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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亚：在高分子领域开出科技之花
本报记者 张涵韵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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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亚，博士（后），教授，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
才协会会员、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高级访问学者、重庆交通大学材料学科“纳米与
功能材料”方向学科带头人、国家石墨烯产业技术联盟专家。主要从事环境功能纳
米材料、纳米复合材料、高性能高分子复合材料、功能建筑材料、废弃物再生与利用
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主编教材1部、参编教材1部；近5年主持主研国家级、省部级
等各类项目10余项；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其中SCI/EI检
索收录40多篇。拥有国家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有这样一朵“花”，它沐浴着清晨
的第一缕阳光，一边绽放，一边呈现五
颜六色；在夜幕降临时，它的花瓣就会
合拢，再次成为一支含苞待放的花骨
朵。

“这个过程非常神奇。制作这朵
‘花’的，就是用化学方法合成的高分
子材料。”重庆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教授袁小亚说，高分子材料是
以高分子化合物为基体，再配以其他
添加剂所构成的材料。因其具有许多
金属和无机材料所无法取代的优点而
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如今已经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
要材料。

心系材料专业 追梦科学之路

2000年，袁小亚从师范大学毕业，
本可以成为一名高中化学老师的他，却
怀着对材料科学的强烈好奇心，选择了
考研攻读硕士学位；2006年，在导师的
推荐下，袁小亚进入了南开大学高分子
化学研究所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师从
著名生物高分子学家张政朴教授，从此
踏上了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路。

在导师的带领下，袁小亚开始做一
些合成高分子的改性工作，以解决水凝
胶在应用和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袁小亚说，这阶段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
响很大，也让他明白了一个让他至今信
奉的道理：不论研究什么，一定要与老
百姓的需求相结合，让科学用来解决老
百姓关注的问题，这才是科研的意义。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一直都
在享受科研的过程。当自己做出来的
某种东西能够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一些
效果，能够让使用者真正受益，这种情
绪就会激励我一直走下去。”袁小亚说，

“就好比一位大厨做了一盘菜，得到了
吃过的人的赞同，那么作为一名厨师，
这就是他最大的工作动力。”

多年来，袁小亚主要从事环境功能
纳米材料、纳米复合材料、高性能高分
子复合材料、功能建筑材料、废弃物再
生与利用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目前已主
持主研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项目10
余项；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发表学术论
文60多篇，其中SCI/EI检索收录40多
篇；拥有国家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
专利1项。

将科研成果注入现实生活

自2010年起，袁小亚开始把研究
目光投入石墨烯与氧化石墨烯的应用
基础研究。据悉，石墨烯是一种神奇
的碳纳米材料，作为国家“十三五”规
划中的一种优先和重点发展新材料，
具有光学、电学、力学等若干优异特
性，在化学、材料、微电子器件、新能
源、生物医学等领域显现出广阔的应
用前景，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种未来
革命性的材料。

袁小亚举例道，目前市面上使用较
多的锂离子电池普遍存在容量较小、充
电速率较慢等问题。如果将极少量石
墨烯纳米材料加入锂电池的正极或负
极中，就可大幅度提升它的电池容量，

并能让它快速进行充电。最新研究表
明，以前一小时才能完成的充电过程，
在掺入石墨烯后，可在10分钟之内完
成；同时还能使电池的使用寿命得到延
长，满足老百姓对锂离子电池性能的一
些较高要求。

另一方面，在研究的过程中，袁小
亚发现，将碳材料与其他传统材料相结
合，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领域。比如
卫生间的防水，如果防水材料较为劣
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许就会出现漏水
的情况。但只要在防水材料中加入石
墨烯，就能让其防水性能和长效性大幅
度提升。

