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子电导率低”是全固态

聚合物电解质长期面临的“卡脖

子”难题，韩善涛代表性科研工

作围绕这一问题，以独立第一作

者身份，开发阴离子型含氟聚合

物电解质，首次阐述高分子序列

与离子传导的构效关系，突破全

固态聚合物电解质领域的电导

率记录，成果发表在全球材料类

顶刊Nature Materials。

手机爆炸、新能源汽车自燃

背后，电池“失控”往往是主要原

因。全固态聚合物电解质有望

解决这类安全问题。“全固态聚

合物锂电池”是全球范围内电池

领域的下一代目标。

用3年时间攻坚

“做科研挺有意思。”2020

年，入学高分子科学系2年后，韩

善涛申请硕转博，迎来在复旦的

博士生生涯，重点攻坚“全固态

聚合物锂电池”。

弯道超车，韩善涛开始夜以

继日地阅读文献，进行实验摸

索，与导师陈茂教授敲定研究选

题“离子型含氟聚合物”，随后开

始一步步“升级打怪”。没有设

备，他就调研、选购实验所需仪

器；不懂电化学知识，他就广泛

阅读专业文献和书籍；组内在电

池方面背景薄弱，师兄师姐指不

了路，他就重复开展各类实验以

探求细节；没有计算模拟经验，

他就买教程看视频自学相关原

理……

“读文献，做实验”是韩善涛

的日常。早上 9 点到实验室，看

文献、做实验、写文章、沟通课

题，晚上 11 点回寝室，锻炼半小

时。碰到赶进度，他挤压周末休

息，早早来到实验室。

在文献涉猎过程中，他发现

文献经常提及离子的均匀分布

有利离子传导。什么程度的“均

匀”更高效？他开始思考“微观

序列结构”与电导率之间的具体

关联。“这是一个独特的想法，当

时并无相关文献能够提供类似

的表征借鉴。”合成、表征、测试，

他研究高分子序列与离子传导

之间的微观联系，提出交替序列

促进离子传导的新机制，实现全

固态聚合物电解质电导率的大

幅提升。

2023年10月，他的研究论文

“Sequencing Polymers to Enable

Solid-State Lithium Batteries”

（注：《聚合物序列研究以实现固

态锂电池》），发表在Nature Ma-

terials上。

“做科研如大海行舟”

2018年，韩善涛成为高分子

科学系一名硕士生。彼时，他的

导 师 陈 茂 教 授 加 入 复 旦 仅 两

年。在导师的指引下，韩善涛对

组内的空白方向“含氟聚合物自

组装”展开研究。在实验初期，

他就经历了 3 个月的实验瓶颈，

尝试文献中的各种方法，得不到

预期实验结果。

一天，他照常来到实验室，

不巧用于聚合实验的光源都在

使用中。韩善涛随手将光照聚

合的反应瓶放置在窗台边，第二

天意外发现反应溶液变得异常

浑浊。这个反应现象让他激动

不已。随后，他对溶液进行分析

表征，发现是太阳光（弱光）促使

形成全新形貌的树莓状含氟纳

米粒子。通过研究形成机理，他

产出学术生涯的第一篇科研成

果，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会旗舰

期刊Chemical Science（注：《化学

科学》）。“这段经历让我燃起科

研兴趣。我意识到科研注重细

微之处。要善于发现。”

写作《聚合物序列研究以实

现固态锂电池》论文，累计超过

150 次的文章修改编号，成功投

稿。一个多月后，针对文中的模

拟计算，审稿人提出大量理论计

算问题。历经 3 个月的推敲修

改，韩善涛所在的课题组团队提

交 1.5 万余字、50 余页的回复意

见，得到审稿人的一致认可。他

说，“那是一段挑战自我的时

光。我切身体验到‘万丈高楼平

地起’的艰辛和‘梅花香自苦寒

来’的成就感。”

在复旦的 6 年间，韩善涛累

计发表SCI论文11篇，其中独立

第一作者论文 4 篇，还以学生第

一作者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

走出实验室，他在国内外学术会

议 报 告 7 次 ，荣 获 RSC Rising

Star（注：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新

星）荣誉称号。

在他看来，“做科研如大海

行舟”。在前中期，利用知识储

备驻船，巩固基础；出行后，持续

努力，为出行提供动力。“你可以

永远期待航行后的惊喜，收获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的喜悦。”

最熟悉导师的办公室

当被问及，“在复旦最熟悉

的地方是哪里？”韩善涛答“导师

办公室”。

韩善涛和陈茂教授的日常

交流几乎是平均每天一次。有

时韩善涛对实验小细节死抠不

放，陷入钻牛角尖时，导师总能

为他指明大方向。

高分子合成偏“体力活”、产出

慢，需要科研工作者甘坐冷板凳。

韩善涛的研究方向难度大、工作强

度大，长时间的研究和屡试屡败的

实验打击下，容易疲惫麻木。导师

常常从情和理上督促。

科研路上会遇到许多艰难

险阻，有时候会在航行中迷失方

向。“陈茂老师总能作为经验丰

富的船长，及时引路，帮助实现

有效航行。”

