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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玉，男，1980年生，国科大重庆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重庆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周小元，女，1978年生，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主任、量子材料

与器件研究中心副主任。

两人于2008年结婚，至今15年。

物理学家的思维常和“理性”挂钩。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非常强调数学推演，但爱情的发生往往不受控制。

“什么是爱情？”

出身于物理学系的两位教授周小元和王国玉对于爱情会有怎

样的解读呢？

“爱情就像引力，也类同共振原理，让人们在思想、情感上产生

共鸣，产生无法言喻的力量。”周小元用物理学中的概念诠释对爱

情的理解。

2007年，周小元在香港理工大学攻读应用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同

年，王国玉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理工大学习。作为导师的得意门生，周

小元便承担起接待这些来访学者、博士生的任务。

“课题组本身有一些固定的课题，但我也想做一些符合自己逻

辑的研究。”王国玉回忆道，当时他与导师意见相左，自己性格又内

向，一些想法不能及时输出。而性格素来外向，且与导师及同组成

员交好的周小元主动从中协调。一来二往两人暗生情愫，缘分也

由此产生。

时间不紧不慢，却又转瞬即逝。认识三个月后，周小元计划前

往美国华盛顿大学访学。眼看即将要与心仪之人分别，王国玉抑

制不住内心的翻涌，一向内敛的他当即向周小元告白。五个月后，

周小元回国参加毕业典礼，而这次毕业典礼也令她毕生难忘，那一

年，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几年，两人留在国外工作，但思乡之情难免。回国后，一次

与重庆朋友闲谈之后让两人更加坚定了回国的意愿。

就这样，2013年，山东小伙王国玉、浙江姑娘周小元毅然回国，

王国玉留在中国科学院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从事3D打印、凝聚态

物理、量子材料等领域的研究。周小元则成为重庆大学物理学院

的博士生导师，在新能源材料等领域不断深耕并取得突破。

性格各异的两人，在工作中却高度契合。

多年来，王国玉与周小元并肩奋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科研奇

迹，他们共同发表68篇论文，获得多个国家、科学院及省部级奖项。

“我的先生不善言辞但很聪明，动手能力很强。”回忆起早年间的

一次默契配合，周小元对王国玉大加赞许。一次研究中，实验室亟须

一款单晶生长设备。经过分析研究商业化设备的各种参数特性，王国

玉制定了新思路，基于改进的布里奇曼法搭建了适用于热电材料单晶

生长的设备，解决了胀管效应及样品氧化问题。通过与学生的多次实

验和讨论，在3个多月的努力下，最终自主研发了简单实用的单晶炉。

在此基础上，周小元指导学生利用此设备完成SnSe和SnS的单晶生长

工作，而这一研究对于推动热电领域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这项在两

人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课题，让彼此坚定地认为他们不仅仅是爱人，还

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服从多数是最好的安排，但不一定是最明智的选择。“晚婚”时常出现在

科学家的世界里。对于“闪婚”的两人，却没有顺应这一宿命。周小元也常常

与自己课题组的博士生讨论这一永恒的话题——婚姻。婚姻中的她无疑是

幸福的，因此才会告诫学生，“遇良人，先成家。”

2014年重庆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建立，但建立之初，设备、专业人员等物质、人才

资源是极度匮乏的。从“0”到“1”，周小元这一路走了4年。2018年，该中心已成为高

校分析测试中心研究会副理事长单位和具有国家级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

“很多选择都不能两全。”周小元感慨地说道，丈夫任职的中国科学院绿色

智能技术研究院与家的距离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每天回家后已经八九点

钟。中心刚建立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小孩才刚上幼儿园，下午4点放学后就被接

到办公室。中心有三张桌子，一张是周小元的，另外两张就是两个孩子的。

“越困难的时候越能激发人的潜能，那段艰难的日子让我快速成长起来。”

回忆起以前的艰辛，周小元没有抱怨，反而认为那是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对于家庭，王国玉常觉得周小元付出太多。但这一次，他想要更加靠近

她。去年，王国玉如愿获得重庆大学的聘书，如今，两人的距离近了，生活、工

作他都能够兼顾到了。两人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的爱情令人艳羡。

（魏星）
【科学家面对面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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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9月20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为

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平等参与企业招

标投标活动，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

应用，根据《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文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务院国资委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支持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平等参与企业招标投

