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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材料研究学会宣布了2011年度材料研究学会奖获奖名单。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佐治亚

理工学院教授王中林与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杨培东获得殊荣。 

 

个子高大、笑容爽朗的王中林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主要成果——纳米发

电机，并谈及他科研生涯中的一些感悟。 

 

纳纳纳纳米米米米发电发电发电发电机：机：机：机：从从从从科科科科研研研研到到到到产业产业产业产业化化化化 

    

记者在王中林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个白色的塑料盒子，里面是一块大约两三平方厘米大小的扁平器

件，外层是一种透明的材料，里面密集地镶嵌着一些金属细丝。 

 

王中林略带得意地告诉记者，这就是他发明的纳米发电机。 

 

纳米发电机是王中林最具影响力的发明。该成果被英国《物理世界》评为2008年最佳进展之一。美

国《新科学家》杂志把纳米发电机评为与手机同等重要的发明，认为它将是影响未来十到三十年的十大

重要技术之一。 

 

王中林对纳米发电机的研究始于2005年，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纳米器件的电源问题。王中林设想，

如果能发明一种微型的装置，将生物体内的生物能量转化为电能，输送给纳米器件，同步实现器件和电

源的微型化，将圆满解决纳米器件的供电问题。 

 

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王中林和他的团队开始致力于基于新型纳米材料的能源转化和利用研究。

2006年初，王中林首次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他设计的适应性广、生产成本低的纳米发电机。该发

电机能收集周围环境中微小震动的机械能并将其转变为电能，为其他纳米器件，如传感器、探测器等提

供能量。 

 

此后，王中林及其团队相继研发出高频驱动直流纳米发电机、纤维纳米发电机和低频驱动柔性交流

纳米发电机。 

 

2008年，王中林小组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和工艺组装，成功地大幅提升了纳米发电机的功率，使之

输出电压高达3伏，相当于两颗AA电池的能量，首次成功驱动了常规电子器件，如发光二极管等，实现了

纳米发电机从基础方法研究到实际应用的突破性进展。 

 

这种微型的纳米发电机几乎可以植入任何载体，如衣服、鞋子，甚至人类的肌肉。如果把这种“纳

米发电机”像集成电路那样聚集起来，它产生的能量足够支持一台音乐随身听，甚至手机。 

 

2009年1月，王中林及其团队又开发出由高分子薄膜封装的交流纳米发电机，首次实现基于纳米线的

自驱动纳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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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在此基础之上，又经过两年的发展，今天的纳米发电机已能够产生50伏的电压，技术完全成熟，正

在寻找合适的契机与合作伙伴使之市场化、产业化，有希望在2～3年内面市。 

 

6年来，王中林潜心于纳米发电机的研究，从基础科学到工程设计，再到技术应用，打造了一个科学

家的品牌产品。采访中，王中林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拿起纳米发电机，迎着光仔细端详。他说：“纳米发

电领域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相信，按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纳米发电机将会

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热爱热爱热爱热爱科科科科学学学学：持：持：持：持续续续续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热热热热情情情情 

    

十多年来，王中林致力于纳米材料及器件的研究，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迄今已发表论文650多

篇，论文总引用次数达到44000余次，成为世界上纳米研究领域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前10位作者之一。

2004年美国《科学》杂志曾把他作为在美国任教的外国人中比较成功的典型进行报道。 

 

总结自己的科研历程，他有三点重要的感悟：科研工作必须是原创性和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贵在坚

持和专一。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才能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王中林强调，首先，科研工作者对自己的研究一定要有兴趣，有兴趣才会有真正的动力。 

 

其次，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王中林说，人们通常只看到科研成果发表时的辉煌，却不知这辉煌背

后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没有毅力的人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作科学研究不能急于求成，要踏实勤奋且

不为外物所动。要时刻明确自己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这是成功的保证。 

 

第三，要有创新精神。王中林说，做科研不能吃老本，要把眼光放在未来的工作上，要时刻保持超

前意识，别人没想到的东西要提前想到，不能总在后面跟风。这是对科学工作者最大的挑战。 

 

对王中林来说，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他研究的对象或从事的专业，科学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他

说：“我热爱科学，这不是三分钟的热情，而是持续一生的热情。科学已经成为我的信仰。” 

 

作为一名海外的华人科学家，王中林表示，他将一如既往地努力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

作，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 

 

《科学时报》 (2011-10-17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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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学作为信仰，有信仰才能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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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真是不同，有的人总喜欢说批评的声音，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们也去搞个世界一流技术，别

管能否被利用，只是被发现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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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至少华人是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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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王中林院士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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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以今日之发现否定昨日之发现 这样以来 经常改变信仰 不好”，科学发现是这样，但是科学精神是不

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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