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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致谢论文统计及颁奖 

据统计，2020 年实验中心开放共享

仪器设备支撑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

新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重点研发

计划等 80 余项重大项目的科研实验，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69 篇。其中，发

表于 1 区的有 31 篇，2 区 22 篇，3 区 8

篇，其他新期刊及 4 区 8 篇。 

机械工程青年精英参观国重实验室 

3 月 19 日至 21 日，“2021 年机械

工程青年精英春季论坛暨第十届上银

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颁奖礼”在我校隆

重举行，与会专家学者或在会议结束后

或于会议间隙纷纷前来我院数字制造

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考察，

详细了解了装备制造、精密测量、微纳

加工与测量等方面的实验装备及其创

新技术和应用。 

中车数字化人才研修班参观国重实验室 

3 月 17 日，参与 2021 年中车数字

化人才专题研修班的 60 余位中车高管

来到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参观考察，我院副院长张芬致词、

科研科主任朱文革接待讲解。中国中车

是我院的重要合作伙伴，曾联合成立国

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智能机

器人等国家项目，于 2020年 11 月与我

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已连续两年举办

两届数字化人才研修班，依托我校前沿

科学、数字化、智能化等领域的技术优

势，助力中国中车培育具备全球视野的

战略型国际人才队伍，支撑中车创新发

展，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最新动态 

 3 月 19 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周洪宇率调研组赴华中科技大学调研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在先进制造综合实

验中心，我院党委书记高亮热情接待了

调研组一行，介绍了高功率激光焊接切

割、复杂曲面数字化智能化铣削磨抛、

柔性电子制造等多项科技创新技术及其

在汽车、海洋、能源、信息等领域的成

果转化和应用。 

周洪宇对我院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学院在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调研先进制造实验基地 

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持续发力、先行

先试，为开创湖北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 

 

实验教学是理论课与实验课相结合

的教学方法，它不仅仅是学生获得知识

的重要途径，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学风和

素质、实际工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

创新能力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

名新进的实验教学教师，通过近期的课

堂教学，有几点心得体会。 

1.理论知识复习 

实验是检验理论的最好方法，同时

理论又是指导实验的最好依据。 

作为一名新进教师，课堂教学经验

不足，对理论知识通过学习、借鉴专业

课教师的优秀课例、优秀课件，才能把

握实验课程相关的重点，突破实验教学

过程中的难点，让实验具有针对性，实

效性，做到高效课堂、有效课堂。学习

理论知识的同时熟悉实验内容和要求，

根据专业教师的教学进度，制定相应的

实验教学计划。 

2.实验器材学习 

课程开始前，教师应熟悉每件器材 

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通过老教师的

讲解，亲自实验。只有教师做了，才可

能指导学生如何应对操作过程中每一个

细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教师亲自看到实

验现象，学到真正的实验方法和科学知

识，才能让学生能学的牢固。实验结束

后检查实验室的安全卫生，根据仪器设

备性能，定期完成维修保养工作 

3.现场实验教学 

实验前，将实验指导书发给学生，

做好预习准备，实验过程中指导学生实

验时，既要面面俱到，事无巨细进行引

导，同时，又要注意切记包办代替。通

过理论知识的复习与实验原理的讲解，

让学生把课堂所学融入到实验教学全过

程，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让学生

学习和体验更加轻松、愉悦。 

通过实验教学不仅能充分调动每个

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而且更全面促进

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更好地锻炼了学

生多方位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新任实验教师心得体会__王勋 



 

 

 

 

 

 

 

 

 

 

 

 

一、 共享服务协议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制造与技术实验中心开放共享服务协议模板下载链接：http://mse.hust.edu.cn/info/1079/15069.htm，

付费课题组根据已完成的实验明细填写服务协议（可联系实验中心共享管理老师协助完成），然后打印（一式三份）、请导师签字，

学院/单位盖章。 

二、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模板下载链接：http://mse.hust.edu.cn/info/1079/15069.htm。课题组在实验报告的实验结果区域填写服务协议中

所列的各项实验的结果（非涉密实验数据、图片、表格、文字等），填写好了后将电子版发给实验中心共享管理老师。 

三、 校内转帐结算单 

1）经费负责人（或授权人）登陆华中科技大学财务处网站（http://fiscal.hust.edu.cn/），进入数字化校园财务办公平台； 

2）打开“网上报帐系统”模块         ； 

3）选择“项目转帐”       ； 

4）选择“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测试费”                ，单击“下一步”，进入项目转账模块，选择付款单

位，输入金额及用途（如下图一所示）；  

 

 

 

 

 

 

 

 

 

 

 

图一 项目转账模块                 图二 内部转账结算单 

5）单击“下一步”提交，打印财务系统生成的内部转账结算单（样表如上图二所示），项目负责人和报销人签字。项目负责人和

报销人是同一个人签字时，还需单位负责人签字。 

四、 审核盖章 

将前三步准备的材料交至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制造与技术实验中心办公室东一楼 103 郑老师处，进行资料审核，内部转账

