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记者：潘兆钰 赵宝国 于文洋 徐浩毓 

黄元，材料物理专业 2004级校友，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前

沿交叉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9 年作为首席科学

家承担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同年入选中科院青促会会员，

2020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青资助，2021 年获重庆市

杰出青年基金。黄元教授 2020年获中国科协“中国十大科技

新锐人物”荣誉称号，2021 年获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奖创

新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22年获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成

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值母校 70 周年之际，黄元教授不

忘初心，与石大学子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专访，于传道授

业解惑之间透露出对母校的眷恋之情和向往之心。 

睹物思年华，00 年代的“我”和石大 

时光飞逝，光阴荏苒，转眼间他已离开母校 18个年头，

回忆起在石大的点点滴滴，黄元教授脸上洋溢出了幸福感，

举手投足间都诉说着他与石大的那一份情怀。生动兴奋的表

情和引人入胜的表述，仿佛带我们走进了那个属于他们的黄

金时代。 

17 岁的黄元第一次坐上前往大学的火车，望着慢慢离去

的故乡，他当时便立下了发愤图强到中国最好的高校或研究

所读博士的志向。“如果要用几个词来形容我的大学生活的

话，我觉得是心怀远方、坚持不懈、天道酬勤”。选择自己热

爱的领域，然后坚定不移地往深处走，不论结果、始终如一，

本科期间的黄元一直对学习保持着严谨的态度。他表示石大



的四年学习生活对他以后的科研道路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每

每提及总是感慨万千。上课认真听讲，去图书馆巩固复

习……抱着坚定的目标与志向，他始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最终在大四毕业前，他以量子力学专业课满分的优异成绩成

功考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谈到在石大的趣味生活，黄元自然而然地回忆起了那段

青葱岁月里，让他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人和往事。黄元当年在

石大结识了很多不同年龄的师长、同学和来自四面八方的青

年才俊。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黄元铭记于心的不止是石大的

人和物，还有当年与师生一起度过的趣味时光，他回忆道：

“由于当时我的成绩比较好，在临近期末的时候就会有好几

个朋友请求我辅导课程，然后他们都轮流请我吃饭，当时的

时光很是青春快乐。当时的教学楼也并不如现在多，但却充

溢着石大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内涵。” 

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心只作科研人 

黄元教授既是中国石油大学出色的校友，同时也是北京

理工大学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和教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

在二维材料的制备、表征、器件加工和物性测量/调控等方向。

“好的科研成果不仅需要天赋和灵感，更需要勤勤恳恳埋头

苦干。”他首次揭示了机械解理技术的物理机制，发展了高效

制备大面积二维材料的新型机械解理技术，给出了普适性的

解理规律。成功解理出毫米量级单层石墨烯，铜基超导材料

Bi2212，铁基超导材料 FeSe, 过渡金属硫属化合物等四十多

种材料体系。曾在 Nature Physics、Nature Communication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共计发表 SCI 论文 110 余篇，

其中第一作者（含共一）及通讯作者文章 50 余篇，论文总引

用 5200余次。目前，他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项目），

主持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重庆市杰出青年

基金项目和多个国防科研项目。担任 Physical Review 

Letters，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CS Nano, Nano Letters，《物理学报》等国内

外知名期刊审稿人；担任《物理》、《Chinese Physics 

Letters》、《InfoMat》、《Materials》期刊青年编委。这一切，

与他独特的科研态度是分不开的，而这种态度绝非一朝一夕

就能养成的。 

达尔文说过：“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

规律或结论。”或许科学来源于生活的想法给黄元带来了无

数的灵感。黄元接触单原子层的石墨烯是在 2011年，当时他

正在攻读研究生，并以国际交流学生身份赴新加坡国立大学

石墨烯中心学习，可以说，那也是他在二维材料领域进行探

索的开始。他的导师分配给他的任务是解理石墨烯。这种看

似简单的制备方法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掌握，样品尺寸小、

产率低成为业界对这项技术公认的观点。尽管在他人的指导

下，他独自尝试了上千次，但大半年的时间黄元仍没有找到

如何高效的获得大面积单原子层石墨烯的方法。有一天，他

从壁虎的爪子上获得了灵感。黄元说那时候正在公交车站等

车。就在等公交车的时候，看到一只壁虎在水渠道旁沿着墙

壁向上爬行。这一常人看来平平无奇的事情却引起了黄元很



大的兴趣。“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一种力、一种结

构，使壁虎的爪子能够牢固的附着在平滑的水渠墙面上。然

后我又查了一些文章，发现壁虎的这种爪子上长有很多的纤

毛，这些纤毛呢可以和固体表面有比较强的范德华相互作用

力。”沿着这个思路，他发现二维材料表面和基底之间的范德

瓦尔斯相互作用是制约解理面积和产率最关键的因素。以此

为突破点，最终他发展出了氧气等离子体解理石墨烯的技术，

成功解理出毫米量级单层石墨烯。“在科研过程当中，非常多

漂亮的结果和数据并非轻而易举就能顺利得到的。但随着实

验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一定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

程。”黄元如是道。也正是这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科研态

度，才让他在科研道路上峰回路转遇到不一样的风景。 

为学科谋发展，辛勤耕耘育桃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科研成果的取得也离不开一代

代研究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创新篇。良好的传承

是研究事业取得大成的重要条件，所以做好教学工作与科研

本身一样重要。除了用自己的所学所悟促进二维材料科研发

展外，他更希望将一种砥砺勤勉的科研态度传授给更多的学

生，为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唐代诗人罗隐有诗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

甜？”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黄元给自己确定了坐标与航向：采

得百花蜜，只为学生甜。截至目前已培养数名博士、硕士研

究生。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他认为：“受的教育越多，

视野越开阔，往往会更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他的教育态度



不是“授人以鱼”，也不局限于“授人以渔”，更要教给学生

一种“独钓寒江雪”的生活气度，一种“草木本自洁”的行

事风度。同时他说自己也还是一个青年科研工作者，在以后

的工作中会坚持“教学相长”，与学生们共同进步。谈及对学

生的期待，他表示，首先专业基础一定要扎实过硬；其次，

在当今这个时代，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学科之间的交流、同

行之间的合作，都需要出色的沟通能力。另外，科研工作不

仅需要经验丰富的导师，也需要有创造力的年轻研究生，如

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更加具有创造力是一个导

师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针对

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地培养。”他说。 

作为优秀校友，黄元教授对母校充满了深厚感情，对石

大精神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惟真惟实”是石大精神最好

的诠释，是石大传统的核心。这些精神也影响了他，指引他

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沉下心来做研究，不惧怕困难，不急

功近利。而现在，作为老师，更有责任将这些宝贵经验传承

下去，让石大精神影响更多的人。谈到现在的学生，黄老师

对他们的将来充满了信心，因为“这里有良好的传统和最优

秀的学生”。同学们只要在这个环境中不断的学习，“保持良

好的态度”，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对于即将到来的 70 周年校庆，黄元教授充满了期待，他

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在访谈中给学弟学妹们提出了宝贵经验，

也表达了殷切期望。他认为人的一生选择很多，希望石大学

子能够不忘从前的初心梦想，牢记当今的使命担当，开创未



来属于自己的人生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