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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新星吴渊，1997年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铸造专业，因

成绩优秀被保送读研，硕士毕业后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后留校任教，从此与非晶合金结

下不解之缘。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非晶世界里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让吴渊在金属材料领域崭露

头角，已在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ia)等多个材料领域的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SCI论文50余篇，应

邀在国际学术会议做报告9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1项，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1次。2013年吴

渊入选首批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计划，2014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2015年入选中共中

央组织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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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合金又称为金属玻璃，它是在过冷条件下

快速凝固而得到的一种具有类似液体结构的合金。

由于没有晶体的微观结构，非晶合金显示出优异的

强度、耐腐蚀和超塑性。这些突出的性能和其广阔

的应用前景推动着非晶合金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国际

材料学家争向追逐的研究目标之一，其中来自北京

科技大学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吴渊副教授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瞩目。

儿时的吴渊就对自然充满了兴趣，从小立志当

一名科学家。1997年，吴渊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考

入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铸造专业。大学四年勤奋刻

苦的学习给吴渊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2001年因成

绩优秀，他被保送北京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材料研究之路。三年的硕士研

究生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临近毕业之际，和很多同学

一样，吴渊也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并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向往的国家公务员岗位向他发出了聘用通知。

面对这份待遇稳定而优厚的工作，吴渊总是放不下他

心中的梦想，最终他还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做一名真正的材料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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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过，成功等于艰苦的努力加上正确

的方法。没有比这句话更恰当地诠释吴渊的博士研

究生的历程。读博伊始，非晶合金已经成为国际材

料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特别是非晶合金的微观结

构和形成机制涉及到物质固液转变现象的科学本质

问题。2005年，著名的科学杂志(Science)将非晶合

金的这一问题列入人类最需要解决的125个问题之

一。它尤如材料王冠上的明珠，激发了吴渊对自己

博士生阶段研究成果的高期望。他很快选择将非晶

合金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

然而，通向科学高峰的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吴渊

做课题十分努力，常常为完成一个实验过程而熬

夜，可是转眼到了博士研究生第三个年头仍没有得

到理想的实验数据。面对这样的结果，吴渊非常沮

丧，甚至一度对自己的研究能力产生了怀疑。而此

时，刚刚回国的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吕昭平教授为吴渊在研究中所展现的严谨认真、

热情勤奋所打动，他决定来雕琢这块学术璞玉，具

体指导吴渊的研究。他首先帮助吴渊重新疏理分析

了研究内容，然后耐心地纠正他在科研上“蛮干”

的做法，把精力集中在探究非晶合金力学性能的尺

寸效应本质上来，逐渐帮助吴渊重新找回追逐梦想

的信心。两年以后，在吕昭平教授的精心指导下，

吴渊很快就在材料学报(Acta Materialia)、材料通报

(Scripta Materialia)、应用物理学报(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连续报道了他对非晶合金微观不均匀性与宏观失效机

制的新认识。也就是这一年，吴渊完成了题为《多尺

度下金属玻璃变形行为研究》的博士论文，并被评为

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

文提名并留校工作。

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多年的研究生活，培

养了吴渊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科研态度，也激励

他加快在材料世界里追梦的脚步。在与吕昭平教授

的学术探讨中，吴渊对非晶合金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非晶合金虽然具有传统合金所不能比拟的强度

等优势，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韧塑化机制而呈现出

低韧性和高脆性，大大制约着非晶合金这种先进材

料应用和发展。受到传统合金中微纳米尺度过冷奥

氏体发生马氏体转变而增强基体性能的启发，吴渊

和他所在的课题组提出在非晶合金中引入“形变诱

导相变”效应来改善非晶合金这一缺陷的设想。经

过反复实验分析，经历过很多次失败，终于在国际

图1 吴渊博士实验室风采 图2 吴渊与课题组的研究生们探讨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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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次获得了具有大拉伸塑性和加工硬化能力的非

晶合金复合材料，2010年，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著

名材料期刊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公开发表，

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审稿人认为这项成

果“极为重要，是开发高性能非晶复合材料的重要

进展”；另一位审稿人的结论则认为吴渊的研究结

果是“对结构材料的重要贡献”。Nature出版集团—

亚洲材料(NPG-Asia Materials)将此研究成果评为研

究热点，认为该进展“为其他合金体系中开发大韧

塑性非晶合金材料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并对非晶态

合金材料的实际工程应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权威期刊科学杂志(Science)则专文评述，对吴渊

