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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概况 

1、 主办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 

承办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陕西省高分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材料研

究学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分会 

协办单位： 台湾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支持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西北工业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2、会议时间、地点：2017 年 10 月 20-23 日，中国·西安 

3、会议简介： 

为促进海峡两岸高分子学术研究的交流合作，全面展示两岸高分子学科发展的最新进展

及科研成果, 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分会共同承办，台湾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协

办的“2017 年海峡两岸应用高分子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20 -23 日在陕西省西安

市召开。 

本次会议将邀请海峡两岸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高分子领域的知名学者，就高分子

科学领域的发展机遇、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趋势等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积极推动我国高分

子材料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及应用。 

4、会议论题： 

1) 高分子合成新方法； 

2) 高分子结构调控与性能； 

3) 功能高分子和生物医用高分子； 

4) 高分子材料加工、成型装备及新技术应用； 

5) 环境友好型高分子材料； 

6) 高分子材料产业化； 

7) 其他高分子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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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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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会报告典例 

四苯乙烯聚集诱导荧光猝灭现象的发现以及螺旋聚合物链共饰的纳米载体---殷

俊（合肥工业大学） 

在 2001 年，唐本忠院士课题组发现了：一

些噻咯分子在溶液中几乎不发光，而在聚集状

态或固体薄膜下发光大大增强，此发光增强是

由聚集所导致的，故形象地将此现象定义为

“聚集诱导发光（AIE）”。 

殷老师发现当 1，1，2，2-四苯乙烯即 TPE

由共价键连接到共轭螺旋高分子上时，其表现出聚

集诱导荧光猝灭（ACQ）的特性，究其原因可能为

螺旋链在热力学上的刚性特征，阻碍了 TPE 分子的

有效堆砌，对其旋转受限的影响较小。另外，借助

于 TPE 在螺旋链上的 ACQ 的特性，构筑了新型的

具有肿瘤

微环境响应的荧光比率型纳米载体，相比于单

一的生色团在提高分辨率和降低背景干扰上具

有一定的优势。同时，老师也在螺旋聚合物的修

饰的纳米载体上做了一些研究，初步证实其刚

性的单手性螺旋结构有利于细胞内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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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防污材料进展------张广照（华南理工大学） 

海洋污损指的是海洋微生物、藻类、动植物等在水下表面粘附、积累而生成的生物

垢。 

一般常用的除污方法有：（1）机械清洗法（费

时、费力、耗资大）；（2）电化学法；（3）防污涂

料；（4）仿生材料（不含杀生剂和防污剂）。 

防污涂料有以下几种： 

（1） 含有机锡的涂料：它相当于是有机

锡自抛光树脂+杀生剂，它的特点是广谱性强，能防多种污损生物；防污期效长；

高毒，不能为微生物分解，长期残留在海洋中，在生物体内累积，导致遗传变异，

并进入食物链循环，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 

（2） 自抛光树脂材料：它相当于是自抛光树脂+Cu2O+其他杀生剂，它的特点是

不能满足静态缩聚的要求，同时若是过量使用，含有的金属对生态有影响。 

（3） 低表面能涂料：包括有机硅涂料和氟-硅聚合物材料，它的特点是生态友

好；低的表面能，但是与基底的结合差，一旦破损，很难修复。 

（4） 仿生材料：基于鲨鱼生活在海洋里，但是它的身上却没有海洋生物的生长，

因此提出了仿鲨鱼皮的材料，它的特点是无防污剂，生态友好；表面积的微纳结

构可控性差，而且防污效果不清楚。 

（5） 抗蛋白材料：它的依据是海洋污损从生物膜的形成开始，而生物膜是由蛋

白质和糖蛋白组成。抗蛋白吸附但是不抗

其他物质吸附（如无机物吸附），无机物吸

附后形成的新的表面会吸附其他物质。它

的特点是无防污剂，生态友好；亲水性强、

涂装能力差；力学强度较低，长期性不够。 

在此基础上，张老师提出了“动态表面防污”的概念，它指的是降解形成的动态表面

会降低近界面海洋细菌的粘附力，另外，降解产物可引发海洋细菌的趋化响应表面，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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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阻止粘附。因此，致力于发展动态表面和有机防污剂的结合，这为海洋防污开辟了新路

径，同时，这也让人们意识到防污体系可分为静态防污和动态防污，有效地实现防污剂可

控释放，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方法可以降解大分子为小分子，有机防污剂低毒，防污体系

相对生态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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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导热复合材料的设计构筑和性能调控---顾军渭（西北工业大学） 

