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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一

姜春海，博士毕业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曾到韩国、日本、澳大

利亚等国家学习、工作，现为厦门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师，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新能源材料领域专家，在教书

育人和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他已在知名刊物发表论文近

百篇，获授权国家专利发明 15 项，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 5

项，3项结题优秀。2018 年，被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评为全国归侨

侨眷先进个人。疫情期间，他亦不忘身为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主

动深入社区开展防疫抗疫工作。

致力科学研究开发多种创新型材料

姜春海的科研领域很广，涉

及超导材料、纳米储能材料、碳纤

维增强复合材料和功能多孔材料

等。目前他主要从事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相关研究。用他的话说，材

料与工程是个“大门类”，在五花

八门的材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

兴趣所在。疫情期间，从学校允许

进入开始，他就成天泡在实验室

里做科研。“在实验室里工作的时

候需要全身心投入，我很享受这

个过程。”他说。

电池材料是姜春海的研究方

向之一。电池性能的好坏是由正

极和负极材料决定的。姜春海主

要研究一些比较新型的材料，或

是在现有的材料上做一些改进，

从而增加电池的储能性能，提高

电池的稳定性。例如，为了提高现

有电极材料的功率特性，他从改

变导电添加剂入手，在电极材料

与金属集流体之间构建高效的导

电通路。他尝试将三种不同维度

的导电剂混合使用，不仅减少了

导电剂的用量，还有效提升了电

池的性能。减少导电剂用量的同

时，活性材料的比例得到了提升，

这样做出来的电池容量更大，功

率性能更好，适用于航模、无人

机、模型赛车等，这也是未来提高

电池性能的一个重要策略。

硅碳负极被认为是锂离子电

池的下一个产业风口，但现有硅

碳材料的制备成本仍然居高不

下。姜春海尝试用太阳能光伏产

业的废弃硅粉做原料，制备出了

性能优良的硅碳复合负极材料。

该成果不仅可以提供一种用于高

性能锂离子电池的硅碳负极材

料，使电池拥有更高的容量，提高

电动车或手机的续航。还能够解

决太阳能光伏产业废硅粉的消纳

问题，实现变废为宝。

姜春海与企业合作，还做了

陶瓷金属化研究。这项研究成果

在继电器产品的制造中非常重

要。在继电器中，陶瓷的部分要与

金属焊接，因为材料不同，要通过

一定的工艺将陶瓷表面金属化才

能进行焊接，其方法就是在陶瓷

表面印刷金属涂层，而姜春海的

研究任务就是帮助开发金属涂层

浆料。这种涂层经烧结后需要与

陶瓷基体结合牢固，厚度及组织

均匀。通过改进浆料，能够提高继

电器产品的品质和器件的成品

率，对企业生产提高效率有很大

的帮助。姜春海说，这种金属涂料

的制作过程就像“和泥巴”，要反

复调整和尝试，在做实验的过程

中也经常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但他却“乐在其中”。

经过多年研究，姜春海获授

权多项国家专利，例如《一种基于

溶剂热反应的均相碳硅有机先驱

粉体及其应用》、《负极活性材料

的制备方法》、《活性炭微球及其

制备方法》等。他指导的关于导电

剂的硕士论文《新型导电添加剂

对车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性能影

响研究》获得福建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

对学生负责“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新能源是个新兴学科，是一

门战略性新兴专业。姜春海说，新

能源专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日新

月异”。为了适应学科创新，老师

们要不断地革新、改进教学内容。

在忙碌的研究工作之余，姜春海

把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尽量将学

