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组参与编著《中国新材料研究前沿报告（2023）》发布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和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共同组

织编写的系列战略品牌报告正式发布。此次报告包括《中国新材料研究前沿报告

（2023）》等四部作品，汇聚了众多专家的智慧，旨在推动中国新材料领域的自

主保障体系建设和创新能力提升。今年发布的《中国新材料研究前沿报告（2023）》

聚焦于量子材料、低维材料、高温超导等多个前沿领域，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

究，提供了针对新材料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的指导性建议。报告的发布

得到了多项重大咨询项目的支持，包括“新材料强基补链与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研

究”等，标志着我国在新材料领域的战略性进展。作为本系列报告的主要编著者

之一，课题组应邀参与了《中国新材料研究前沿报告（2023）》撰写工作，并主

笔完成了“第 13 章——环境与新能源矿物材料”部分，为报告提供了重要的学

术支持和专业见解。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储量丰富，矿物及相关材料已经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

一。但是受到基础矿物资源综合利用主要以粗放、低端利用为主，高效高值化利

用的基础及应用亟待加强。三十多年来，廖立兵教授所带领的先进矿物材料课题

组以“师法自然、应用自然、改造自然”思想为指导，以晶体化学/晶体物理学

理论为指导，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矿物材料的结构、组分和性能构效关系，开展了

矿物在环境及新能源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开发了一系列新型矿物基水处理材

料、土壤改良材料、发光材料、电化学储能材料、节能保温材料及制备技术。承



担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课题、“863”课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发表学术论文近 500篇，

专著 1 部，申请和授权专利 40 余项。带领团队获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

硅酸盐学会科技成果二等奖 1 项，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科技成果一等奖 2 项，

原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1项，原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1项，原国家

教委科技成果三等奖 1项。正是在多年的坚守与成果基础上，课题组的工作得到

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因此受邀参加了此次前沿报告的编写。 

展望未来，环境与新能源矿物材料领域的发展将继续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推广。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可以预见到环境与新

能源矿物材料的研究将更加注重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推动新材料在高技术产

业中的广泛应用。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相关环境与新能源矿物材料领域的研究

成果和技术突破涌现，为国家重大工程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