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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荣军∗ꎬ 李淑星
(厦门大学 材料学院ꎬ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氮化物荧光粉脱胎于氮化物结构陶瓷ꎬ凭借其结构的丰富性和配位环境的特异性华丽转身ꎬ成为具有

优异发光性能和超高稳定性的重要光转换材料ꎬ并为半导体照明与显示技术的发展建功立业ꎮ 本文首先回

顾了经典氮化物荧光粉的发展历程ꎬ继而思考了它带来的启示ꎬ即新材料的研究开发需摒弃传统思维模式ꎬ
立足于产业需求ꎬ强化产学研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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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氮化物荧光粉被认为是稀土发光材料中的

一匹“黑马”ꎬ在半导体照明与显示技术发展的

历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或缺的地位ꎮ
众所周知ꎬ氮化物荧光粉的出现得益于白光

ＬＥＤ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ꎬ后者对下转

换发光材料提出了一些新的综合性能要求ꎬ诸
如可被蓝光激发、特定发光波长、高量子效率以

及高可靠性等ꎮ 而现有材料体系的绝大多数荧

光粉仅满足其中某些条件ꎬ难以成为真正实用

的发光材料ꎮ 氮化物陶瓷具有优异的热力学性

能ꎬ耐高温、腐蚀和辐照ꎬ广泛用于陶瓷发动机

的涡轮叶片、轴承球、切削刀具等ꎮ 氮化物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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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恶劣环境作用的能力源自于其具有致密的三

维空间网络结构、化学共价键性强、结构刚性大

等结构特点ꎬ这些结构特点也成就了氮化物荧

光粉成为最适合白光 ＬＥＤ 的发光材料之一ꎮ
笔者有幸亲历了几款重要氮化物荧光粉(如

绿色 β￣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和 γ￣ＡｌＯＮ∶ Ｍｎ２ ＋ 、橙色 Ｃａ￣α￣
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和 Ｌａ３Ｓｉ６Ｎ１１ ∶ Ｃｅ３ ＋ 以及红色 ＣａＡｌ￣
ＳｉＮ３ ∶ Ｅｕ２ ＋ )的发现、研制和产业化ꎬ深刻体会到产

学研的必要性以及以产业需求为牵引设置课题的

重要性ꎮ 本文将根据时间轴简述几款经典氮化物

荧光粉的发明史ꎬ并从中总结几点启示ꎮ

２　 经典氮化物荧光粉的发明史

氮化物荧光粉研究的萌芽始于 １９９８ 年ꎬ荷兰

埃因霍恩理工大学 Ｍｅｔｓｅｌａａｒ 教授课题组首先报

道了 Ｃｅ３ ＋ 掺杂 Ｙ—Ｓｉ—Ｏ—Ｎ 体系ꎬ发现 Ｃｅ３ ＋ 的

发光光谱随着 Ｏ / Ｎ 比例的增大而红移[１]ꎮ ２０００
年ꎬ日本东北大学的上田恭太博士和德国慕尼黑

大学的 Ｓｃｈｎｉｃｋ 教授分别报道了 Ｅｕ３ ＋ 在 ＬａＳｉ３Ｎ５

以及 Ｅｕ２ ＋ 在 Ｂａ２Ｓｉ５Ｎ８ 中的红色发光[２￣３]ꎮ 虽然这

些研究报道均未提及这类材料的具体应用ꎬ但开

启了人们对氮化物荧光粉的研究活动ꎮ 笔者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师从日本国立无机材质研究所(现日

本国立材料研究所) 的三友護先生 (全球研究

ＳｉＡｌＯＮ 陶瓷材料的先驱之一)开展氮化物陶瓷的

超塑性研究ꎮ 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开始ꎬ三友先生安

排笔者做 ＳｉＡｌＯＮ 发光的研究课题ꎬ并牵线笔者和

上田博士交流ꎮ 有关a￣ＳｉＡｌＯＮ 陶瓷发光性能的

结果笔者于 ２００１ 年在日本千叶县馆山召开的氮

化物陶瓷国际会议上进行了首次报告ꎬ并于 ２００２
年发表在美国陶瓷学会杂志[４]ꎮ 笔者结束德国

洪堡的研究后ꎬ受三友先生邀请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正

式加盟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ꎬ并和广崎尚登博士

一起开展氮化物发光材料研究ꎮ 那时ꎬ三友先生

已经退休ꎬ上田博士从康奈尔大学访问一年后应

聘日本产综研的徐超男课题组职员未果ꎬ去了东

京工科大学的山元明教授那里做临时教员ꎮ ２００３
年ꎬ笔者全力开发有望取代 ＹＡＧ∶ Ｃｅ３ ＋ 的黄色 Ｃａ￣
a￣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ꎬ实验结果在日本应用物理学会发

