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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化學系終身教授

2004年獲得美國材料學會青年科學家大獎

2007年獲得艾倫·沃特曼獎

2011年入選「全球頂尖100名化學家」榜單第十位

2011年入選「頂尖100名材料科學學家」榜單第一位

2014 榮獲湯森路透集團物理引文桂冠獎

2015 榮獲歐尼斯特·奧蘭多·勞倫斯(Ernest Orlan-

do Lawrence)獎

醉心於探索納米世界的楊培東，雖身在大洋
彼岸，但對於中國的科研環境，仍然保持關
注，在楊培東看來，中國高等教育越來越國際
化，到內地科技大學工作的外國學者也越來越
多，這些海外學者把到中國工作視為一個機
遇。「創新跟制度很有關係，例如上海科技大
學是中國第一個實施常任教授制度的大學。一
所新的高校，可以從頭試驗這樣的制度，做一
塊試驗地，看看能不能成功，成功的話可以推
廣。」
楊培東認為，中國科研經費投入每年以兩位

數的速度增長，基礎設施已經很好了。楊培東
說，過去十多年裡，中國已有許多科研成果，
但如果把科研軟環境建好，中國在基礎研究方
面的突破會越來越多，「中國是能夠出大師
的，但需要靜下來，不要急躁」。他強調：
「近十年來，中國的科技發展全世界矚目，在
某些領域的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了西方國家。」
他指，在世界範圍內，華人的影響越來越大，
在科學界，華人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與物力，在
物理、生物、化學、材料學等基礎領域均取得
了重大成果、綻放光彩。

如果說，楊培東於28歲之齡就成為加州大學伯
克利分校教授已經足以令人欽佩，那麼當年在
《科學》發表刊登的論文，進一步證明當時他的
才華，奠定了他在美國納米研究領域的主力軍地
位。楊培東是當今國際頂尖的納米材料學家，楊
培東的科研成果獲得了一系列殊榮，其中包括
2001年獲得的阿爾弗雷德·斯隆獎和2002年的貝
克曼青年研究員獎。2001年以來，楊培東領導的
研究小組接連在美國《科學》和英國《自然》等
權威科學期刊上發表有關納米材料的論文，他本
人多次獲得各種科學獎金和榮譽，成為美國和世
界納米研究領域的明星。及後的《科學》報道
說，楊培東的研究小組在只及人類頭髮絲千分之
一的納米導線上製造出了世界上最小的雷射器─

納米雷射器，這一發明將有可能用於未來的光子
電腦。
2002年，楊培東領導的小組在美國《納米通

訊》雜誌上報告說，他們已成功地找到一種製造
「多層結構」納米線的方法，能夠使矽和鍺這兩
種不同的材料交織組成單根納米線。這種納米線
耐久、性質一致，有優良的熱電性能，技術應用
前景廣闊。及至2003年被美國《技術評論》雜誌
列入「世界100位頂尖青年發明家」行列；2004
年獲得美國材料學會青年科學家大獎；2007年，
楊培東被美國科學基金會授予業內稱為「青年諾
貝爾獎」的艾倫·沃特曼獎；2011年入選湯森路
透集團依據過去所發表研究論文的影響因素而確
定的「全球頂尖100名化學家」榜單第十位，同時

入選同樣遴選標準的「頂尖100名材料科學學家」
榜單第一位。2014年榮獲湯森路透集團物理引文
桂冠獎，被著名資料提供商湯森路透列為諾貝爾
獎熱門人選。

祖藉江蘇的楊培東，1971年出生在蘇州相城區
元和鎮。1988年畢業於木瀆中學，1993年獲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學士學位，其間獲郭沫若獎
學金。1997 年獲哈佛大學化學博士學位。
1997-1999年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從事博士
後研究。1999年至今，先後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
利分校化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是該校化
學系歷史上受聘終身教授的四位華人科學家之一。

開闢研究空白領域
1993年夏天，年僅22歲的楊培東從中國科技大

學應用化學系畢業後，走出合肥來到波士頓，開始
了四年哈佛之旅。一直以來，楊培東對於世界最前
沿的科學問題充滿好奇心，希望解決一些尚未解決
的問題或尋求領域的更大突破。「我在哈佛就讀研
究生二年級之後，開始從事研究原創性半導體納米
導線領域，那時幾乎所有人都在做碳納米，我們做
的是塊空白，這時要想清楚，這是個原創的方向，
沒有人去做，但是敢不敢領頭去做。」楊培東表示
自己當時在哈佛時就決定要衝進這個領域中。
不同時代的科研均產生風潮，但在他看來，從事

科研的年輕人如果一直是跟風，就沒有其他的方
向，楊培東儼然對自己當初的選擇非常滿意。「當
時我們就想能不能開闢一個自己的方向，現在回頭
看二十多年前，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決定，我們在二
十年內把半導體納米導線領域做得非常大。」在哈
佛大學，楊培東攻讀的是化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
材料科學家查爾斯·利伯教授。「在哈佛的四年對
我的影響非常深刻。一開始的學習很不容易，語言
障礙是第一大難關，但是，等這個關闖過了，學習
也就很輕鬆了。」楊培東憶述指，當年很重要的一
點是在哈佛學會了做科學研究，「例如，如何找出
重要的科學問題，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以及如何
同時進行多項任務等；這些經歷對於我在伯克利開