科领域里的最新动态教给学生

们。他觉得，这是对学生负责任的

表现。

姜春海对学生的“负责”体现

在方方面面。对待学生的课题论

文，他耐心地指导，不厌其烦地帮

助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地修改；

学生们遇到学习、生活上的烦恼，

有时会来找姜春海倾诉，他便耐

心地开导，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感

悟和体会；当学生遇到困难，姜春

海知道了，也会想办法帮助他们

渡过难关，让他们感受到校园的

温暖。许多学生毕业后，还常常会

跟姜春海联系。他说，老师对待学

生是没有功利心的，要“把学生当

做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便会有更

多的宽容，跟他们能有更好的交

流与沟通。

说到对学生的培养与帮助，

让姜春海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

助力经济发展为新能源环保事业贡献

在社会服务方面，姜春海也

依靠自身的业务知识，给企业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

如帮助电力公司做沿海地区特

殊气候环境下材料防腐措施的

研究，而电池材料中的导电剂

和碳硅复合材料、陶瓷金属化

的浆料改进等研究，也是基于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更新升级

企业产品。他认为加强校企合

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他希望

能够和更多企业建立长久合作

的关系，能够让学生到企业实

习，学习实践经验，也能实现校

企资源共享，有利于社会经济

的发展。

2019 年，姜春海成立了先

进能源材料研究团队。作为团

队负责人，他希望基于过往的

研究成果，能和地方经济相接

轨，把他的科研工作做得更加

“接地气”一些。他把目标放在

了汽车动力电池的回收再利

用上，希望通过对废弃新能

源汽车电池材料的加工处

理，能够助力环保，升级研究

成果。硅碳负极的研究他也将

一直做下去，致力于科研成果

能走出实验室，做成产品批量

生产，最终应用到生产生活

中。

“疫情影响了我们实验室工

作的进度，但这不影响我们科

研的热情。”姜春海说。9月份，

一批新生即将入学，这将给他

的实验室注入新的活力。目前，

他的科研团队里有 6 位老师，

加上学生将有 30 多人。他对自

己未来将要开展的研究很有信

心。

科研、教学工作之余，姜春

海对身边的人和事也十分热

心。姜春海说，自己是一名曾在

海外求学多年的归侨，来到厦

门以后感受到了侨务部门的温

暖。去侨务部门办事，能感受到

工作人员的热情，对他关照有

加。他乐于为侨务部门承担一

些组织工作，“如果能为大家多

做点贡献，我也会觉得很开

心。”他说。

一位他曾经带过的学生在升学

研究生之后，有段时间沉迷游

戏，无心学习。姜春海从这名学

生的朋友圈里了解到情况后，

便主动与其联系，耐心劝导，对

他说：“你应该好好珍惜时间，

把课题做好，为了将来有个更

好的前途，要学会沉下心来。”

这名学生便从此将心思放在科

研上，跟同学交流的时候感慨

到“是姜老师点醒了我”，对他

心怀感激。另一件是一位在他

实验室里做课题的女生，疫情

期间父亲没了收入，母亲和奶

奶接连生病，还有一个正在念

高中的弟弟。为了补贴家用，她

每天凌晨 4 点多就上山挖笋，

非常辛苦，考研复习的时间也

被挤占了。姜春海知道后，赶

紧联系了负责她班级的辅导

员，希望通过学院的资助渠道

来给她提供一些帮助。最终学

院批了一笔 1500 元困难补助

给她，姜春海个人也给为她提

供了一些补助。姜春海觉得，

这些钱虽然杯水车薪，但也能

让学生感受到来自学校的温

暖，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让

他们更能够更专心完成学业。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姜春

海对学生们照顾有加，但对待

科研，他强调的是“严谨、认

真”。他认为在学习、科研方

面，对学生不能太放松，不然

他们就会态度散漫、学无所

成。在修改学生论文时，姜春

海强调要让学生把原先写的

内容和他改的一一对照，理解

任何一个结果的分析背后的

依据，让他们从文章的字里行

间中去体会科学的逻辑。他觉

得这样的“严格”对学生的成

长是有帮助的。他希望学生们

在今后从事任何工作时，都带

有做科研的严谨，能够把握住

事物发展的规律，成为更加优

秀的人才。

□本报记者黄佳畅

用于陶瓷金属化研究的继电器元件专利证书

姜春海对学生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