表后引起了日本藤仓、松下和夏普等公司的关注ꎮ
藤仓公司第一个派人员与笔者所在的课题组进行

产学研合作ꎬ共同开发 Ｃａ￣a￣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在白光

ＬＥＤ 的应用ꎬ并发表了首款暖白光 ＬＥＤ 以及全光

谱 ＬＥＤ[５￣６]ꎮ 上田博士每周来笔者所在的课题

组ꎬ利用气压炉进行荧光粉的合成实验ꎬ也一起去

图书馆查一些氮化物的资料ꎮ ２００５ 年的一天ꎬ上
田博士兴奋地告诉广崎博士和笔者ꎬ他合成出了

红色的 ＣａＡｌＳｉＮ３ ∶ Ｅｕ２ ＋ (ＣＡＳＮ) 荧光粉ꎬ解决了

ＬＥＤ 产业界缺乏稳定性红粉的问题[７]ꎮ 也因为

这个发明ꎬ上田博士后来加盟日本三菱化学ꎬ专利

发明收入和薪水颇丰ꎮ 与此同时ꎬ在 Ｈｉｎｔｚｅｎ 教授

指导下ꎬ李远强博士(后来成了笔者的博士后ꎬ又
被笔者推荐到美国 Ｓａｒｎｏｆｆ 公司就职)也发表了有

关红色 Ｓｒ２Ｓｉ５Ｎ８ ∶ Ｅｕ２ ＋ 和绿色 ＳｒＳｉ２Ｏ２Ｎ２ ∶ Ｅｕ２ ＋ 荧

光粉[８￣９]ꎮ 红色氮化荧光粉的发现在 ＬＥＤ 产业界

引起了轰动ꎬ也宣告了硫化物荧光粉时代的结束ꎮ
２００５ 年ꎬ广崎博士和笔者发明了窄带b￣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绿色荧光粉[１０]ꎬ再次引起轰动ꎬ日本夏普、日
本三菱化学、日本电气化学、日本昭和电工、韩国

三星和韩国 ＬＧ 等世界级公司纷纷加入合作研究

的行列ꎮ ２００９ 年ꎬ笔者和夏普合作ꎬ利用 ＣａＡｌ￣
ＳｉＮ３ ∶ Ｅｕ２ ＋ 和b￣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组合首次开发了三波

段宽色域 ＬＥＤ 液晶背光源ꎬ应用到夏普系列电视

机中[１１]ꎮ ＣａＡｌＳｉＮ３ ∶ Ｅｕ２ ＋ 和b￣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的红

绿组合不仅解决了普通照明用白光 ＬＥＤ 显色性

较低以及白光 ＬＥＤ 背光源色域较窄的问题ꎬ而且

也极大地提高了光源的可靠性ꎬ成为流行的“黄
金搭档”ꎬ惠及并推动了 ＬＥＤ 产业的发展ꎮ ２００７
年ꎬ广崎博士和笔者再次发明了可用于全彩 ＦＥＤ
的蓝色 ＡｌＮ∶ Ｅｕ２ ＋ ꎬ并与日本双叶电子公司联合开

