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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桂银 2021 年从麻省理
工学院读完博士后回国，加入
东华大学。这位曾入选 2023
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的青年科
学家，近年来在国际权威期刊
上共发表SCI论文100余篇，被
引用11000余次，他所关注的，
始终是如何将功能纤维膜材料
应用于绿色能源与环境修复
中。

“能源资源是全球非常关注
的战略问题，离我们的生活非常
近。”在东华大学课题组，徐桂银
聚焦于在纤维的基础上，从分子
级别上做不同的功能膜。“我们
平时都能接触到膜材料。比如
口罩、饮用水过滤膜、手机电隔
膜。不同器件对膜的性能和应
用的性质不同，对材料的要求也
不一样。”

从空气净化到海水淡化，从
小小的口罩到应用于海面的功
能膜，他的实验室所研制的“膜”

都能进行处理。徐桂银研究的
纤维膜材料对海水的淡化处理，
不仅效率更高，而且能降低成
本，同时提高经济价值。“海水淡
化供应商遇到一个非常难的问
题，就是材料寿命比较短，而我
们开发的海水淡化膜在海水里
面能够工作时间达到半年以上，
甚至在饱和的浓盐水里也可以
工作到2000小时以上。”徐桂银
表示。

他也研究很多日常生活中
经常碰到的问题，比如手机充
电时会发烫，容易导致隔膜收
缩导致火灾。“所以我们现在
也做隔膜的调控，以保证储能
安全。”

在他看来，做科研是为了解
决实际问题。“我把科研定为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科研基础研
究，另一方面就是产业应用研
究。我认为，做科研更要考虑市
场和实际需求。”他说。

做科研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从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等战略方向，
选拔35名获奖者和15名提名者，旨在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影响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东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徐桂银入选第三届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
计划名单。徐桂银的研究方向是致力于将功能纤维膜材料应用于绿色能源与环境修复中。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青年报：您最近在做什么

研究项目，有怎么样的科

研进展？

徐桂银：来到
东 华 大 学 之 后 ，
我结合学校的特
色，从纤维出发，
开发了一种纤维
膜，把一维的纤维

材料功能化，做成
二维的膜材料。这个

膜材料主要是在能源领
域，解决电池的安全性问题，
比如说锂电池、隔膜产品。另
外，在环境领域，纤维膜主要
是解决空气净化、海水资源化
问题。比如海水提铀等战略
性的关键科研的突破。

青年报：这一研究有何意义？

徐桂银：空气净化、水处
理，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我们现在把纤维材料
功能化之后，可以实现低能耗，
从而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益。

青年报：您觉得实际应用

和科研兴趣，哪个更重要？

徐桂银：这两个方面是相
辅相成的。我做的研究都是我
非常感兴趣的。课题组团队带
头人朱美芳院士给我的启发
是，以应用为导向，解决人类问
题。所以我以兴趣为出发点，
所有的东西最终要落地。

青年报：回到上海后评选

上U35，这些针对青年的鼓励措

施和奖项你如何看待？

徐桂银：虽然参评标准是
35岁以下，但科研无止境，开玩
笑地说，获奖是激励我们后面
的35年继续好好干。

对话

以兴趣为出发点
让科研成果落地

走进东华大学松江校区五
号学院楼，一条走廊的墙上全是
各种纤廊。说到纤维，普通人想
到的只是衣服及各类编织物，其
实纤维是国之重器，是当今世界
国与国竞争力的体现。新中国
成立后，当时的棉花产量不能满
足国民生活所需，国家亟需发展
化学纤维来弥补棉花产量的不
足，解决当时6亿人口的穿衣问
题。东华大学的前身，当时的华
东纺织工学院首任副院长钱宝
钧领命完成了这件“大事”，学术
界也因此称钱老为“中国化纤奠
基人”。

“自此，我们解决了国家的
穿衣问题，做到了从无到有。”谈
及这点，徐桂银难掩骄傲。如
今，他所在的东华大学纤维材料
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是让高

性能纤维走上了航天器、大飞
机、高铁等高精尖设备。

“以纤维出发，我们国家重
点实验室有‘一黄一白一黑’三
种代表性纤维材料。”徐桂银介
绍说，一黄是聚酰亚胺，这种材
料耐高温，可以用在芯片上；一
白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可用在
宇航员的宇航服身上；一黑就是
碳纤维。“之前碳纤维主要是国
外垄断，我们国家从之前的T300
到现在T1100，在技术迭代上遥
遥领先，我们国家重点也多次获
得国家奖。”

碳纤维比汽车使用的铝合
金和飞机使用的钛合金都更轻。

“在飞机上，每减1克甚至0.1克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徐桂银说，
实验室开发的这种碳纤维不仅耐
高温，而且耐磨、机械力强。

高性能纤维用于高精尖设备

徐桂银一直记得导师李巨
告诉自己的一句话：“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最好。”“导师告诫我
们，要做全世界最好的科研工
作。做学问不只是发论文，要让
学术真正地对人类发展有积极
作用。”

徐桂银的科研方向还面向
了月球。如果未来有一天人类
在月球上建立了基地，就需要水
和能源等。做到全生命周期的
循环，得有特定的材料，他希望
到时候能就地取材，以纤维做成
膜材料。“希望未来在月球上，无
论是在水处理还是空气净化方
面，以及电池储能方面，都能用
到我们研制的这一新材料。”

在月球上，纤维材料更有优
势。“现在纤维电池能够穿在身
上，其不仅可以做在衣服表面
上，也可以植入到衣服里。因为
月球上的引力是地球上的1/6，
穿上能够供电的衣服，月球上可
能持续飞起来了。”

徐桂银曾经在东华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上过科普课。孩子

们“脑洞”出一个想法，说有科技
能“让书包飞起来”就好了。“‘飞
起来’就是书包减重，因为学生
每天背的书非常重，他们希望通
过碳纤维，把书包本身的重量
降低。”那时，徐桂银就提
出了一个想法，说不只
是把书包重量降低，
而是可以让书包真正
地“飞起来”——将
碳纤维集成电池放
在书包里面，同时将
GPS集成于书包内，不
仅书包能“飞”，还能通
过吸收太阳能，给书包供
电，当儿童走失后，通过定位系
统就能迅速找到。

“回到月球的话题，在月球
上，如果我们的衣服也集成了纤
维电池，那只要有轻轻的动力，
人类登上月球后真的就可以不
靠走，而靠飞，所有的大人都和
孩子们一样，背上个书包就随时
可以飞起来了。”徐桂银笑着说，
相比地球，他们的研究或许在月
球上的使用舒适度更高。

做科研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科研方向还将面向月球

实验室展出多项科研成果。

▲徐桂银开展新能源汽车电池科普讲座。
▶徐桂银出席国际会议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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