目前，韩善涛在推进离子型

含氟聚合物的电解质研究的产

品化和成果转化工作。“一点点

靠近目标，是我非常享受的科研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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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献做实验的日常成就“学术之星”

医学健康

三位教师参赛上海教工咖啡三位教师参赛上海教工咖啡DIYDIY
2024年“啡同反响”上海教工

咖啡DIY交流赛6月23日举行。

来自高校、区教育工会、直属单位

的27家单位70余名教职工用咖

啡书写创意。我校资产管理处陈

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刘硕妍、图

书馆程月月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聚焦于创意奶咖

的制作。所有参赛者在规定的

时间内，运用大赛提供的指定设

备、器具、咖啡豆、牛乳及其他自

选原料，精心制作一份创意奶

咖。陈希的作品“绿水青山”，将

抹茶的清香与拿铁的醇厚交织，

就像是大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

舞。刘硕妍的作品“青提拿铁”，

在咖啡的浓郁与牛奶的丝滑中，

一 抹 青 提 的 清 新 香 气 悄 然 绽

放。程月月的作品“白月光与红

玫瑰”，有回味无穷的余韵，获得

第三名。 来源：校工会

标兵们的标兵们的““医医””路之旅路之旅

毕业生”+“辅导员”= ？

基础医学院 2021 级博士生

王钰用实际行动给出她的答案：

“辅，辅铸魂育人之基；导，导学思

践悟之源；‘员’，圆科研报国之

梦”。即将迎来毕业的她，也是一

名毕业生辅导员。

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王钰

组织开展了三十余次富有医学特

色的党建活动，党史知识宣讲、医

学精神溯源、红色力量探访。她

以身作则，积极发挥支部书记“领

头雁”的作用，以高质量的理论宣

传和实践活动凝聚周围同学，引

导新鲜血液加入党组织。支部9

名预备党员转正，新递交入党申

请书21人，其中16人确立为积极

分子。

2018年至今，王钰就读于复

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

系，研究方向为针刺调控神经系

统效应的可视化。她协助导师冯

异创立了学界前沿的组织透明化

三维成像平台，实现了“二维”到

“三维”可视化跨越。共发表SCI

论文 7 篇，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会议5次。

她获评 2022 年复旦大学辅

导员风采奖、复旦大学优秀学生

干部、复旦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

等 20 余项荣誉，班级获评“复旦

大学优秀学生集体”。

她做知心人和领路人她做知心人和领路人

■ 学校第十五届“学术之星”特等奖日前揭晓。高
分子科学系硕转博研究生韩善涛凭借在全固态聚合物
电解质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为6名获奖者之一。

在2024年第一届亚洲大学生武术锦标赛中，中国代表团以
11金5银3铜居金牌榜前列。我校体育教学部孔繁辉老师荣任
国家队主教练，我校高水平武术队队员沈达志、马千惠同学被选
调入国家队，并一举夺得亚洲武术锦标赛冠军，2金1银1铜的
优异成绩。 来源：体教部

图片新闻

复旦武术队为国争光

连续十年担任班长，多次获

评复旦大学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共青团干部；热心志愿服务和公

益实践，志愿时长超700小时；专

业领域砥砺深耕，获博士生国家

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联合培养。

他是复旦大学优秀学生干部标

兵，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临床专

业2022级博士生周耀龙。

本科期间的一次班委改选，

周耀龙当选班长，每一次用心筹

划，每一次耐心解答，都倾注着他

服务同学、引领集体的热情。他

统筹班级事务，关心同学生活，积

极举办各类活动：新年晚会、春游

踏青、冬至包饺子，鼓励同学们走

近集体、加深友谊；学术沙龙、经

验分享、资源共享，帮助同学们拓

展学习思路，建设良好班风学风

……一路走来，以“班长”的身份

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已是十

年。“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磨练

出许多难得的心性。大家的良性

反馈让我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

推动我继续努力，形成了良性循

环”。他希望自己是传递温暖的

“光源”，“给班级同学多一些人文

关怀，让集体多一些爱和温度”。

从科研入门到“收获第一桶

金”，周耀龙用三年打磨、积淀，以

第一作者发表JCR一区SCI论著

2篇，参与发表高水平SCI论著8

篇，撰写发明专利1项，参与完成

福庆学者科创项目。目前，他正

在牛津大学开展联合培养。

周耀龙用超700小时的志愿

时长写下了“青春何为”的答案。

硕士阶段，周耀龙成为党支部健

康宣讲团的一员，让中医魅力深

入人心，鼓励同学们养成健康生

活的理念。

“志愿活动是一个看世界的

过程”。他前往贵州省榕江县月

亮山支教支医，做大山孩子看世

界的“眼”，鼓励他们向外探索；开

展趣识中药课程，激发学习兴

趣。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志愿

服务给了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也

让我看到世界，启发自我”，周耀

龙说。

明年，周耀龙将完成博士学

业，走向“为人群服务”的一线。

他说：“保持好奇，不断成长。在

各个过程中，能够积极地影响身

边人，为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文\姚冰然

他用十年书写温暖他用十年书写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