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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云南师范大学可再生能源材料先进技术与制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光伏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方向 2 光热材料与利用工程

研究方向 3 生物质能工程材料与利用

研究方向 4 复合光功能材料与制备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杨培志 研究方向 光伏材料科学与工程

出生日期 1966-05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9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胡志华 研究方向 光伏材料科学与工程

出生日期 1963-06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5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褚君浩 研究方向 窄带隙半导体物理学

出生日期 1945-03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9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30 篇 EI 5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4部 国外出版 0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项 二等奖 0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项 二等奖 0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项 二等奖 0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项 二等奖 0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203 万元 纵向经费 203 万元 横向经费 0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6项 授权数 5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项 转化总经费 0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项 行业/地方标准 0项

研究队伍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25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3人



建设
院士 0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0人

短期 0人

长江学者
特聘 0 人

讲座 0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0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0人

青年千人计划 0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8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0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林文贤 Energy 副主编

访问学者 国内 1 人 国外 2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0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0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农业工程 学科 2 学科 3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5 人 在读硕士生 40 人

承担本科课程 250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2000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4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0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项

实验室面积 4000 M
2

实验室网址 http://solar.ynnu.edu.cn/renewable/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

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
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
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
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2017 年，围绕实验室的建设目标，在科研方面取得如下进展：

（1）在石墨烯等二维材料的研究及其在太阳电池的应用方面。通过与中国海

洋大学合作，利用自主研发的二维材料和储光材料与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的有效耦

合，研制出可在弱光环境下发电的太阳电池原型器件，相关成果分别发表在 Nano
Energy（IF=11.6）和 ACS Nano（IF=13.94）等国际顶级期刊上。文章发表后，

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网（中英文）、科学网和央视新闻等国内重要

媒体专门进行了报道，在光伏领域和二维材料的应用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

下一步多功能薄膜太阳电池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在量子点的研究方面。采用简单的超声法，利用碲粉制备得到了高质量

的碲量子点，其平均尺寸约为 4nm；UV-Vis测试表明其吸收峰在波长 288nm处，

PLE和 PL测试表明产物的发射光谱和激发光谱都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该量子

点在生物成像、催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潜在应用价值。

（ 3）在 InAs/InAsSb 超晶格材料研究方面。研制了高质量的长周期

InAs/InAs0.73Sb0.27超晶格材料，材料的表面非常平整，20µm × 20µm范围的均方

根表面粗糙度约为 1.8 Å，零级峰的半峰宽低于 120arcsec。利用改材料，制备了

单元器件，R0A为 448 Ω·cm2（77K），50%截止波长为 5.1μm。InAs/InAsSb超晶

格材料是制备超低噪声红外探测器的最佳选择之一，在天文红外望远镜、制导等

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

（4）在碳量子点的应用方面。采用简单的水热合成技术，低成本制备了碳量

子点，结合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结构，研制了共敏化太阳电池，显著改善了染料敏

化太阳电池的性能，为量子点太阳电池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5）在热电材料方面。采用 Sn溶剂法制备了 Zn4Sb3单晶热电材料并对其高

温稳定性进行研究，获得材料的结构及热电性能在不同温度下的演变规律及演变

机制，为该材料在后续的大规模温差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验基础，同时通过

Ge，Co，Bi等元素对该材料进行掺杂，对其载流子进行调制，使材料的热电性

能得到优化。

2017 年共发表 SCI 论文 30 篇，EI 论文 5篇；国内出版科技专著 4部，完成

咨询报告 4篇。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7 年实验室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总经费为 125 万元。目前

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地区项目 13 项，省部级重大项目 1 项，

省部级重点项目 1项，纵向研究经费总计 864 万元。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pBp 型 II 类超晶格长波红外

探测材料的界面结构调控及

器件制备研究

11474248 郝瑞亭 2015-01-01~2018-12-31 98 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

