2015)，半子

(Nature Materials, 

2020) ， 电 偶 极 子 波

(Science Advances, 

2021)之后，该研究团队

在有关铁电材料拓扑畴

组态方面的又一项重要

突破，为与铁磁材料类

比的结构特性又添新的

实质性内容，也为探索

以铁电薄膜为基的电

子器件提供了新的参

考和借鉴，2023 年 6 月

8 日 ， Nature 

Communications 以

“Absence of critical 

thick-ness for polar 

skyrmions with 

breaking the Kittel’s 

law”为题在线发表了

该研究成果。 

进入后摩尔时代，

电子器件的设计和制

造所面临的临界尺寸

问题变得尤为重要。特

别是在信息存储领域，

铁电薄膜的临界厚度

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

关注，以前普遍认为铁

电性在铁电薄膜的临界厚度以下就会减弱甚至

消失。宫风辉等人发现在超薄 PbTiO3/SrTiO3超

晶格中，斯格明子的出现不遵循经典的Kittel定

律；斯格明子甚至可以保持在两个单胞厚的

PbTiO3/SrTiO3 超晶格和双层膜中。实验和理论

图 1:系列不同厚度的 PbTiO3/SrTiO3 超晶格的截面视场的衍射衬度像及其对应的

X射线倒易空间图谱。插图是选区电子衍射花样中单个衍射斑点的局部放大图像。 

图 2: (a-c)基于实验和理论计算分别提取的斯格明子周期和单一 PbTiO3层的厚度

关系; (d)在斯格明子晶格模型中，不同厚度的 SrTiO3/PbTiO3/SrTiO3 三层膜的总

能量密度曲线确定斯格明子的最佳周期。 

科研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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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均表明，超晶格中斯格明子周期(d)和单一

PbTiO3 层的厚度(h)服从双曲函数 d = Ah+B/h，

而不是之前认知的平方根定律。相场分析表明，

异常的周期—厚度关系主要取决于块体能、弹

性能、静电能和梯度能之间的相互竞争。 

该项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铁电材料中拓扑畴

的内涵，揭示了极化体系中斯格明子的极限尺

寸问题，对设计和研发基于铁电材料的信息存

储等功能的电子器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

极限尺寸下的拓扑结构以实空间的形式展现，

表明具有亚埃尺度分辨能力的像差校正透射电

子显微术是科学家认识物质结构和自然规律的

有力工具。 

非共格界面的结构与物性研究取得进展 

功能材料界面由于经常表

现出不同于块体材料的新颖物

理、化学现象与性质而备受关

注。例如，人们在材料界面上发

现了二维电子气、界面超导、界

面发光和界面磁性等。这些有趣

的界面现象与性质通常归因于

界面上强烈的物理与化学交互

作用，因此它们大多数出现在共

格界面和半共格界面上。 

从共格界面到半共格界

面、再到非共格界面，界面上的

晶格失配不断增大，从而导致了

材料界面上存在不同的晶格失配调节机制和界 面结构。共格界面的晶格失配小，界面失配由

图 1：AlN/Al2O3(0001)非共格界面的显微结构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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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g)实验和计算共同证实斯格明子可以维持在[(PbTiO3)n/(SrTiO3)n]10 (n = 4, 2 u.c.)超薄超晶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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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邻晶格的弹性变形来调节，界面上形成了

