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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林：在科研路上追光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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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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林，1976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重庆理工大
学理学院副院长。重庆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重庆市高校巴渝学者特聘教
授、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理事，重庆市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先进光
电功能材料与器件”带头人，绿色能源材料技术与系统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
任，重庆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科技部青年创新人才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重点科技项目、人
社部留学回国项目等20余项。在《Nanoscale》《Sensors and Actu-
ators B: Chemical》《IEEE Sensors Journal》《光学学报》等国内外
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180余篇；获权国家发明专利20余件；出版学
术著作1部和专业教材2部，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和重庆市自然科学奖
各1次。

一只电灯泡
开启物理学习之旅

“零线火线并排走，零线直接进灯
头，火线接在开关上，通过开关进灯头
……”初中时期的冯文林还在背诵着物
理口诀，家里的灯泡却突然熄灭了。然
而，虽然熟练背诵了课本上关于电路知
识的口诀，但真正检查起来，冯文林才感
到了束手无策。最后，还是冯文林的父
亲找来电工邻居帮忙，才解决了问题。

事后，看着再次亮起的灯泡，冯文
林的父亲意味深长地感叹道：“学点有
用的东西，比啥都重要！”

就是父亲这句无意而出的话，让当
时的冯文林萌生出一个念头：“学好物
理，哪怕以后不能当物理学家，会修灯
泡和电器也很厉害！”

于是，冯文林更加努力地学习。久
而久之，他发现课本里的物理现象、物
理效应和物理原理，与真实的生活越来
越近。也正是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
妙感觉，更加刺激了冯文林学习物理的
兴趣，让他迫切地想要充分认识这些实
验现象和效应。

“无奈的是，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条
件去加深学习。”冯文林回忆道，“当时
我的脑海里总是积存了很多想法，比
如，如果不按照定理里的条件，而是按
照我自己想要的其他条件下进行实验，
会发生什么不同的现象？又或者说，能
不能造出一个不受地球重力影响的大
气球，让我可以待在里面遨游太空了。”

这些漫无边际的想法不断发芽，也
伴随着冯文林成长。

时光飞逝，转眼就来到了冯文林入
职重庆理工大学的那一年。

“在那时，除了自己，我几乎什么也
没有。”冯文林笑着说，“并且在此之前，
我一直在进行物理理论的研究，但单纯
的理论研究很难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
得突破或创新。”

在经过几个月的迷茫与挣扎后，冯
文林终于决定要将理论与实验技术融
合。于是，他拿着学校拨的启动资金买
了实验室里的第一台设备——高温电
阻炉（一种快速升温的加热器具，用于
烧制发光材料）。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
看，那台高温电阻炉已经是十分低端的
机器了，但在当时，也许就是它点亮了
冯文林科研路上的灯。

最开始，初入实验领域的冯文林
几乎找不到任何的头绪。直到 2013
年底，他才慢慢对自己的实验研究有
了清晰的认识和自信。历经了一路
的摸爬滚打，冯文林终于在2015年拿
到了他在实验领域的第一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接下来，他先后获得教
育部、重庆市科技局、重庆市教委以
及多个企业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现在的他不仅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
刻苦钻研，也能为莘莘学子照亮前方
的物理之路。

结识光与电
致力环境监测传感

“光给予我力量，让我遇事总能乐
观面对；电给予我动力，鞭策我不断前

进。”冯文林告诉记者，在他的研究领域
里，光和电是密不可分的。

“光电材料既能够实现从光到电的转
化，也能够实现从电到光转化。比如太
阳能电池材料（如单晶硅、多晶硅、非晶
硅、钙钛矿等），由它做成的太阳能电池
能够将太阳发出的光转化为电能，而市
面上各式各样的灯则是将电能转化为
光。”冯文林介绍道，“不仅如此，光电材料
还用于探照灯、摄像头、高清相机、交互显
示，以及用于国防、太空、深海探测中的各
类探测器、传感器和监控器等。”