2
太阳能、生物质能大规模综合

利用推广模式研究与组织实

施

2015ZB001 张无敌 2015-01-15~2017-12-30 20 省部级重

大项目

3 厌氧消化产氢产甲烷体系相

互关联研究
2014FA030 张无敌 2014-10-01~2017-10-30 50 省部级重

点项目

4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中的热浮

力对流传热和掺混机理研究
51266016 高文峰 2013-01-01~2016-12-31 52 国家级一

般项目

5
基于槽式聚光中温供能的太

阳能吸附制冷循环质能传输

强化及换能耦合研究

51366014 季旭 2014-01-01~2017-12-31 56 国家级一

般项目

6 基于氮化硅基质的硅量子点

的低温生长及其性能研究
51362031 杨培志 2014-01-01~2017-12-31 51 国家级一

般项目

7 两相厌氧消化体系中关联微

生物的种间协同作用研究
51366015 尹芳 2014-01-01~2017-12-31 50 国家级一

般项目

8
三七免耕连作土壤微生态的

演变特征与植物土传病害的

关联性研究

41361075 官会林 2014-01-01~2017-12-31 52 国家级一

般项目

9
现有梯级水电站加装光伏抽

水系统对光伏发电平衡能力

的研究

51367019 刘祖明 2014-01-01~2017-12-31 50 国家级一

般项目

10 太阳能高品质吸收膜与平板

集热器关键技术研发
2015BAA02B00 李明 2015-04-01~2017-12-31 94 国家级一

般项目

11 浮力射流在悬浮液中的输运

机理及卷积特性基础研究
51469035 林文贤 2015-01-01~2018-12-31 48 国家级一

般项目

12 光伏协同强化传质下太阳能

吸附制冷循环特性研究
51466017 王云峰 2015-01-01~2018-12-31 48 国家级一

般项目

13 化学掺杂对石墨烯量子点结

构及性质的调控研究
51462037 李学铭 2015-01-01~2018-12-31 47 国家级一

般项目

14
基于 Cassegrain 线聚光和

三维 CPC 的高聚光光伏系统

的优化设计和性能研究

51466016 唐润生 2015-01-01~2018-12-31 50 国家级一

般项目

15
外源电解协助构建微生物电

解池阳极电活性微生物膜的

研究

21463029 李建昌 2015-01-01~2018-12-31 52 国家级一

般项目

16
基于生物质活性炭可控构建

下太阳能干燥除湿回热运行

特性研究

51566017 余琼粉 2016-01-01~2019-12-31 46 国家级一

般项目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
（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别
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
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光伏材料科学与工程 杨培志 刘祖明、涂洁磊、邓书康

2 光热材料与利用工程 李明 唐润生、林文贤、季旭

3 生物质能工程材料与利用 张无敌 官会林、李建昌、尹芳

4 复合光功能材料与制备 傅文甫 杨智、徐全清、朱爱新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杨培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5 年

2 涂洁磊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5 5 年

3 胡志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5 年

4 刘祖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5 年

5 王书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0 5 年

6 李学铭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7 5 年

7 邓书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3 5 年

8 郝瑞亭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5 年

9 李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5 年

10 林文贤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5 年

11 唐润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5 年

12 高文峰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46 5 年

13 季旭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5 年

14 王云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3 5 年

15 余琼粉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2 5 年

16 张无敌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研究员 55 5 年

17 官会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5 年

18 李建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0 5 年

19 尹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8 5 年

20 傅文甫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3 5 年

21 杨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5 年

22 徐全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5 年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23 朱爱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5 年

24 姚朝晖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7 5 年

25 莫镜辉 管理人员 男 硕士 高工 36 5 年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
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 朱明 博士后 男 37 副研究员 中国 无 2年

2
Reda
Hassien 博士后 男 34 副教授 埃及 开罗大学 2年

3
Poulami
Gosh 博士后 女 31 副教授 印度 无 2年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
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1）以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结构为基础，将低维材料和储光材料应用于太阳

电池，提高了太阳电池在阴雨天等弱光环境下的发电能力，推动了低维材料与太

阳电池的交叉融合。

（2）将微波合成、水热合成和原子层沉积等方法集成应用于碳量子点和二

硫化钼等低维材料的制备，实现了低维材料制备方法的创新，为其在能源领域的

应用奠定了基础。

（3）通过多年在可再生能源材料及应用领域的积累，2016 年完成了“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新专业的申报工作，2017 年获准招生。为下一步该学科的硕士

点和博士点建设提供了支撑。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
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1）实验室人员年度内承担能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总约 20

门左右，总教学时数超过 4500 学时，结合研究平台及其成果，新开了《薄膜材

料科学》、《太阳电池工艺》、《薄膜太阳电池技术》、《半导体材料及制备》等 10

余门课程。



（2）利用平台，提高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2017 年能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学生在

全国性大学生能力竞赛项目上共获得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优

秀奖 5项，在云南省获得金奖 2项，银奖 2项，铜奖 1项。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
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1）与行业内的相关企业联合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如与云南太标集团、云南

晶能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欧姆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拓日科技有限公司、昆明

同兴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为云南省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

（2）与校内的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和生命科学院等联合培养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促进了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3）与中科院相关科研院所和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