原子间完美匹配的界面结构；半共格界面的晶

格失配适中，通过形成周期性排列的界面失配

位错来补偿晶格失配。非共格界面的晶格失配

非常大，界面两侧相邻晶体将保持各自原有的

晶格而刚性堆叠在一起，不容易形成界面失配

位错。虽然非共格界面比其他两类界面更常见，

但由于它的晶格匹配度差并且界面键合强度弱，

导致界面上的交互作用非常弱，因此非共格界

面上很少表现出独特的界面现象与性质，这极

大地限制了非共格界面的相关研究与应用。 

近日，博士生闫学习等人发现大晶格失配

（~ 12 %）的 AlN/Al2O3 (0001)非共格界面上存

在不寻常的强界面交互作用。强烈的界面交互

作用显著地调控了 AlN/Al2O3 界面的原子与电

子结构及发光特性。透射电子显微学研究发现，

在 AlN/Al2O3 非共格界面上形成了界面失配位

错网络和堆垛层错，这在其他非共格界面上是

很少见的。原子层分辨的价电子能量损失谱表

明，AlN/Al2O3 非共格界面的带隙降低为~ 3.9 

eV，显著小于 AlN 和 Al2O3 体材料的带隙（分

别为 5.4 eV 和 8.0 eV）。第一性原理计算表明，

界面上带隙的减少主要由于在界面处形成了畸

变的 AlN3O 四面体和 AlN3O3 八面体，从而导

致了界面上存在 Al-N 键和 Al-O 键的竞争及键

长的增大。阴极荧光光谱分析表明，该非共格

界面具有界面发光特性，可发射波长为 320 nm

的紫外光，发光强度比 AlN 薄膜的本征发光高

得多。该研究表明具有大晶格失配的非共格界

面可表现出强烈的界面交互作用和独特的界面

性质，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关于非共

格界面的认识，可为开发基于非共

格界面的先进异质结材料和器件

提供借鉴与参考。相关研究结果于

5 月 15 日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在线发表，题为

“Interfacial interaction and intense 

interfacial ultraviolet light emission 

at an incoherent interface”。 

图 3：AlN/Al2O3 界面层错区的原子与电子结构 图 2：AlN/Al2O3 界面无层错区的原子与电子结构 

图 4：AlN/Al2O3 界面的阴极荧光测量 

科研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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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风辉，男，博士后，

1994 年 12 月出生于山东

省潍坊市。2017 年毕业于

沈阳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获工学学士学

位；2017-2023 年就读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工学

博士学位。2023 年 7 月起，任职于松山湖材料

实验室大湾区电镜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宫

风辉博士主要从事铁电超晶格中极性拓扑结构

的构筑及其像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学研究，现

已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Science 

Advances 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杂志上

发表论文 4 篇，曾获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师昌绪奖学金、光华奖学金、

全国电子显微学学术年会优秀 Poster 奖等。 

陈雨亭，女，博士后，

1995年 2月出生于河北省

新乐市。2017 年毕业于中

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

获工学学士学位。2017 年

-2023 年就读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工学博士学

位。2023 年 7 月起，任职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大湾区电镜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陈雨亭博

士主要从事钙钛矿铁电薄膜的制备以及结构和

功能特性研究，目前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

者身份在Nature Communications、Nano Letter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电子显微学报等期刊发

表论文 5 篇。曾获中南大学“优秀毕业生”、金

属研究所师昌绪奖学金、“优秀学生”、中国电

子显微摄影大赛三等奖等荣誉。 

刘维政，男，助理工

程师，1998 年 1 月出生于

湖南省邵阳市。2019 年毕

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获学士学位。2023 年毕业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

与化工专业，获硕士学位。2023 年 7 月入职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大湾区显微科学与技术研究中

心。刘维政主要从事镍基高温合金中微量元素

分布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目前于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A 期刊参与发表论文 1

篇。曾获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三好学生”、“校

一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辽宁省普

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二等奖”、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三好学生”、“优秀班团干部”

等。 

陈真勇，男，助理工程

师，1998 年 3 月出生于湖

北省利川市。2020 年毕业

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

专业，获得学士学位，

2020-2023 年就读于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工

学硕士学位。于 2023 年 7 月入职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大湾区显微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任透射

