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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书宏院士在精密制备实验室构思仿生热防护材

料的结构设计方案。

俞书宏，1967年 8月生于合肥市庐江县，无
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系教授、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
心纳米材料与化学研究部主任、安徽省化学学
会理事长、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理事长。

长期从事无机材料的仿生合成及应用研究，
在仿生工程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应用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为实用仿生结构功能材料的
创制及其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创立了介观
尺度“组装与矿化”相结合的合成方法，首次成功
矿化合成了人工珍珠母，创制了具有优异隔热防
火性能的轻质高强仿生木材、人工盔甲等一系列
仿生复杂多级结构材料。发表研究论文 550余
篇，论文被引用7万余次，2014年—2021年连续
入选全球高被引作者名录。3次获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中国科学院杰出
科技成就奖、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等重要奖项
与荣誉。

曾入选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担任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

·院士名片·

▲ 俞书宏院士在性能测试间研

究纳米线组装器件的光电性能。

师法自然的“材料魔术师”

俞书宏俞书宏

■ 本报记者 徐国康 张理想
徐旻昊 摄影报道

海浪拍岸，把贝壳送给了沙滩。普通

人捡起来，当作美丽的饰品；科学家却带

回实验室，探索自然的奥秘。

“贝壳是一种碳酸钙矿物，是依靠生命

体富集钙离子，在蛋白质和其他生物大分

子的调控下生长出来的一种天然材料。我

们通过学习自然界中贝壳等生物材料的独

特微观结构及形成机理，然后再模仿它的

生长过程，就可以结合现有的人工原料仿

生合成多种性能远超常规材料的新型材

料，这就是仿生材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教授俞书宏长期从

事无机材料的仿生合成及应用研究，被誉

为师法自然的“材料魔术师”。

大自然就像一个奇妙的“合成工厂”，

能制造出具有各种奇异功能的生物材料

或生物体。“贝壳的层状结构，就像阶梯教

室一样，一层一层堆积而成。”俞书宏介

绍，贝壳的内层材料珍珠母，具有砌墙式

的“砖—泥”微观结构，其中“砖”是碳酸钙

薄片，“泥”是蛋白质等有机物。2002 年回

国后，他带领团队参照软体动物合成天然

珍珠母的砌墙式策略，提出一种新的“组

装与矿化”法，从源头上模仿天然贝壳珍

珠层的形成过程和化学组分。

十五年磨一剑。2016 年，俞书宏团队

在世界上首次成功矿化合成了人工珍珠

母，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Science）上，

被该刊评论称“提出的矿化方法是一项突

破性进展”。“模仿自然界矿物的生长过程

难度非常大，我们在 3 周左右时间里，就能

制备出宏观尺度珍珠母结构的块状材料，

这种材料与天然珍珠母力学性能相当，且

密度更低，具有优越的抗断裂性能。”俞书

宏说，“此后，我们课题组继续探索怎样让

人工合成的贝壳在力学强度上超越自然

界的贝壳。随后，我们又掌握了大尺度人

工珍珠母的仿生合成原理，而且在实验室

里 成 功 实 现 了 宏 观 尺 度 人 工 贝 壳 的 制

备。”

在科学家手中，废弃材料也能变废为

宝。“比如稻草秸秆，我们把这些生物质里

面的纤维素纳米晶提取出来加工成材料，

可以合成出天然纳米纤维素高性能结构

材料。”俞书宏介绍，这种材料的密度仅为

钢的六分之一、铝合金的一半，加热到一

定温度几乎零膨胀，具有轻质高韧、绿色

环保的优势，是传统合金材料、陶瓷和工

程塑料不能比拟的，有望替代现有的工程

塑料，在航空、航天、国防、民生等领域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受北极熊毛发启发，研制出保温隔热

材料；模仿竹子结构，成功制备出纳米“竹

子”……近年来，俞书宏不断观察自然，获

取仿生合成的灵感，又不断解密自然，追

溯新型材料的设计与组装原理。一项项

创新成果不断问世，一篇篇高水平论文接

连发表，很多学生和年轻学者常常向他请

教高产高质的“秘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更是科技工作

者从事科研的驱动力。”俞书宏认为，自己

之所以取得很多创新成果，离不开勤奋刻

苦和执着创新。“我几乎没有周末或节假

日 ，把 自 己 的 时 间 充 分 用 在 科 研 上 。 同

时，追求科研的水平和质量，像国家倡导

的那样，努力多做一些‘从 0 到 1’的原创性

工作。”

虽然俞书宏大部分时间待在实验室，

但他却期待仿生材料能够走出实验室，走

向应用场景。“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成产品，

才能变成现实生产力。”俞书宏说，“从微

观层面到宏观尺度，我们已经能够设计制

备性能卓越的仿生材料。未来，我们有信

心将这些低成本、环保型、可持续的生物

基材料推向实际应用。”

俞书宏院士在仿生矿化实验室观察俞书宏院士在仿生矿化实验室观察

人工矿化合成的仿生新材料人工矿化合成的仿生新材料。。

▶ 俞书宏院士在仿生材料实验

室指导研究生开展仿生生物医用

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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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书宏院士在化学合成实验室研究纳米材料合成

过程中的实验现象。

俞书宏院士在仿生材料实验室与学生讨论轻质高强仿生结构材料的研发工作。

▶ 俞书宏院士在化学合成实验室为学生讲解

实验仪器的使用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