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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记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硕士生导师郑彧

“跨界”科学家的成“材”之路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帅

北京地铁科技发展公司AFC维修一项目部维修岗任雪晶：

车站售检票设备的守护者

“90后” 姑娘任雪晶任职于
北京地铁科技发展公司AFC维修
一项目部维修岗位， 从事自动售
检票系统专业已有11个年头。 她
凭借对工作的热爱与执着， 从青
涩新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高
级维修师， 并在今年举行的北京
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城市轨道
交通自动售检票检修工决赛中取
得佳绩。

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任雪晶
那 “爱钻牛角尖的心”。 她在面
对设备问题时从不满足于 “表面
功夫”， 而是深入探究原理， 力
求找到更便捷的解决方法。 尤其
是在软件方面， 她时常利用工作
之余， 努力钻研各类软件及网络
相关知识， 积极将所学内容运用
到工作实践中。 同时， 她注重对

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总结
和归纳， 在每次公司及项目部组
织培训时 ， 都会带着问题去学
习， 遇到不懂的地方虚心向授课
老师请教。

在一次巡视中， 任雪晶发现
车站环形网络存在一路中断的情
况。 经细致排查， 她确认中断路
段的一台二层交换机端口通信功
能失效。 随即， 她携带工具迅速
抵达现场， 并运用光纤笔进行检
测， 发现光纤出现破损。 针对此
情况， 她立即进行汇报， 并第一
时间联系技术人员前来实施光纤
熔接处理， 消除了车站网络中断
的潜在风险。

近年来， 任雪晶积极参与了
多项改造工程项目， 包括北京西
站工区自动检票机改移， 票卡发

行单元、 回收模块改造， 银联模
块安装等工作。 在参与这些工程
项目过程中， 她的专业技术水平
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9号线六
里桥站三层交换机和二层交换机
的大修工作中， 她独立完成了交
换机的硬件安装及软件配置更改
任务。 在遇到终端设备无法启动
等软件问题时， 她总能精准定位
故障所在位置， 极大缩减了排除
故障时间。

任雪晶不仅是工区的技术主
干， 还身兼工区材料员， 她就像
个 “大管家”， 精心管理着工区
的库房， 合理规划各类备件的位
置， 根据备件使用频率整齐有序
进行码放 ， 方便同事们维修拿
取 。 她熟练掌握 IFS （物资管理
系统） 的操作流程， 能够及时处

理工单、 做好周转件送修、 统计
备件使用情况等工作 。 近期 ，
IFS软件升级更新， 她主动学习，
并将使用方法整理成文档分享给
同事们， 帮助大家迅速适应新系
统，提高工作效率。工区的材料管
理在她的打理下井井有条， 为工

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

自苦寒来”。 “未来， 我将继续
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为出发
点， 不断前行， 为公司的长远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智慧。” 任
雪晶说。

不论是研制出高可靠性高导
热基板 ， 还是培养出 “最难晶
体” 弛豫铁电单晶； 不论是从事
陶瓷专业， 还是 “跨界” 到人工
晶体 ， 从事材料研究领域十余
载， 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
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硕士生导师
郑彧 “不是在研制材料的实验室
里 ， 就是在破解材料密码的路
上。” 这一路对她来说， 既是成
“材” 之路， 亦是成长之路。

一股“牛”劲 攻克材料
“升级”难关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在半导
体器件的研究上， 我要做到既要
又要。 ”谈到自己的研发课题，郑
彧的脸上只有两个字———坚定。

“芯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封装中高导热陶瓷绝缘基板是半
导体封装中仅次于芯片的核心元
件。” 郑彧介绍， 近年来， 半导
体行业备受关注， 其应用范围涉
及高铁、 新能源汽车等。 北京作
为全国科技创新高地， 围绕第三
代半导体上下游进行了全产业链
战略布局。 影响大功率半导体器
件封装寿命的关键是散热， 如何
在保持材料最佳的力学性能基础
上 ， 进一步提高材料的散热功
能， 保证材料的高导热率， 成了
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研究陶瓷技术专业的专
家， 郑彧毅然承担起这个 “既要
又要” 的任务。 目标明确， 接下
来是怎么做的问题。 从2016年开
始， 郑彧带领团队 “摸着石头过
河”， 常常穿着防护服在万级超
净间一待就是一整天， 在成百上
千次的实验中寻找答案。 “同步
要解决的还有材料如何成型的问
题， 基板约0.3毫米左右的厚度，
如何在压制过程中不弯 、 不变
形？” 一个个难题萦绕在郑彧的

脑中。 “那段时间， 不是在研究
室 ， 就是在去研究室的路上 。”
郑彧回忆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成百
上千次的实验， 郑彧发现需要改
进 “配方” 才能使材料达到理想
状态。 为此， 她和团队研制出了
流延配方， 从而大大提高了材料
导热率， 使材料具有优异的机械
强度和化学稳定性。