电子显微镜助理工程师。陈真勇主要从事腐蚀

基础科学问题的透射电子显微学研究，熟悉

TEM 和 AFM 制样、表征、数据处理以及电化

学在腐蚀科学问题中的应用，已发表学术论文

1 篇。曾担任北京科学技术大学冶金与生态工

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部长、金属所青年志愿

者协会会长，组织创建了北京科技大学五道口

志愿服务基地。

入职人 

员简介 



7 

博士后招聘信息

1、材料科学中经典问题的电子显微学解析 

专注于高性能金属结构材料中经典科学问

题的再认识与新理解。包括不锈钢点蚀、深海

腐蚀、微生物腐蚀、应力腐蚀；抗菌金属及其

作用机理；氢致脆断过程（氢脆）；工程合金

中几何密堆相（如 γ、γ'、γ''、δ、η 相）、间隙

相（主要包括碳化物和硼化物）和拓扑密堆相

（主要包括 σ、Laves、μ、P 等）的结构与缺陷。 

2、三维原子断层成像技术及其应用 

利用三维原子断层成像方法确定特定结构

或缺陷的三维原子结构，如新型铁电极化拓扑

结构。发展样品制备、显微成像数据采集、存

储、传输和后续大数据处理新方法，定量描述

三维原子构型与物理特性之间的关联。 

应聘条件： 

1、具有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电化学、电

子光学或应用物理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博

士毕业不超过两年，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学术论文； 

3、乐观向上、责任心强、具有团队合作意识； 

4、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及英语读说写能力。

技术岗位招聘信息 

拟公开招聘X射线衍射仪应用工程师 1人。

本中心拥有一台马尔文帕纳科 Xpert MRD 高

分辨薄膜 X 射线衍射仪，可实现物相测定、摇

摆曲线测试（RC）、倒易空间图谱测试（RSM）、

掠入射测试（GI-XRD）、反射率测试（XRR）、

应力测试（侧倾法）、织构测试（PF）等测试

功能，并配备室温~1000℃高温样品台，可对样

品实现变温测试。 

工作职责： 

负责 X 射线衍射仪的日常使用管理、运行 

维护、技术开发、技术培训及测试服务。 

任职要求： 

1、35 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

材料学、应用物理等相关专业背景（能力突出

者，学历和年龄可适当放宽）； 

2、具有 X 射线衍射仪相关技术的工作基础； 

3、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具有较熟练的英

文读说写能力； 

4、积极乐观、责任心强、善于协作，有较强的

执行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人员 

招聘 

封面图片： 

随着当今微电子技术和高密度信息存储技术的不断进步，相关半导体元器件向着愈加微尺度且高集成度

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微缩元器件尺寸来适应多功能、大容量、快速读写和更加可持续的能效性能的需求迫切提

升。基于自旋属性的磁性半导体电子设备是满足诸多苛刻使役条件应用最为广泛的电子技术发明。自旋电子

学在半导体领域的器件化开发拓宽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大湾区电镜中心博士生刘嘉琦等人利用先进薄膜制备技术，成功制备新型钙钛矿铁氧体 BaFeO3，其铁磁

有序温度高达 600 K。通过像差校正电子显微成像技术证实其为立方钙钛矿晶体结构，与 KTaO3 衬底有着良

好的共格界面，并提供了原子尺度的结构和成分信息，表明其具有良好的结构兼容性。电子能量损失谱的结果

直接揭示了优异的性能表现起源于氧空位诱导的反常混合价态共存，显著增强了体系内部的双交换作用。这

一工作为该研究领域的性能提升提供了新方法，并从原子尺度进行了机理性阐述，对推动相关自旋电子学器

件的实用化进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相关研究结果于 2023 年 1 月发表在 Cell Reports Physical Science 期刊上。 

该项工作为钙钛矿铁磁氧化物家族添加了新成员，拓宽了长程磁序的应用温区。同时，具有亚埃尺度分辨

能力的像差校正电子显微术直接揭示了动力学调控影响宏观性能的微结构起源，为开发高适应性的低维量子

功能材料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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