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第十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总结 

                                      ——魏蓉 

会议名称：第十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 

同行人员： 韩静 党姚瑶 于凡 李智森 许世臣 王永松 邹倩 边伟 

原伟泽 魏蓉 

参会时间：6.18-6.20 号 

参会地点：南京市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6 月 18 日至 6 月 20 日，第十一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在南京大学

现林校区成功举办，感谢学院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在韩静老师的带领

下，让我们体味到了全世界的华人纳米大牛齐聚一堂所带来的纳米科

技盛宴。在本次会议中不仅对纳米科学的前沿有了一定的了解，更是

第一次可以如此近距离的听大牛们的报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让我

们的见识增长不少。 

此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十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

（6.18~6.19 两天时间）主要由 2D 材料、纳米催化、纳米生物医学和

纳米能源四个主题组成第二部分是 6.20 日清华大学出版社-施普林格

纳米研究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杨培东获得了清华大学出版社-施普

林格纳米研究奖。本次会议阵容强大，邀请了许多化学界知名人物，

大概有杨培东、李亚栋、鲍哲兰、崔屹、刘忠范、包信和、江雷、赵

东元、彭晓刚、聂书明、郑南峰等等，我就不一一例举了。邀请嘉宾

就自己的近几年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细致的汇报后，还有提问环



节，他们会解答其他人的问题。但比较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英语水平有限，虽然很努力的去听了，但还是有不少大牛们讲的

东西不能懂。更为精彩的是每个主题结束后的 Panel discussion 环节，

组织大牛就所从事领域热点问题和主要难题进行了讨论并与台下老

师同学互动，各位大牛也毫无保留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还有一

些然分享了自己的科研经验，为广大师生指路。短短 3 天的时间，我

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讨论中收益良多，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它们。

接下来我就简单总结一下我的收获。 

1、首先是知识层面的。我们平时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毕竟有限。

在这次会议中，听到大牛们讲他们的工作，了解到了之前我没有接触

到的领域，比如科研背后的经济、发展战略、纳米催化的原理及问题、

纳米生物学、纳米科技和精准医疗(即在医学上的应用，我觉得这是

比较现实也是比较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帮助人们治疗疾病，原理痛苦

和死亡)、还有仿生学（可以从大自然的各个方面寻找灵感，比如人

的皮肤、荷叶、壁虎脚等等）、纳米能源(光电转化的原理、如何提高

光电转化效率……)、还有一些用于能源器件的扫描探针显微镜的应用、

实验过程中的理论计算……虽然没有深入了解，但还是知道了原来纳

米化学可以包括这么多的东西，甚至更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加

强学习，多看看他们的文章，增强这些领域的学习。 

2、在思想层面。以前自己都是坐井观天，用自己的想法衡量着

外界的一切。在参加会议期间，我看到了自己目光的短浅，没有规划

以后发展的意识，我希望我能改变现状，积厚薄发，在未来的有一天



我能跳出限制，能跳到上空看到全局。 

3、在科研方面。在大学的日子里，虽然也进入老师的实验室，

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经常过去做做实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科研，

因为这个过程缺乏一个完整的实验思路，我们只是在师兄师姐和老师

的带领下进行的一种科研训练而已。在会议期间，有不少大牛们分享

了他们的科研之路，也为中国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如何静下心来做科研

提出了建议。在听完之后，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总结起来有

以下几个方面。 

（1）做科研首先得热爱科研，有自己的理想，找到自己有兴趣

的方向，这才是支撑你在科研之路走下去的动力，然后再选择方向时，

我们应从现实出发，做科研不仅是要发文章，更是要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从现实逆推到科研，着眼于大局，或者自己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才会拥有自己的格局。 

（2）在科研的过程中思考和合作必不可少，没有不思考的人会

成功，也没有单枪匹马成功的人，在大牛的背后都是有一个鼎力支持

他们的团队，在合作的过程中互惠互利。 

（3）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作为一个本科生，我们更需要提前做准备。我清楚的记得崔屹在 Panel 

discussion 中建议中国的学生也应采用哈佛的 T 字形的教育方式，在

有广度的学习的基础上，还需要在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在

一些老师作报告时，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平时所涉猎的知识甚广，比如

江雷老师将中国的周易与他的科研联系起来，用最通俗幽默的方式为



讲解了它的工作。在问到他们平时做科研的灵感来自于什么的时候，

有人说来自对现实的思考，有人说来自于广泛的阅读，在看书或浏览

计算机时寻找自己的灵感……这都体现了不断学习、不断思考的重要

性。同时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坚持，当然机

遇也必不可少。所以我们不能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也

需要我们能打破传统的观念与思维的禁锢。 

（4）那就是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责任感。我们需要围绕核心

的问题去发挥优势，一步步做深入的研究，需要做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不要跟随别人的工作和想法，低水平的灌水毫无作用。应多做基础研

究，多做引领性的工作，在做一个工作时，我们需要想想它是否能有

实际的应用。像江雷院士所说我们终极目标就是寻找一句属于自己的

话，这句话具有独特性和社会性。黄云辉教授也建议年轻教授要把文

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跟实际应用结合起来。

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责任感。 

4、此次在韩静老师的带领下，南京之行给了我一次难忘的回忆，

与同伴们的一块出行，大家互相帮助，也在空余时间里交流自己的心

得体会，也会对一些问题探讨（当然都是一些简单的问题）。增加了

我们的互相了解和同学情谊。 

当然这次会议还教会我许多东西，比如对现状、对未来的思考，

人生以后的发展等等。我们正处在年青的时段，就应不断学习，不断

总结，很感谢院系能给我们这个机会。下面是在会议期间的一些画面。 



 

We are a team 

 
会议邀请嘉宾的简介和进入会场的胸牌 



 

Panel discussion 的一个画面。 

 

崔屹建议对中国学生 T 字形教育（我想变得富有，也想改变世界，

但以改变世界为主） 

 
聂书明的报告“纳米科技与精准医疗”，让人们远离疾病和死亡。 



 

同时每天晚上还有邀请嘉宾的墙报展，是有关纳米科技的不同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