顾老师指出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和热扩散

系数随着导热填料用量的增加而增加，表面功

能化接枝改性有助于提升填料均匀分散性并有

效降低填料/基体两相界面热障。 

相比于球形填料，非球形填料更易形成导

热通路；相比于 1-2D 填料，3-4D 填料更易形成

导热通路，降低“导热逾渗”值。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随着导热填料的用量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表面功能化接枝改性有

助于提升填料在基体中的均匀分散性及其填料/基体之间的界面相容性，复合材料的热稳定

性随导热填料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另外，导热复合材料具有和导电复合材料

相似的“逾渗”行为，高导热归因于内部导热

网络的形成，“导热逾渗”行为对于波长的快

速增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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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材料的光热转化与存储---封伟（天津大学） 

能源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

活带来严重影响。发展新能源是应对能源危机

的必然选择。因此，充分利用自然中的有机碳

材料，实现“看见”“利用”和“调控”光的特

性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第一个，我们了解到偶氮苯（AZO）是一

类二氮烯衍生物，中间含有一个偶氮基团，两边各有一个苯环，由于其特殊光致异构化特性，

在光电、光存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另外，通过偶氮-石墨烯在光储热领域中的应用，发现其

（1）存储和释放可调控，有着主动性；（2）

理论循环率达到 100%，有着稳定性；（3）它

有着固态和液态两种形式，有着多样性。 

考虑到光热技术问题，我们提出新型光

热技术，它跟传统光热技术的区别在于，传统

光热技术有着难以控制、稳定性差、容量低、

高热损耗等特点，它的能量形式是热聚集，而

新型光热技术可控释放、高稳定、高容量、低热损耗等特点，它的能量形式是化学能，实现

创新。传统热控能量循环：光  转换   电  存储与释放    热；新型热控能量循环：           

光 转换与存储一体    热。因此，急需能在昼夜温差极大的环境中实现能量稳定输出的关

键技术。 

基于以上的背景，老师采用新型光热技

术，研究偶氮-石墨烯在光储热领域的发展，

研究过程中发现多次耦合反应可以增加接枝

密度，但是目前仍低于理论计算值。 

第二个，老师提出碘掺杂石墨烯，他指

出 C-F 键间强烈的相互排斥引起石墨烯层间

距增加，C-F 半离子键的存在提高了石墨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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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率，再者，碘掺杂引起石墨烯比表面积增大，也优化了离子的传输通道。为什么选择氟元

素呢?是因为氟原子的电负性最强，相比于其他原子掺杂有更多优势。老师也指出了氟化碳

材料的结构优化和性能提升包括三个方面：半离子键降低氟化碳键能、优化氟化碳表面官能

团和表面改性增加浸润性。 

实验表明：溶剂热剥离制备得到的 CFx 用于锂一次电池，发现它可以实现 3V 放电电压，

20C 放电。另外，制备的零维氟化碳应用于双重加密隐形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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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体会 

原本是申请去参加成都的全国高分子学术报告会，但是未能如愿，正好最近海峡两岸应

用高分子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都是高分子材料领域，我很满怀希望的参加了，并且收获了

很多。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 要学会积极的思考。生活是一个发现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做科学的我们，

更应该用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和积极思考的大脑来发现现象，并及时的总结和创新。我

影响最深的是张广照教授的海洋防污材料的研究，在看到鲨鱼长期生活在水中，想到了

动态表面可以起到防污的作用，进而取得进展，这就是思考的成果。 

二、 做科研要有耐心和胆量。虽然，有些实验有一些危险系数，但是我们不应该没

有一点胆量而不去做任何尝试，我们应该在做好防范措施、熟知操作和试剂性质的前提

下，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进行尝试。 

三、 要学会总结和概括。在学术报告过程中，每位老师只有半小时的报告时间，如

何在半小时内将自己的信息完全传递给听众，这是一种能力，而且，这在我们以后的发

展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在平时多加训练。 

四、 要好好学习英语。这是对于目前的我最重要的一点，在这次会议中我充分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在作报告过程中，有些老师的 ppt 是全英文的，我欠缺的英语能力导致

我完全没有听懂。有时老师们交流时也会说英语，我也听不完全懂，尤其是专业词汇。 

在这次参加会议中，我可以多多了解材料领域的发展方向，这也为我以后研究生研究方

向的确定提供一些参考，因此，这次参会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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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感谢 

非常感谢院里面为我们本科生提供这样宝贵的机会可以去听很多海峡两岸杰出科

研人士的精彩报告，感谢老师们的一直以来默默付出，谢谢！ 

 

参会学生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