所取得研究成果不吝溢美之辞，认为这“极大提升

了非晶合金的潜在结构应用，并开辟了一个新的科

学研究方向”。2012年著名国际学术评论刊物今日

材料(Materials Today)在出版的综述论文中认为“该

成果改变了非晶合金没有拉伸加工硬化的现实，是

非晶韧塑化的突破”。与此同时，吴渊的这篇论文

也激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短短几年时间，该文

被国际同行SCI他引超过150次。

吴渊的导师吕昭平教授说，“一个人不可能永

远成功，也不可能永远失败，年轻时的磨难是人生

的一笔财富。”经过研究的磨砺和不断探索，吴渊

也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他再接再厉，终于在金属

材料领域崭露头角。2012年，吴渊和他所在的课题

组提出了一种通过调控过冷奥氏体型晶相层错能优

化非晶合金复合材料整体力学性能的方法，这一结

图3 通过将“相变诱导塑性”概念引入到非晶合金复合材料中，

获得具有拉伸塑性和加工硬化能力的非晶合金复合材料(结果发表

在Advanced Materials)

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Physics 
Review Letters)上，为发展高性能非晶复合材料提

出了一种实际的操作手段。更为深入的研究表明，

非晶合金在微观结构上具有不均匀性，而传统材料

的宏观力学并不适用于解释非晶合金的这一微观特

征。通过深入理解非晶合金微观结构不均匀性和微

区失稳的基础上，吴渊和他的课题组提出了一种能

将非晶合金微区失稳和宏观拉伸行为定量联系起来

的变形模型。被审稿人认为“提供了一种连接微观

结构和宏观性能的桥梁和途径，对理解非晶合金结

构特点和塑性变形能力的关联具有重要价值”。该

研究进展也很快得到了国际著名材料学家的肯定。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C.T.Liu教授引

用时特别强调这一研究结果“重要且令人信服”，美

国加州理工学院J.R.Greer教授在与荷兰皇家科学院院

士De Hosson教授在共同署名发表在国际材料顶级期刊

材料科学进展(Progress in Materials Science)的一篇论文

中大篇幅地引用了吴渊的论文结果，认为“这一成果

对理解脆性非晶合金变形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图4 合金化元素与被替代元素间电负性和原子尺寸差对奥氏体型

析出相层错能的影响(结果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在吕昭平教授的精心培养下，吴渊终于成为材

料研究前沿的弄潮儿，他在向新的研究高峰迈进，

也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梦想，同样也引起了国际同行

的关注。2013年，应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邀请，

吴渊来到这个国际著名的综合性大型材料研究机构

与美方共同开展非晶和高熵合金的研究。2014年，

他在应用物理快报(Applied Physics Letters)发表了国

际上率先采用散裂中子源的中子衍射技术对高熵合

金变形行为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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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吴渊已经在多个国际材料领域的顶

级刊物上发表SCI论文50余篇，SCI引用近700次，

他引600余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作报告9次，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11项，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1
次。他还是美国矿物冶金和材料学会会员，中国材

料研究学会金属间化合物与非晶合金分会委员，同

时也是多个国际期刊的审稿人。2013年，吴渊入选

首批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计划。2014年，吴渊凭借

过硬的实力成为被同行称为“小杰青”的国家自然

科学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2015年，经过严格的评

审，吴渊入选中共中央组织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

人才”支持计划。目前，吴渊和他所在的课题组承

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和优秀青年基金项目等多个研究项目。

面对取得的累累硕果，吴渊总是不愿多谈。他

说：“选我所爱，爱我所选，我会在自己选择的道

路上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所

处的领域有所作为。”这就是吴渊，你可以感受到

他那份强烈地执着于科学研究的真诚和热情。正是

如此，才让他成为非晶世界里的追梦人，他一步一

个脚印，用辛勤的汗水构筑着自己的理想之梦。

作者简介：王辉(1970—)，男，陕西省西安市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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