联合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实现了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4）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休斯敦大学和托莱多大学等建立了人

员互访、定期开展学术交流等关系。

本年度共有 3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 30 名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
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Qiming Yang, Jialong Duan, Wen Yang et al., Nitrogen-doped carbon quantum
dots from biomass via simple one-pot method and exploration of their application,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18, 434：1079~1085
2）Xiaobo Chen, Wen Yang, Peizhi Yang*, et al., Microwave annealing enhances
formation of silicon quantum dots in oxide matrix,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2017, 28: 5663~5668
3) Xiaobo Chen, Qiming Yang,Qi Meng, et al, Efficient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with CoSe/graphene composite counter electrodes, Solar Energy, 2017,144:
342-348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墙报 申其豪 硕士 第十七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 涂洁磊

2 墙报 杜立伟 硕士 第十七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 涂洁磊

3 墙报 郭腾腾 硕士 第十七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 涂洁磊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本年度没有设置开放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1
第一届全国功能薄膜
与涂层学术研讨会暨

国际论坛
云南师范大学 褚君浩 2017-7-24 150 全国

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5 日，由中国科技部、老挝科技部主办，云南师

范大学以及老挝科技部可再生能源与新材料研究所共同承办了“中国—老挝可再

生能源联合实验室境外应用示范国际培训班”，可再生能源材料先进技术与制备

教育重点实验室的部分固定人员参会并讲授了相关课程。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1）设立重点实验室开放日

面向全校师生，特别是能环学院的师生设立每月一次的重点实验室开放日，

并对学生讲解实验设备用途、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和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激发了学生的研究热情。学生考研人数和考取人数均有所增加，学院的本科毕业

生每年均有多人被“985”、“211”高校及中科院研究单位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

2）设立成果展示科普平台

在重点实验室的一楼大厅里，专门陈列重点实验室研究的原型器件和设备用

于科学传播，并附简要的中英文文字说明。实验室每年接待国内外及省内参观人

员约 20 余批次，并向参观人员宣传介绍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工作及成果等。



3）吸引本科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工作

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对本科生的课堂教学中，有目的对重点实验室的研究

工作予以介绍，以吸引优秀的本科学生参与老师的研究课题。

4）召开学术研讨会

2017 年召开了多次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和 1 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暨国际论

坛，并邀请参会人员参观实验室，扩大了实验室的影响；邀请同行的企业和科研

单位研究人员来实验室进行学术技术交流并参观实验室。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褚君浩 男 研究员 72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 否

2 苏君红 男 研究员 80 昆明物理研究所 否

3 何伟全 男 教授 54 云南师范大学 否

4 朱剑豪 男 教授 61 香港城市大学 否

5 陈立东 男 研究员 61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否

6 王如竹 男 教授 53 上海交通大学 否

7 杨德仁 男 教授 53 浙江大学 否

8 沈辉 男 教授 61 中山大学 否

9 骆仲泱 男 教授 55 浙江大学 否

10 佟金 男 教授 57 吉林大学 否

11 李保明 男 教授 56 中国农业大学 否

12 沈波 男 教授 54 北京大学 否

13 王文静 男 研究员 57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 否

14 牛智川 男 研究员 51 中科院半超导体研究所 否

15 傅文甫 男 教授 63 中科院理化所 否

16 李明 男 教授 55 云南师范大学 否

17 杨培志 男 教授 51 云南师范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
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原定于 2017 年 12 月进行,因委员们年底工作较忙未能召开。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
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学校在 2017 年给予了 10 万元的运行经费，在项目申报和仪器设备等发面给

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在人才引进、团队建设、人员编制、研究生培养指标和自主

选题等方面未给予优先支持。重点实验室目前没有专门的人员编制和相对独立的

实验室。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
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目前教育部可再生能源材料先进技术与制备重点实验室在研国家基金项目

共 14 项，省部级重大项目 1 项，省部级重点项目 1 项，纵向总研究经费 864 万

元。为保证各研究项目按计划完成，大型仪器和设备的使用情况良好，有一名专

职人员对大型仪器和设备的使用进行管理。

重点实验室部分大型测试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主要有：X 射线衍射仪

（XRD）、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霍尔效应测试仪、太

阳能电池综合性能测试系统及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同步热分析仪等，共享单

位主要有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大学，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

昆明学院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及其他云南省内的一些研究单位和企业。同时，所有

测试设备及部分材料制备设备也对云南师范大学校内的研究团队开放共享，如云

南师范大学物电学院、化工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等。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姚朝晖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