发了 ＦＥＤ 器件[１２]ꎮ ２００８ 年ꎬ笔者报道了发射峰

更窄的 Ｍｎ２ ＋ 掺杂g￣ＡｌＯＮ 绿色荧光粉ꎬ该款荧光

粉沉默了近 ９ 年后于 ２０１７ 年被夏普公司开发应

用于超高清 ８Ｋ 液晶电视ꎬ实现了 ８５％ ~９０％ ＢＴ.
２０２０ 色域[１３￣１４]ꎮ ２０１７ 年ꎬＳｃｈｎｉｃｋ 教授以 ＵＣｒ４Ｃ４

为结构模型ꎬ设计并发现了超窄带的 Ｓｒ[ＬｉＡｌ３Ｎ４]∶
Ｅｕ２ ＋ (ＳＬＡ)红色荧光粉ꎬ再一次在 ＬＥＤ 产业界引

起了轰动[１５]ꎮ
自 ２００７ 年以后ꎬ除了前述的几个课题组外ꎬ

韩国国立顺天堂大学的 Ｋｅｅ￣Ｓｕｎ Ｓｏｈｎ 教授、中国

台湾大学的刘如熹教授以及日本东芝、日本三菱

化学、日本松下、日本宇部、德国欧司朗等企业也

加入研究氮化物荧光粉的行列ꎮ 直至今日ꎬ虽然

已报道了大量的氮化物荧光粉ꎬ但真正能达到实

用化水平、走向产业化的仍旧是日本国立材料研

究所开发的几款ꎬ未免有些遗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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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制氮化物荧光粉所带来的启示

氮化物荧光粉的横空出世ꎬ以及它对稀土发

光材料研究和 ＬＥＤ 产业的积极作用和效应ꎬ给我

们带来了一些启示ꎬ总结如下ꎮ
启示一ꎬ为更深入地理解发光机理、掌握材料

的构效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ꎮ 在传统的发光材

料设计中ꎬ人们往往会习惯地考虑和选择具有合

适晶体学格位的化合物作为发光材料的基质ꎮ 然

而ꎬ在b￣ＳｉＡｌＯＮ 和 ＡｌＮ 的晶体结构中并不存在可

被掺杂离子占据的传统晶体学格位ꎬ甚至在经典

的氮化物陶瓷有关论文中都一直认为金属元素难

以固溶于b￣ＳｉＡｌＯＮꎮ 如果仍从陈旧的思维角度考

察这两种材料ꎬ就会错过发现这些具有优异发光

性能、且可实用化的荧光粉的机会ꎮ
每每笔者及同事在各种会议上介绍b￣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和 ＡｌＮ∶ Ｅｕ２ ＋ 时ꎬ参会者自然而然地会提出疑

问:掺杂离子位于何处? 其配位环境如何? 又如

何影响其发光性质? 以b￣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为例ꎬ借助

于 ＨＲＥＴＭ￣ＨＡＡＤＦ 分析技术可直接观察到 Ｅｕ２ ＋

位于b￣ＳｉＡｌＯＮ 结构中沿 ｚ 轴方向的孔道内ꎬ与 ６
个(ＯꎬＮ)阴离子等距离配位结合ꎬ对称性高[１６]ꎮ
计算模拟也证实了这一结果[１７]ꎮ 这也解释了为

何b￣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具有窄带发射的原因ꎮ 随着晶

格中氧含量的减少ꎬb￣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的光谱并未红

移而是蓝移ꎬ其半高宽进一步收窄ꎻ同时ꎬ其光谱

在低温下出现有趣的精细结构和零声子线ꎬ实属

罕见ꎮ 研究发现ꎬ氧含量的减少提高了结构的有

序化ꎬ使发射峰变窄ꎻ另外ꎬ激发光谱的精细结构

来自于７ＦＪ各个能级ꎬ说明 Ｅｕ２ ＋ 的 ５ｄ 激发态更接

近于 ４ｆ 轨道[１８]ꎮ
启示二ꎬ为探索和发现新型发光材料、建立新

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ꎮ 氮化物荧光粉的

优异发光性能及迅速产业化引起了学术界和产业

界的共同关注ꎮ 由于发光材料界缺乏对氮化物材

料的深刻认识(比如ꎬ都认为氮化物荧光粉的合

成需要高温高压)ꎬ虽有开发新材料的迫切需求ꎬ
但又束手无策ꎮ 显然ꎬ采用传统的“试错法”无疑

难以满足产业界的急切期待ꎬ这为发展材料探索

的新方法提供了难得的动力和机会ꎮ
笔者及同事开发了以解析微小粉末单晶的

晶体结构和发光性能的单颗粒诊断法ꎬ三年间

从随机合成的粉末中筛选和发现了 ５０ 余种新

物质和新型氮化物荧光粉[１９] ꎮ Ｓｏｈｎ 教授基于

固态组合化学并结合启发式优化策略发现了数

种氮化物荧光粉[２０] ꎮ Ｓｃｈｎｉｃｋ 教授则采用单晶

生长法并结合其强大的结晶化学背景ꎬ开发了

一系列新型氮化物发光材料[２１] ꎮ 同时ꎬ他以

ＵＣｒ４Ｃ４ 为模型结构也开发出具有新奇发光性能

的氮化物荧光粉[１５ꎬ２２] ꎮ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的 Ｏｎｇ 教授和笔者合作ꎬ基于高通量计算

