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由国家计委批准并资

助建设的第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 , 于 1987 年建

成并向国内外开放。首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王

迅院士，首任实验室主任为王鼎盛院士。现任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主任为薛其坤院士，现任实验室主任为郭

建东研究员。王鼎盛、林彰达、王恩哥、薛其坤、高世武

曾先后担任实验室主任。长期以来，表面物理实验室

一直注重为成员提供广阔自由的研究和交流空间，全

力搭建和谐一流的科研环境。经过多年的努力，实验

室已成为国内外重要的交流及科研基地之一，优秀人

才不断脱颖而出。

研究领域

目前，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以表面和界面为

研究对象，通过实验与理论的密切结合，开展与信息科

学、纳米科学和能源科学有直接联系的材料制备、物性

表征，功能调控等方面的研究。实验室设 8 个课题组，

研究方向包括 : 表面小系统的形成与演变机理；表面

动力学过程与薄膜生长；低温等离子体发生机理及其

在薄膜生长方面的应用；低维纳米结构的控制生长与

量子效应；单分子及表面元激发的测控和动力学研究；

氧化物人工低维结构的生长与性能调控；单分子及纳

米结构的电子输运研究；低维材料体系的电子态调控；

及表面激发动力学及能源应用。 

仪器设备

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先后配置了多

台精良的大型设备，其中包括：扫描探针和透射电子显

微镜，多功能电子能谱仪系统，低温光电混合型扫描隧

道显微镜 - 分子束外延系统，深紫外光耦合扫描隧道

显微镜，脉冲电子束沉积设备，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

设备，超高真空低温扫描隧道显微镜－四探针输运测

量－分子束外延联合系统，自制分子束外延 - 变温扫

描隧道谱系统等。2011 年底，实验室购置了大型计算

机集群，本机群共有 36 个计算节点， 432 个 64 位处理

器，理论计算峰值达 4.2 万亿次。

人才队伍与文化建设

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一只精英的科研团

队，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27 名，在站博士后和在读研究

生共约 50 名。实验室成立至今有 3 人（王鼎盛、薛其

坤、王恩哥）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7 人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

基 金，11 人 入

选中国科学院

“百 人 计 划”。

2008 年，王 恩

哥研究员被推

选为第三世界

科学院院士。

实验室十

分重视国际合

作与交流。先

后 与 美 国、日

本等国家的世

界顶尖级科研院校及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近期，

实验室与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建立合作，启动了

国际合作团队计划“复杂材料人工低维结构中演生现

象的原子尺度调控”。国际化的视野与背景给研究人

员带来灵感，推动表面物理研究更加蓬勃发展。

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工作务实求真。为促进交流，

实验室定期举办学术系列报告，以学生为主体的物理

半月谈，及研究生年度考核交流会，搭建了丰富的学习

交流平台。实验室近十年共培养 80 余名博士，其中三

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毕业生

中约有 90% 出国做博士后继续深造，其余直接到国内

其它研究院所或高校从事科研工作。已有两名毕业生

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承担项目与获得奖励

实验室主持和承担着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的多

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及子课题，包括作为首席科学家主

持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两项，以及作为组长

承担的子课

题共计 6 个；

此 外，实 验

室还主持承

担基金委仪

器专项 3 项，

作为研究骨

干参与基金

委重点项目

4 项；在中国

科学院知识

创新工程团

簇 项 目“水

科学基础研究”中作为负责人承担五项子课题等。

严谨求实的态度造就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实验室

的研究工作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仅在 2011 年，王

恩哥、薛其坤领导的团队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何珂获得卢嘉锡青年人才奖；马旭村为“求是杰出

科技成就集体奖”成员；吴克辉和马旭村研究员为重

要成员的物理所拓扑绝缘体研究集体获得“2011 年中

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实验室展望

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正积极发展如下研

究方向：

● 复杂功能材料人工低维结构

● 能量转换材料界面电子结构与电子 - 离子动

力学

● 纳米电子学和微纳米光电子学

● 表面激发态动力学

● 表面表征新技术

诚邀具有相关学科博士学位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

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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