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人物
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

主编：刘代荣 编辑：牛小芒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6

毋志民：新磁电功能材料“双带头人”
本报见习记者 关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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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毋志民，理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工一支部党支部书记，全市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和重庆师范大学首批“双带头
人”教师党支部书记毋志民工作室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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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西南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重庆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师德
标兵、教学督导专家、“博望学者”教学名师、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
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获校教学优秀奖、优秀本科生导师奖。

同时，毋志民还是光电功能材料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新型磁光电功
能材料物性与应用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带头人，重庆物理学会常务理事，重
庆功能材料学会常务理事，《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Materials
Science》（材料科学研究与应用）期刊编委。

“目前国内外文献报道的新型
稀磁半导体，还没有超过室温的！”
毋志民略微有些自豪地说。一方
面，他是重庆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
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要教书
育人；一方面他也是光电功能材料
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要带领
团队突破新型磁电功能材料等方面
的研究。所幸这两件事情，毋志民
都干得相当漂亮。

毋志民出生
于豫西一个贫
困小山村，那
时候家里甚
至 包 括 整 个
小山村都很贫
穷，毋志民家
则靠父亲在煤
矿打工勉强维持
生计。毋志民在一
所农村高中就读时，每周
母亲会背着干粮从家往学校送，毋志民
就从学校出发去接，按照约定的时间和
地点在半路会合。从家到学校6公里
的山路，毋志民和母亲不知用脚丈量了
多少次，他也逐渐认识到唯有知识才能
改变命运。

夏天酷暑难耐，七八十人的教室风
扇也没有，毋志民就跑到学校附近的小
河旁的树荫下学习。零下十几摄氏度
的北方深冬，毋志民也能就地一蹲，把

冻硬的干粮掰碎泡在1毛钱
的热粥里就着咸菜吃。

1998 年，毋志民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重庆大学理学院

应用物理专业，每年都会拿到奖
学金，被评为三好学生。为了考

好英语四级，毋志民可以连续多天中
午和周末不休息。2002年，毋志民被
推免攻读凝聚态物理专业硕士研究
生。在学校被授予凝聚态物理博士点
后，他又继续“直博”，后被导师送到中
科院物理所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
联合培养。正是在物理所期间的学习
研究，使毋志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研究
方向，至今仍然在从事新型磁电功能材
料的研究。

其实，十几年如一日的新型磁电功
能材料的研究工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毋志民的研究条件最开始只有一
台计算机，只能进行简单的模拟计算。
后来有了第一台可以用于材料制备的
管式炉后，因为制备样品所用的材料较
为活泼，在空气中很容易被氧化，需要
较高的真空度，每次配样仍需要一趟一
趟地跑到重庆大学进行。现在有了专
门用于计算的小型服务器，材料的制备
和测试设备也较为齐全，但研究仍然需
要经历一次次炸管的沮丧，到通过不断
摸索调整实验方案成功制备出样品，最
后到测出材料的居里温度突破室温的
惊喜。

能让他坚持下来最终取得成果的，
也不过是当年“就地一蹲”的执着。

如今，毋志民正在继续对新型稀磁
半导体材料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制备
出更多高居里温度、磁电性质优异的材

料，弄清楚磁相互作用的机理，并寻求
和企业更多的合作，开发出满足实用需
求新型磁电功能器件，将研究成果产业
化。同时，毋志民仍然还在负责每年新
加入到课题组的50余名本科生的培
养，每月一个晚上专门讨论研究进展和
问题的组会常态化开到11点。虽然辛
苦，但看到学生们顺利毕业到工作单位
后也在指导学生创新，毋志民从内心感
到自己的研究有了传承。

不仅仅是作为学术与教学领域的
“双带头人”，同时作为一名有近20年
党龄的老党员、一名高校基层教师、一
名党支部书记，毋志民始终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切实履行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更多老师一道培
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在继续埋头苦
干的同时，毋志民由衷感谢这个时代，
感谢党和国家越来越好的科技政策，使
所有像他一样的人能够潜下心来安心
进行科研和教学。

