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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工 作 

使用自行设计的双等离子体反应溅射装置，制备具有高性能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该装置具有能单独控制的双

等离子体源，能够在溅射沉积金属的同时，原位反应包覆碳层。通过改变双等离子体源的功率和碳源(CH4)的流量，

能够有效的调控材料的组成和颗粒大小。 

系统的制备了结构和组成连续可调的 Sn/C 复合材料，并获得了整体最高约 650 mAh g-1 的循环容量。此外，该研

究还发现，Sn/C 材料的循环容量随着 Sn 颗粒的减小而显著提高，并且在 Sn 颗粒减小到 5 nm 左右时达到极限(约 800 

mAh g-1)。 

使用同样的方法，也能够成功的制备 Ge/C 复合材料，并能获得将近 1000 mAh g-1 的稳定容量。 

将此方法拓展到更高容量的 Si/C 体系，由于不可避免的 SiC 生成，而采用了分层溅射的方法获得 C/Si/C 夹层薄

膜，通过改变沉积时间来改变每层薄膜的厚度。结果表明，Si 层厚度小于 20 nm 的时候，能够保持接近于 4000 mAh 

g-1 的循环容量。 

后面我们通过使用石墨代替最初的 CH4 作为碳源，就能成功的避免 SiC 的生成，而获得 Si/C 复合薄膜材料。该

材料能够在较低的 C 含量下，保持 2000 mAh g-1的循环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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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陈 述 

本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之后免试保送继续在化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将于 2014 年 7 月份

毕业。 

具有很好的材料科学和分析化学的知识，熟悉无机合成方法和表征技术。科研能力较强，发表论文十余篇。 

熟悉各种化学分析方法的基本理论，会使用各种分析仪器对材料进行表征，研究生期间长期负责实验室 SEM、

TEM、HRTEM、XPS 的表征。 

有较强的计算机能力，能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Photoshop 等，以及简单的网站设计维护。 

为人诚恳，有责任心，精力充沛，能够承受压力，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愿意从事基础工作，学习基本职业技能，

同时渴望能够参与理论应用的基础研究、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技术服务和支持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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