最终， 郑彧带领团队成员突
破了高可靠性高导热氮化硅陶瓷
材料研制 、 氮化物可控流延成
型、 基板覆铜板制备等一系列关
键技术， 并于2018年在国内率先
建成年产万片氮化硅基板工程化
示范线， 基板产品各项性能经第
三方机构及用户测评， 与国际商
用产品相当， 目前该成果已扩产

为年产70万片规模生产线， 助力
我国半导体行业关键核心材料自
主可控 。 该工作获得了北京市
SiC模块封装用高导热基板关键
技术研发项目的支持， 并在项目
验收时获得了专家的认可， 被评
为优级。

跨专业 在60℃实验室
生长出“最难晶体”

“我能行吗 ？ 这太难了 。”
2021年， 陶瓷专业出身的郑彧 ，
得知要从事 “最难晶体 ” PIM鄄
NT弛豫铁电单晶的研究时 ， 内
心很是忐忑， “陶瓷和人工晶体
是两个不同的学科， 刚开始时完
全没有把握。”

PIMNT弛豫铁电单晶在高

清医用B超、 海洋声呐领域具有
重要应用价值， 在半导体加工用
压电位移计等场景亦有重大应用
前景。 当前国内对弛豫铁电单晶
需求迫切， 但处于完全依赖美国
进口的 “卡脖子” 局面。 国内在
晶体的均匀性、 晶体的低成本工
程化生产、 高质量压电元件加工
制备及应用方面与国际存在不小
的差距。 此外， 由于该晶体组分
复杂， 制作工序近百道， 被业内
誉为最难生长的晶体之一。

晶体及元件制作至少需要82
道工序。 由于人工晶体领域的特
殊性 ， 从铂金坩埚的设计 、 制
作， 到晶体生长炉及温场设计、
原料合成、 材料应用都没有现成
的成熟解决方案。 郑彧和团队所
面临的局面， 可谓难关重重， 一
个难题解决不了， 整个项目就面
临失败风险。

“在晶体生长过程中， 常常
需要在60摄氏度高温炙烤的晶体
生长实验室里完成装炉、 数据记
录等工作。” 郑彧介绍道， “晶
体生长温度达到1400℃以上， 厚
度只有0.7mm的铂金坩埚所处的
高温熔体环境已经接近铂金的使
用极限。 在项目研制初期， 铂金
坩埚的焊缝处特别容易成为薄弱
环节， 从而造成严重漏料导致晶
体生长失败。” 面对一次次失败，
郑彧团队没有气馁， 而是创新性
地提出了铂金坩埚采用旋压成型
代替传统焊接成型的新思路， 并
积极与晶体院有经验的老专家、
老师傅进行反复沟通学习， 最终
在国内率先研发了铂金坩埚的无
缝旋压成型技术， 攻克了难关。

如今， 郑彧和团队不仅自主
开发了PIMNT坩埚下降晶体生
长炉， 还在朝阳区建立了国内规
模最大的PIMNT弛豫铁电单晶
工程化示范线， 晶体性能及均匀
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形成原

料 、 生长 、 加工全链条生产能
力。

“人工晶体和陶瓷虽然是不
同的学科， 但是它们的底层逻辑
是相通的， 项目最终成功也借鉴
了一些陶瓷实践形成的经验。 专
业不同也帮助我可以运用多角度
思考问题， 或许这就是 ‘跨界’
的魅力吧。” 郑彧笑言。

化繁为简 把科学知识
讲给更多人听

郑彧深知， 科学知识的普及
对于培养下一代科技人才至关重
要。 她不仅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卓
越成就， 更在科普传播上作出贡
献。

在环球网中建材材料江湖科
普直播活动中， 郑彧以她深厚的
专业知识和亲和力， 将复杂的科
学知识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的语
言， 通过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
述， 让观众们对材料科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她讲述的每一个科
学故事都充满了趣味性和启发
性， 让科学知识不再高高在上，
而是触手可及、 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有趣故事。

在云南昭通的对口援建小
学， 郑彧作为科技工作者代表，
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科普课堂的
讲授。 她们用简单易懂的语言，
向孩子们介绍了晶体材料的奇妙
世界， 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的好奇
心和探索欲。

“一个小小的材料， 就能发
挥大大的作用 ， 这太神奇了 。”
从业十余载， 郑彧对材料学的研
究热情不减。 在她看来， 材料、
晶体的世界充满魅力， 吸引她沉
下心来， 不断探索、 钻研， 去揭
秘一个又一个奥秘。 她的热爱和
专业也激励着她的团队在科研道
路上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