发现了超宽带发射的 Ｅｕ２ ＋ 掺杂氮化物荧光粉

(Ｓｒ２ＡｌＳｉ２Ｏ６Ｎ∶ Ｅｕ２ ＋ ) [２３] ꎮ
启示三ꎬ为促进产学研融合、共同推动学科发

展提供了极佳的参考ꎮ 笔者在发光材料研究领域

的快速成长得益于产学研合作ꎬ而氮化物荧光粉

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和德国慕尼黑

大学开花结果也是得益于他们与知名公司的合作

研究ꎮ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ꎬ２０１１ 年左右深圳光

峰光电的董事长李屹博士专程到筑波与笔者讨论

激光显示ꎬ笔者即刻意识到发光材料在超高功率

密度激发下存在的一些科学问题ꎬ为后来荧光玻

璃、荧光陶瓷制备研究以及激光照明课题的设置

提供了明确的方向ꎮ
发光材料作为最接地气的功能材料之一ꎬ它

的课题设置应该更多地来自产业需求ꎬ它的研究

成果应该更好地引发产业关注ꎬ应为产业界研制

新颖器件提供思路和原型ꎮ 与国外企业相比ꎬ国
内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还较弱、自我造血功能还

不足ꎬ客观上不利于产学研的融合ꎮ 但随着科研

人员评价体制的改革以及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能

力的提升ꎬ产学研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将会加强ꎬ解
决国家重大产业需求的使命将不再只停留在纸

面上ꎮ

４　 结　 　 论

氮化物荧光粉登上发光材料的舞台并在

ＬＥＤ 技术中发挥关键性作用ꎬ可以被认为是发光

材料研究中的一个奇迹ꎮ 而且ꎬ它的出现也带给

人们很多思考ꎬ例如材料设计的新思维、材料探索

的新方法、材料应用的新尝试ꎮ 然而ꎬ在氮化物发

光材料研究领域ꎬ我们依旧没有抓住机会ꎬ这与我

们国内拥有绝对多数从事稀土发光材料开发的科

研人员的现状不符ꎬ值得深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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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Ｊ] . Ｎａｔ. Ｍａｔｅｒ. ꎬ ２０１４ꎬ１３:８９１￣８９６.

[１６] ＫＩＭＯＴＯ ＫꎬＸＩＥ Ｒ ＪꎬＭＡＴＳＵＩ Ｙꎬｅｔ ａｌ. .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ｏｐａｎｔ ａｔｏｍ ｉｎ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 ｏｆ b￣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Ｊ] .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 Ｌｅｔｔ. ꎬ ２００９ꎬ９４ :０４１９０８.

[１７] ＬＩ Ｙ ＱꎬＨＩＲＯＳＡＫＩ ＮꎬＸＩＥ 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ｕ２ ＋ ￣ｄｏｐｅｄ Ｓｉ６ － ｚＡｌｚＯｚＮ８ － ｚ