据悉，在当前5G和人工智能的刺
激下，用于环境监测的传感器也日益朝
着智能化、微型化、集成化、多功能化的
方向发展，国内传感器的应用需求也正

在持续增长。而早在2013年，冯文林
在美国留学期间便已感受到了国内外
在高精尖传感器领域的差距，这让他即
刻产生出了想要突破当前国内有关技
术瓶颈的想法。

研究中，主攻光电材料的冯文林逐
渐感到单纯的制作材料过于单薄，这就
好比生产面粉的人不会将其做成馒头
或包子。于是，冯文林有了新的打算：
要将材料做成器件。

说做就做。冯文林与团队通过物
理、化学、气相等外延技术将系列新材
料制备出来，再进行设计和加工，最终
做成器件，用于服务社会。时间一长，
随着团队技术水平和知名度的提高，一
些国际知名企业来找他进行技术服务
或技术委托开发。

2011年，冯文林开始针对用于安全
生产和环境监测的高性能光电探测和
光电传感器，着手进行研究，在研究气

体监测与有毒有害物质监测的路上，一
走就是十载春秋。

“对于有毒有害气体的监测，我们
主要研究光纤气体传感。”在冯文林的
进一步解释中，记者了解到，因为在某
些较为特殊的环境如矿井、武器库、易
燃易爆仓库中，为了杜绝电火花点燃空
气中的易燃易爆气体（如硫化氢、一氧
化碳等）从而造成燃爆，所以无法使用
电传感器。因此，在这样的环境里，就
需要利用光纤传感器对周围环境参数
进行高灵敏的实时监测。

而冯文林的另一研究重点为“飞行
时间”（Time of Flight，简称 TOF），其
基本原理是通过连续发射光脉冲（一般
为不可见光）到被观测物体上，然后用

传感器接收从物体返回的光，通过探测
光脉冲的飞行（往返）时间来得到目标
物距离。

目前，该技术在三维制图、工业自
动化、障碍物检测、汽车自动驾驶、智慧
农业、机器人技术、室内导航、手势识
别、对象扫描等领域均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但高性能、快响应、精确识别的TOF
传感器的研制仍是当前的研究难点。
冯文林表示，他志在啃下这块让人难以
撼动的“硬骨头”，并且，第一代样机会
在近几个月内打造出来，相信后续的迭
代升级产品也会慢慢问世。

迄今为止，冯文林已获权国家发明
专利20余件，正在审理中的专利10余
件（主要集中在“光电探测和光电传
感”）。未来，冯文林团队将继续在自供
能光电探测与传感、低能耗光电探测与
传感、高性能TOF光电传感等领域进行
理论和实验应用研究。

科教融合
在教学中碰撞思想火花

对冯文林而言，不仅是科研，教书
育人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998年，刚大学毕业的冯文林进入了
重庆沙坪坝的一所中学任教。然而，随着
脑海里关于物理的“未解之谜”越积越多，
冯文林萌生了继续读研、读博的想法。研
究生毕业后，冯文林将工作单位定在了重
庆理工大学，从此，进行教学工作与科研工
作就成为了他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两件事。

冯文林告诉记者，自己作为一名普
通的人民教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教学
方法，他始终认为，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比学好某个知识点更加重要。

因此，冯文林每次在上课前，总是
会对课件仔细进行修改和补充，以融入
自己想要教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实
践”“如何交流”的方法。

“我认为将‘课程思政’融入理工科学
生的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过程一定要
自然，‘润物细无声’，不突兀也不扭捏。”冯
文林说，“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我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落实好这一点。”

“教学和科研是高校教师的两条
腿，这两条腿都得健康，才算是合格的
老师；两条腿都有力量，才是优秀的教
师。”冯文林说，“通过科研我们获得了
前沿的知识，知识又通过教学的方式进
行了传递，在教学中碰撞出的思想火
花，可以促进科技的进步。”

最后，记者询问了冯文林最想对学
生说的话。他回答道：“既然选择了远
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出自汪国真诗
歌《热爱生命》）

▲冯文林作光电半导体学
术报告。

◀冯文林（右二）正在指导
学生课题。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