结算单审批通过后冻结相应额度的经费。 

五、 校内转账 

实验中心将审核的材料集中盖章，并送到校财务办理转帐，每周 1～2 次。实验中心在转帐成功后通知课题组领取 1 份双方盖章

后的服务协议。 

新流程从 2021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2021 年 9 月 1 日前，原有流程和新流程均可办理，2021 年 9 月 1 日起只接受新流程办理

财务结算。 

实验中心共享管理郑老师联系方式：微信及手机号：13554020808；QQ：772518632；办公地址：东一楼 103 

0022 版版  开放服务 

实验中心测试费校内转账流程  

http://mse.hust.edu.cn/info/1079/15069.htm
http://mse.hust.edu.cn/info/1079/15069.htm


 

 

裂韧性等力学性质，还能测得膜与基

层材料间的临界附着力等参数。 

本测试中膜材料为氮化硅薄膜，

厚度约 500nm。采用纳米力学系统压

痕模块，测试了膜的弹性模量和硬

度；利用纳米力学系统划痕模块测试

了膜与基层材料间的临界附着力。 

米级（0.1~100nm）的压深，可在纳米

尺度上测量材料的力学性质，广泛应用

于薄膜、涂层等超薄层材料领域。 

在膜层材料的应用，除了关心膜

层材料本身的物理、化学、力学性能，

还会对薄膜与基体材料间的结合强度

有特殊要求。纳米力学系统不仅可得

到膜材料本身的弹性模量、硬度、断 

划痕实验：采用美国是德科技公司 G200 纳米力学系统

划痕模块，压头选用 Cube corner tip。 

纳米划痕测试可得到膜与基层材料间的临界附着力。

设定合适的划痕速度、划痕长度，最大载荷。 

 

图 2 划痕过程中加载曲线 
 

 

表 2 膜与基层材料间的临界附着力 

纳米划痕测试利用匀速加载施加在膜层的法向力，以

划痕深度的速率突变点作为特征点（划破力），此时的临

界载荷一般可以作为膜与基层材料间的临界附着力。 

 

 

 

 

    

 

 

 

 

 

 

 

 

                                                                                

  

  

  

  

  

  

  

    

 

 

0033 版版  实验技术 

纳米压痕技术  
 

纳 米 压 痕 技 术

（Nanoindentation），一种基于计算

机程序控制载荷连续变化，实时测量压

痕深度的材料力学性质的方法。不同于

传统硬度测试，机械垂直压入后，根据

卸载后的压痕照片计算材料的力学性

能，仅能得到材料的塑性性质且尺寸极

为受限。纳米压痕技术可以达到小到纳 

 

压痕实验：采用美国是德科技公司 G200 纳米力学系统

压痕模块，压头选用 Berkovich tip。 

纳米压痕测试可得到膜的纳米硬度和弹性模量，设定

合适的热漂、压入深度等参数。 

 

图 1 纳米压痕实验的加载卸载曲线 

 

 

表 1 膜层材料的弹性模量和硬度 

由表中数据可得膜层材料的平均弹性模量和硬度。 

本版撰稿：朱倩倩 



 

 

 

 

  

 

 

 

 

0044 版版  仪器设备 

紫外分光光度计 
本版撰稿：张翁晶 

 

中文名称：  紫外分光光度计 

英文名称：  UV-VIS SPECTROPHOTOMETER 

生产厂家：  日本/HITACHI 

放置位置：  柔性电子制造实验室 

实验负责人： 张翁晶/朱倩倩 

 

紫外分光光度计用于光学元器件产品及特定尺寸光学镜头

类产品的透过率、反射率精密测试，能够较全面的跟踪、分析

和评估光学类产品的光谱特性，能够进行高分辨率多维光学成

像元器件的数据误差溯源。 

1、单色器：高分辨率机刻凹面衍射光栅 

2、大样品仓：680*470*300mm 

3、波长设定范围：185-3300nm 

4、Ф60mm 积分球检测器,开口率小于 7.8% 

5、光谱带宽：紫外可见区：0.01‐8.0nm，近红外区域：0.1‐20nm 

6、光源：氘灯（紫外区域），卤钨灯（可见·近红外区域） 

7、波长准确性：±0.2nm（紫外/可见区）, ±1.0nm(近红外区) 

7、波长重现性：±0.1nm（紫外/可见区），±0.5nm(近红外区) 

 

紫外分光光度计配备大样品仓，可进行大样品无损测试，

无需改变光路即可进行各种附件的耦合。高性能棱镜-光栅双单

色器系统可实现底杂散光和低偏振，对低透过率和低反射率样

品也可实现低噪音测定。采用平行光束，可实现高精度镜面反

射率的测定，特别适合 LED材料、棱镜及透镜的测定。 

 主要参数 

 主要功能 

 系统特点 

 应用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