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人简介: 曾桥石于2005年和2010年先后在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和博士学位。2007年到2009年在美国卡内基
研究院和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联合培养，2011年至2014年在美国斯
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4年至2015年在美国卡内基研究院担
任研究科学家。曾桥石现任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分中
心主任、终身研究员，同时兼任上海前瞻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市极端环境新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曾桥石长期致力发展
和应用先进的高压-高温原位研究技术(包括x射线衍射、散射、成
像和光谱技术等)，用于理解无序材料的结构、性质演化规律以及
结构性质关联。近年来通过极端条件调制——原位精确检测的基
本研究思路，在非晶和无序材料的结构和相变研究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创新成果。目前已发表SCI论文110余篇，其中包括3篇Science
，3篇Nature，5篇PNAS，6篇Nat. Commun., 5篇PRL等；也长期担
任众多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审稿人，例如Nature Materials, Nature 
communications, PRL, JACS, Matter, Acta Materialia等。近几年来在国
际学术会议做主旨、邀请报告、担任分会主席近三十余次。曾入
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获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全国
高压科学卓越青年学者、非晶态合金杰出青年科学家等荣誉。

复旦大学物理系 Colloquium

摘要: 压力是决定物质结构和性质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物理参量。极端的高压条件可以大范围改变原子之间的间距
，电子云的空间分布、电子轨道杂化方式、能带结构及元素电负性等，从而产生大量在其他条件下往往不易甚
至不能得到的新奇物理、化学现象。但是大部分的这类新奇的高压现象和材料性质只能存在于由坚固厚实的高
压机械装置约束的高压环境下。因此，高压态材料而无法如其他普通材料一样在常压环境存在，给其基础研究
和实际应用都造成了巨大障碍。在本报告中，报告人将介绍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克服该长期困难：以挥发物质为
研究对象，首先将挥发物质和一种富含闭合纳米孔的玻璃碳材料一起在压力装置中加压到预定的目标压力，使
得挥发物质在高压下扩散进入纳米孔洞，然后通过加热诱导玻璃碳转变为坚硬密实的金刚石，接下来就可以去
掉外部压腔提供的压力，获得在常压下能稳定、独立存在，且包含大量处于高压环境下的高压态纳米物质的一
种“金刚石纳米高压舱（NDCs）”复合材料。这种特殊复合材料包含的纳米高压态物质只由纳米级别厚度的金
刚石包裹，将可以直接用于需要真空环境的各种低穿透能力的探测手段的表征，例如，基于透射电子显微镜的
各种技术。作为这一概念的演示，报告人团队成功获得了包含高压氩的“金刚石纳米高压舱”复合材料，并且
开展了高压氩的电镜和同步辐射x射线的多技术系统表征，证实氩的保留压力能高达22 GPa，并且以纳米颗粒的
形式分布在纳米金刚石的基体中。而要调控高压氩所保持的压力，只需要改变其加温合成金刚石时的压腔压力
即可。进一步通过另外一种氖气的重复实验，说明了该方法的具有通用的可能性。
从原理上，基于NDCs概念的方法能够应用到包括液体和固体的多种形态的目标材料体系中。因此该方法将有望
帮助克服高压物质研究和应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障碍，从而使得高压态物质可以像常规的常压样品一样被方便
的表征和应用，有望开启高压态材料基础研究和应用的一扇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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