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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 

1. 张鹏（职称：教授；工作单位：郑州大学；完成单位：郑州大学；主

要贡献：项目总负责人，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对科学发现点 1、

2、3 均有创造性贡献。是知识产权 1、2 的完成人，是代表性论著 1、

2、4、5、6、8 的作者。） 

2. 邵国胜（职称：教授；工作单位：郑州大学；完成单位：郑州大学；

主要贡献：项目完成人，参与二维材料强相互作用面的构建的研究与原

位机理研究，对科学发现点 1、2、3 均有创造性贡献。是知识产权 1、

2 的完成人，是代表性论著 1、2、4、8 的作者。） 

3. 张振翼（职称：教授；工作单位：大连民族大学；完成单位：大连民

族大学；主要贡献：项目完成人，参与一维材料表面肖特基结的构建研

究，对科学发现点 1 有创造性贡献。是代表性论著 2、3、7 的作者。） 

4. 李鑫（职称：教授；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完成单位：华南农业



 

大学；主要贡献：项目完成人，参与二维材料强相互作用面的构建的研

究，对科学发现点 2 有创造性贡献。是代表性论著 5、6 的作者。） 

5. 李雨坤（职称：无；工作单位：郑州大学；完成单位：郑州大学；主

要贡献：项目完成人，参与二维材料的原位机理研究，对科学发现点 3

有创造性贡献。是代表性论著 8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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