尽管在学术领域有巨大的突破，毋
志民最引以为豪的，却是在教学领域。

在毋志民老师的课堂上，学生们最
初都会体会到他的“严”。“上课不准讲
话，手机一律关静音”是他课堂上的铁
律。但随着教学的深入，学生们又体会
到了毋志民的“宽”。

毋志民每年都会带领几个小组开
展科研创新训练，除了研究生，他对努
力上进的本科生也没有拒绝，包括刚刚
才入学的大一新生。要带领零基础的
大一本科新生开展磁电功能材料最前
沿的科学研究，这对双方都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

毋志民在教学中会有意识地给这
些本科生讲一些科技创新的东西，并鼓
动他们加入老师们的课题组进行科研
创新训练。慢慢地让学生三到五个人
组成一个研究小组，由毋志民给他们指
定一个课题，指导他们一步一步从零基
础开始研究。做研究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的同学也会退缩，作为指导老师，毋
志民就不断给他们打气，帮他们解决难
题，鼓励他们一定坚持下去。

在他的“越级”教学下，学生们取得
了很多优秀成果，本科生团队7次获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
第一作者在《中国科学》等期刊上发表
论文13篇，获市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12
项，2名本科生获评“重庆市普通高校创
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4名本科生因科
研创新成果突出被保送到“985”“双一
流”大学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多名本
科生考取了心仪学校的硕士研究生，有
的学生因科研成果突出被破格录取。

在毋志民心中，这些成果都应当归
功于学生自己的努力。比如，哪位学生
每天晚上都会在实验室研究到很晚有
好几次被锁在实验大楼里，哪位同学自
从来上大学后寒假和暑假还没有回过
河北老家等，他都看在眼里。

这些学生，和当年的他一样努力。

所谓新型稀磁半导体，正是新型磁
电功能材料的一种。虽然属于高精尖
材料类，其突破却影响着普通人的信息
生活。

从事信息工作的科学家都知道，在
现代信息技术中，对信息的处理主要是
利用半导体电子的电荷自由度，而对信
息的存储主要是利用磁性材料电子的
自旋自由度，两者是相互独立的。稀磁
半导体的优势是向研发工艺成熟的半
导体中掺入磁性元素以实现自旋注入，
从而将电子的电荷和自旋两个自由度

集于同一基体，使其同时能将“磁性材
料”和“半导体材料”的优异性质集成在
一起。

而新型稀磁半导体的优势，则在
于克服了传统稀磁半导体的两大难
题。传统稀磁半导体以砷化镓等材
料为主，它有两点无法克服的难题：
一是居里温度过低无法满足实用要
求，二是磁电性质无法独立调控。

居里温度，是指磁性材料中自发
磁化强度降到零时的温度，也是铁磁
性或亚铁磁性物质转变成顺磁性物质
的临界点。居里温度达到或超过室
温，是磁电材料能在室温下存在和实
际使用的必要条件。多年来，提升稀
磁半导体居里温度方面的研究一直没
有重大的突破。而毋志民开发的这种
新型稀磁半导体恰恰是一种居里温度

超过室温、磁电性质可以分离调控的
新型稀磁半导体，它的最高居里温度
可达318K（接近 45℃），是迄今为止居
里温度最高、可满足实用要求的新型
稀磁半导体。

基于这些，利用“I-II-V族基新型稀
磁半导体”制备的磁电功能器件就具有
了能耗低、运行速度快、体积小等优
点。甚至有望在未来突破摩尔定律瓶
颈，使新一代低功耗、超高速的搜索引
擎、云计算、大容量网络存储和数据存
储等信息技术变为现实。

学术领域：新型稀磁半导体领先国际

教学领域：宽严相济的师德标兵

“双带头人”心里的研究与传承

毋教授（右一）和同学们在交流讨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