标活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是指实现重大技

术突破、尚未取得市场业绩的装备，需要经过

不断应用验证实现迭代创新。按照《招标投标

法》要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只有平等参

与招标、争取中标才能进入市场，进而不断迭

代升级。招标投标是首台（套）进入市场的“第

一关”，对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

至关重要。

《意见》从规范招标要求、明确评标原则、

加强监督检查3个方面提出10条意见，适用于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项目招

标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同类型产品的情况。

《意见》提出，招标投标活动要严格执行招

标投标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文件，不得要求或

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商，不得套用特定生产

供应商的条件设定投标人资格、技术、商务条

件，不得变相设置不合理条件或歧视性条款，

限制或排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

参与投标。

《意见》指出，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参与

招标投标活动，仅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即视

同满足市场占有率、应用业绩等要求。评标办

法应当有利于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

广应用，不得在市场占有率、应用业绩等方面设

置歧视性评审标准。同时，评标办法应明确重

大技术装备不得在境外远程操控，在中国境内

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

在境内存储。对于不符合《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国家安全法

律法规的，经评标委员会认定，应否决其投标。

《意见》明确，评标办法应落实支持重大技

术装备攻关创新、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等要求，将技术创新、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售后服务、后续供应、特殊或

紧急情况下的履约能力等纳入评审指标范畴。

《意见》还提出开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招标投标领域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

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征集窗口，畅通信息反馈渠

道，归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招标投标负面

行为。 （崔爽）

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平等参与企业招投标
三部门联合发文

笔者9月19日从厦门大学获

悉，该校廖洪钢教授、孙世刚院士

团队和北京化工大学陈建峰院士

团队合作，基于其自主研发的高

时空分辨电化学原位液相透射电

子显微系统，首次发现了锂硫电

池中存在独特的界面反应机制，

这一发现或将从全新角度推进新

一代高能量密度和高储能效率的

锂硫电池研发。相关研究论文日

前发表在《自然》上。

在“双碳”目标下，研发具有

高能量密度和高储能效率的二次

电池体系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在

原子、分子层次揭示电极和电解

质界面的化学反应对于电池设计

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介绍，高能量密度、

低成本锂硫电池发展潜力巨大，

但受限于传统原位表征工具的时

空分辨率及锂硫体系的不稳定性

和环境敏感属性，其原子、纳米尺

度上的界面反应过程至今难以明

确，从而制约了高性能锂硫电池

发展。这一反应过程也被学界及

业界视作神秘的“黑匣子”。

为此，研究团队自主研发了

高时空分辨电化学原位液相透射

电镜，耦合真实电解液环境和外

加电场，实现了在原子尺度上对

锂硫电池界面反应的动态实时观

测和研究。

在观测研究中，研究团队首次

发现了锂硫电池中存在着独特的

界面反应机制。不同于传统模型

观测到的传统电化学反应过程，新

发现的界面反应过程显示，引入金

属纳米团簇活性中心的表面能诱

导多硫化锂聚集和电荷储存，导致

界面分子聚集体的形成以及电极

界面的集体电子转移。这一发现

揭示了金属活性中心与多硫化锂

之间的长程静电作用、多硫化锂聚

集体的形态、集体电荷储存和硫化

锂瞬时结晶等过程。

这项突破传统理论的研究成

果，有望从全新角度推进锂硫电

池电极材料和体系的设计研发，

促进高比能、高功率、快充锂硫电

池的发展。论文第一作者周诗远

介绍，团队希望通过解决业界面

临的关键性科学问题，探索下一

代最具应用潜力的电池体系。

（符晓波）

我科研团队揭示电荷储存聚集反应新机制

“配电自动化自愈功能就是

在发生故障时，配自主站系统自

动收集信号并对信号分析，给出

故障区域，同时生成隔离及恢复

方案，并直接由主站系统下发遥

控命令，完成事故处理。”9月13

日，在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调控

分中心，工作人员高健勋以凌晨

四点的一次配网线路成功自愈案

例向新入职员工介绍着配电自动

化自愈功能的原理，同时，这也是

庐江地区首次实现配网线路“秒

级”自愈。

当日，庐江县白山镇10千伏

金沈115线由于遭遇暴雨天气，

杨咀支线 1 号杆处发生树木倾

倒，导致夜间3点59分52秒发生

跳闸停电。此次停电仅耗时17

秒，配电自动化系统便通过全自

动FA自愈功能，于4点0分9秒

完成故障区域隔离及非故障区域

负荷转移工作。此次自愈功能正

确启动并执行成功，大大缩短了

配网倒电时间，提高了供电可靠

性，标志着配电自动化应用迈入

新的台阶。

（丁文康）

配网实现“秒级”自愈供电可靠性再添新彩
安徽庐江：

9月21日，国网涡阳县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人员正在对35千伏高炉变电站进行检修消缺。

入秋以来，国网涡阳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电网秋季安全检修工作，及时对电网设备

进行检修消缺，提升电网健康水平，全力保障秋季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 娄延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