“不仅如此，复合了石墨烯的建筑材
料，在未来发展中也会更向多功能化和
高附加值、综合性能和成本平衡化的方

向进行。”袁小亚告诉记者，如果将少量
石墨烯掺入桥梁混凝土中，虽然会提升
混凝土的造价，但石墨烯的加入会使其
变得智能化、人性化，在长期运营中，还
可远程监控桥梁的潜在风险以及在出现
极端情况时进行提前预警。这样看来，
从全周期、全产业链的角度来讲，性能和
成本的问题就会得到综合平衡。最重要
的是，混凝土桥梁整体质量得到提升，老
百姓的安全也得到了切实保障。

从失败中提炼成功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如果要将纳米
材料添加进传统建材中，首要问题就是
要解决材料均匀分散的难题。分散就好
比厨师做菜放盐，盐需要均匀分布在菜
里，吃起来才会适口。石墨烯如果在水
泥浆里能分散均匀，那么对硬化后的水
泥材料的性能提升效果则更显著。

2015年，袁小亚在将氧化石墨烯
溶液加入自来水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
一幕：一团黑色的物质沉积在烧杯底

部。这使得后续试验无法进行，如果想
要继续，就必须避免这个现象。为此，
袁小亚课题组在如何避免氧化石墨烯
沉淀这个方向做了很多原创性工作。
但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在袁小亚的脑
中：氧化石墨烯遇自来水时发生的沉淀
物到底是什么物质？它能否被高附加
值化？

“在之前，我们一直将沉下去的物
质当作废物。但在2018年时，我们开
始重新审视这个‘废物’，将它拿来进行
研究，竟然发现它其实是个好东西。”袁
小亚说，虽然这种物质不能应用在建筑
中，却可以很好地应用在电池中。目
前，对这种物质的研究也成为了袁小亚
课题组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通过这件事，袁小亚进行了总结，

即自然界中的现象并无好坏之分。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当你认为某

种物质是‘废物’的时候，可以换一个
角度来进行思考，也许就能有另一种
突破。”袁小亚说，他也会时常告诉自
己的学生，在做下一步研究前，一定要
将上一步研究出的东西进行分析、记
录，如果失败，可以尝试跳出当前的思
维圈，用另一种思维去进行探讨，也许
就能从失败中提炼出成功。“所以失败
并非坏事，从中得到新的灵感才是重
点。也正是这种想法，推动了我们团
队进行了不少原创性的研发，也申报
了许多国家专利。”

转课本抽象知识为生动事例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袁小亚无疑
是十分成功的。他是重庆交通大学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曾主编教材1部、参
编教材1部；获重庆交通大学教学质量
专项奖7次。

袁小亚认为，知识既是从生活中来

的，那么就要用到生活中去。对他而
言，在学习课程时，学生们当时没学懂
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一个
道理，即清楚这门课程的某些理论知识
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哪些地方可以用起
来，学以致用才是关键。

“材料学的理论性很强，如果学生们
只是单纯地去看课本上的东西，那一定
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只要将课上得足够
生动，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感受到这个课
程的乐趣，发现它的魅力，这就是成功
的。”袁小亚说，剖析知识的本来面目，将
课本上那些高度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生动
的现实事例，让知识回归自然，才能让学
生们清楚意识到科学是从生活事迹中提
炼出来的。“所有的书本理论都可以在现
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作为授课教师，我们

就是要引导学生学会如何理论联系实
际，从而找到学习的乐趣。”

“生活推动着科学不断前进，而科
学又推动着我们前进。”袁小亚举例说
道，“比如大家都希望充电宝能够容纳
更多的电量、做得更加小巧，但要实现
这个简单的目标，不光是在材料科学还
是组件上都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体
积小就意味着用料少，可是用现成的材
料又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所以说，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意愿和市场需求就会激
励科技工作者不断更新研究工作，然后
用于现实生活。”

“未来，石墨烯也许会结合交通方
面的应用，用来解决交通安全方面的诸
多问题。”袁小亚表示，如果能将石墨烯
与水泥建材结合起来，或许就能大幅度
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为老百姓的生命
安全添加多一重的保障。

袁小亚说：“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石
墨烯改性复合产品，然后推广到全世
界，并得到世界的认可。这就是我一直
持续研发先进复合材料的动力。”

▶袁小亚正在伏案工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