ａｎｄ ＭｙＳｉ６ － ｚＡｌｚ － ｙＯｚ ＋ ｙＮ８ － ｚ － ｙ(Ｍ ＝ ２ＬｉꎬＭｇꎬＣａꎬＳｒꎬＢａ) [Ｊ] . Ｊ.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ｅｍ. ꎬ ２００８ꎬ１８１:３２００￣３２１０.
[１８]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ＫꎬＹＯＳＨＩＭＵＲＡ ＫꎬＨＡＲＡＤＡ Ｍꎬｅｔ ａｌ. .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fi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β￣ｓｉａｌｏｎ∶ Ｅｕ２ ＋ ｇｒｅ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 [Ｊ] .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Ａｄｖ. Ｍａｔｅｒ. ꎬ ２０１２ꎬ１３:０１５００４.
[１９] ＨＩＲＯＳＡＫＩ ＮꎬＴＡＫＥＤＡ ＴꎬＦＵＮＡＨＡＳＨＩ Ｓꎬｅｔ ａｌ.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ｎｉｔｒｉｄｏ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ꎬ ２０１４ꎬ２６:４２８０￣４２８８.
[２０] ＰＡＲＫ Ｗ ＢꎬＳＨＩＮ ＮꎬＨＯＮＧ Ｋ Ｐꎬｅｔ ａｌ. .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ｏｖｅｌｔｙ [Ｊ] . Ａｄｖ. Ｆｕｎｃｔ. Ｍａｔｅｒ. ꎬ ２０１２ꎬ２２:２２５８￣２２６６.
[２１] ＺＥＵＮＥＲ ＭꎬＰＡＧＡＮＯ ＳꎬＳＣＨＮＩＣＫ Ｗ. Ｎｉｔｒｉｄｏ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ｘｏｎｉｔｒｉｄｏ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ｆｒｏｍ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ꎬ ２０１１ꎬ５０:７７５４￣７７７５.
[２２] ＰＵＳＴ ＰꎬＨＩＮＴＺＥ ＦꎬＨＥＣＨＴ Ｃꎬｅｔ ａｌ. . Ｇｒｏｕｐ(Ⅲ) ｎｉｔｒｉｄｅｓ Ｍ[Ｍｇ２Ａｌ２Ｎ４](Ｍ ＝ ＣａꎬＳｒꎬＢａꎬＥｕ) ａｎｄ Ｂａ[Ｍｇ２Ｇａ２Ｎ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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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ｕ２ ＋ ｄｏｐ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Ｊ] .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ꎬ ２０１４ꎬ２６:６１１３￣６１１９.
[２３] ＬＩ Ｓ ＸꎬＸＩＡ ＹꎬＡＭＡＣＨＲＡＡ Ｍꎬｅｔ ａｌ. .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ｆｕｌｌ￣ｖｉｓｉｂｌ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 [ Ｊ] .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ꎬ

２０１９ꎬ３１:６２８６￣６２９４.

解荣军(１９６９ － )ꎬ男ꎬ江苏镇江人ꎬ博士ꎬ厦门大学教授ꎮ １９９８ 年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获得博士学位ꎮ ２０１１ 年入选浙江省特聘专家ꎬ２０１３ 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特聘专家ꎬ２０１６ 年入选

福建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ꎮ 具有近 ２０ 年国外研究经历ꎬ曾作为 ＳＴＡ 学者在

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１９９８. ９—２０００. ９)和洪堡学者在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２００２. ３—２００３. ３)从
事研究ꎬ历任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首席研究员和主席研究员(２００３. ４—２０１７. １２)ꎮ
担任美国陶瓷学会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主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副主

编、美国电气化学学会发光材料分会副主席等职ꎮ 发表学术论文近 ３００ 篇ꎬ引用超过 １. ２ 万次ꎬ
获得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发明专利超过 ４０ 件ꎬ多件专利已授权日本和韩国企业生产ꎮ
是国际上从事稀土掺杂氮化物荧光粉的先驱者之一ꎬ荣获 ２０１２ 年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表彰的科学

技术奖、２００７ 年日本筑波奖励奖、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日本荧光粉奖、２０１１ 年日本电气化学学会技

术奖、２０１８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优秀奖和 ２０１９ 年日本陶瓷协会学术奖ꎮ
Ｅ￣ｍａｉｌ: ｒｊｘｉｅ＠ ｘｍｕ. ｅｄｕ. ｃｎ

李淑星(１９９０ － )ꎬ女ꎬ河南平顶山人ꎬ博士ꎬ厦门大学讲师ꎮ ２０１７ 年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获得博士学位ꎬ期间在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交流学习ꎬ曾获博新计划资助ꎮ 担任«发光学

报»青年编委ꎮ 目前已在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ꎬ Ｌａｓｅｒ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Ｒｅｖ. ꎬ ＡＣＳ Ａｐｐｌ. Ｍ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ꎬ Ｊ. Ｍａ￣
ｔｅｒ. Ｃｈｅｍ. Ｃ 等期刊发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２０ 余篇ꎮ 主要从事新型氮化物发光材料的设

计制备与性能研究、大功率激光照明与显示用荧光转换材料的设计制备与产业化应用ꎮ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ｓｈｕｘｉｎｇ＠ ｘｍｕ. ｅｄｕ. 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