始獨立的學術生涯非常重要。」
據悉，由於美國化學界有個規矩，學生畢業後一

般不直接留校做教授，而必須先赴其他大學或研究
機構進行磨練；因此，楊培東當年告別哈佛之後，
從東岸移師西岸，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
校從事博士後研究。儘管此博士工作只持續了一年
半，但這一經歷對於楊培東的職業發展至關重要。
1999年，楊培東與大約20所美國頂尖大學面

談，最終得到近10所大學的工作邀請，他選擇了
伯克利大學，受聘為該分校化學系助理教授、副教
授、教授，四年後被聘為終身教授。楊培東從聖芭
芭拉到伯克利，路程並不遙遠，但是，對楊培東來
說，這次遷移是巨大的跨越，因為，這標誌着楊培
東在美國完成了從學生到大學教授的轉變。當時，
楊培東在大學的實驗室一直從事半導體吸收太陽能
的相關研究，學生組成的研究組，其中保證有幾名
來自亞洲的學生，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和韓國，不
少學生在他的帶領及熏陶下從事研究。
楊培東作為在美國拚搏的新一代典型傑出華人，

深感做科研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是難免的，「如何從
不成功的實驗中學東西，然後再把實驗重新設
計」，面對困難，楊培東很淡然，他舉例指，自己
已花了十多年研究人工光合作用，當中實驗時會中
斷，然後再重新找新的方向，從科研中找到樂趣，
從失敗中學到東西！
在他看來，有原創思維和做領頭人的勇氣，他預

測能夠用電流啟動納米雷射器，才能開闢新的領
域，有助於提高電腦存儲量，最終可能被用於鑒別
化學物質、提高電腦磁片和光子電腦的資訊存儲量
等。

深信堅持可以成功
納米技術是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一門新興技

術，是在0.10至100納米(即十億分之一米)尺度的

空間內，研究電子原子和分子運動規律和特性的嶄
新技術。納米技術在醫療、化工、電子等領域有極
高的應用價值。為了研製納米線，楊培東和他的同
事利用特殊的反應器，先在裡面將黃金或其他金屬
的薄膜熔化，以形成納米尺度的微滴。然後，向它
們發射矽烷之類的化學蒸氣，使其分子分解。這些
分子以短序列使熔化的納米微滴飽和後，便形成了
納米結晶。隨着更多的蒸氣在金屬微滴上的分解，
結晶就會像一棵樹那樣往上生長。
楊培東在納米導線方面的開創性研究，其研究小

組在納米導線上製造出了世界上最小的雷射器—
納米雷射器；他表示，希望今後能夠用電流來啟動
納米雷射器，這樣納米雷射器就能用於光電信息領
域。而最終，他預測納米雷射器有可能被用於鑒別
化學物質、提高電腦磁片和光子電腦的資訊存儲量
等。楊培東所研究的納米線在數據存儲和光計算方
面有着重要作用。
刻苦工作、善於思考、鍥而不捨是楊培東長期的

科研精神，當時的他深信堅持這幾個因素，加上一
路上的名師指點，足可以是他成功的基礎。從加入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那年起，楊培東和他的研究
小組在納米導線上製造出了世界上最小的雷射器—
納米雷射器。今年4月17日，楊培東團隊在人工光
合作用方面取得劃時代(Game-Changing)的科研成
果，有望解決由二氧化碳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的這
一科學難題。在這位納米科學家的眼中，小小方寸
之間卻有着無盡的可能，是個「美麗的小世界」，
讓楊培東實現了一維半導體介面的接觸面積得以大
大縮小，帶來巨大的應用潛力，在電腦器件、光電
器件、化學和生物感測器等領域開創更廣的可能
性。
經過20年的旅美科研歷程，楊培東教授再次回

到家鄉，2014年4月28日，當選上海科技大學物
質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

旅美的傑出中國人成就毋庸置疑，其中在美國科學研究領域，一直盛產

傑出的華人，國際頂尖納米材料學家楊培東便是其中一名佼佼者，他憑着

刻苦工作、善於思考、鍥而不捨的科研精神，對研究納米光子學的貢獻，

研製出第一個納米導線雷射器，同時在半導體納米線和異質結構研究中採

用創新性合成和裝配工藝，並將成果應用於基於納米線的光電、熱電、太

陽能轉化和納米流體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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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邀請楊培東出席「培東實驗基
地」及「培東實驗班」揭牌儀式。 客戶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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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培東的研發團隊在美國納米研究領域獲認可地位 客戶提供圖片

■楊培東成為在美國拚搏的新一代典型傑出華人
客戶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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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培東對納米線光子學的貢獻巨大，研製出第
一個納米導線雷射器。 客戶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