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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K. Xu, L. Liu, Y.B. Xu and E.H. Han. Effect of microstructure and texture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as-extruded Mg-Zn-Y-Zr alloy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443 (2007) 248-256. (SCI, 中科院一区，IF=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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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法. 专利号：201610913399.1  

4. [3] 许道奎，韩恩厚. 实用新型，可高低倍在线观测材料形变及损伤原位测试系统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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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会青年工作年会  副主任委员 

➢ 2018.08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第二届青年科技论坛   副主席 

➢ 2018.10      2018 亚太地区断裂与强度会议  环境强度/腐蚀  分会主席 

【与本成果相关的代表性项目】 

主要致力于先进金属结构材料使役行为研究，在轻质高性能合金材料（铝、镁和钛合

金等）成分设计、力学与腐蚀损伤、使役性能提升等三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成果，为

满足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和轨道交通等领域高端结构部件的大幅减重需求提供了候选材

料，为轻质金属材料在近工况条件下使役安全提供了实验依据和理论支持。承担并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3 项）、中核集团-中国科学院核用材料与安全评价联合重点实验室领创



科研项目（应用项目 A）（1 项）等课题，争取的科研经费共计 1700 余万元。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重点基金）、U21A2049、基于准晶相和累积叠轧的

镁锂合金模量与强塑性协同提升基础研究、2022/01-2025/12、260 万、在研、参与 （分

配 100 万） 

2) 基础加强计划重点项目、2020-JCJQ-ZD-159-00、基于微纳结构的某轻合金技术、

2021/08-2026/08、1900 万、在研、参与 （分配 80 万，负责轻合金蠕变行为研究） 

3) 魏桥创业集团-中科院金属所研发项目（前沿探索）、先进高性能超轻镁锂合金的研发

与制备技术、2022/01-2023/12、50 万、在研、主持 

4) 中核集团-中国科学院核用材料与安全评价联合重点实验室领创科研项目（应用项目

A）、气冷微堆反应堆压力容器金属材料选材研究、2020/09-2023/09、408 万、在研、

主持 

5)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XLYC1907062、混晶结构镁合金的高周疲劳行为研究、

2020/01-2022/12、50 万、结题、主持 

6) “十三五”装备预研共用技术（重点基金），61409220118、高性能超轻镁锂合金研究、

2019/01-2021/12、300 万、结题、参与 （分配 60 万）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871211、准晶强化双相 Mg-Li-Zn-Y 合金的高周疲劳

行为及其失效机理研究、2019/01-2022/12、75 万、结题、主持 

8) “十三五”装备预研共用技术（重点基金），41422010705、高模量镁合金应 

用技术研究、2017/01-2020/12、200 万、结题、参与 （分配 40 万）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51301172、Mg3Zn6Y 准晶强化的 Mg-Li-Zn-Y 合金

微观组织及力学行为研究、2014/01-2016/12、25 万、结题、主持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271183、准晶相强化 Mg-Zn-Y-Zr 镁合金的力学/化学

交互作用行为及其失效机理、2013/01-2016/12、80 万、结题、主持 

11)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资助，新型轻质镁合金、2014/01-2017/12、40 万、结题、

主持 

12) 中国科学院 2016 年度“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 材料形变及损伤原

位测试系统，71 万、主持 

13) 中国科学院 2018 年度“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液压卧式伺服腐蚀

疲劳试验机，156 万、主持 

14)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引进优秀学者”创新基金，镁合金损伤容限的提高方法及其失

效机理研究、2012/01-2015/12、50 万、结题、主持 

15)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创新基金，准晶和长程有序结构相复合强化镁锂合金的探索性

研究、2014/01-2015/12、20 万、结题、主持 

16) 国家 973 计划项目，2013CB632205、低成本、高延展性高强度镁合金材料基础研究、

2013.1-2017.12、3500 万、结题、（分配 80 万）子课题负责人 

17)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B0301105，大规格高性能镁合金变形加工材制造关键技术，

2016.7-2020.12、3200 万、结题、（分配 25 万）子课题负责人 

18)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B0702001，多场耦合条件下材料损伤演化行为的跨尺度关

联评价，2017.1-2021.12、1800 万、结题、（分配 80 万）子课题负责人 

19)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资助 B 类项目，准晶强化 Mg-Li-Zn-Y 合金的微观组织与

力学行为研究，2018.4- 2020.4、2 万、结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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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作品简介（500 字以内，中文） 

与其它金属结构材料相比，镁锂合金是最轻的，其密度在 1.25-1.65 g/cm3 之间，仅为

铝合金的 1/2，传统镁合金的 3/4。同时，镁锂合金还具有高的比强度和比刚度、强的冷热

变形能力、各向异性不明显和良好的低温性能等特性，使得各航空大国对其在航天、航空、

电子和军事等高新技术领域中的应用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可见，未来镁锂合金的研发水平

对一个国家航空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锂的化学活性较高，极易与潮湿空气和水性

介质发生电化学腐蚀反应，故腐蚀问题成为了制约镁锂合金发展和工程应用的真正瓶颈，

亟需探索可显著提高镁锂合金耐腐蚀性能的加工处理制度及其相关工艺参数。因此，超轻

高强耐蚀镁锂合金的研制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镁资源在工程领域中的规模化应

用，进而使我国成为镁大国的国际优势得到更好体现。 

本论文以双相结构 Mg-8wt.%Li 合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轧制比对合金的微观组织演

变及腐蚀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合金在锂基体相（β-Li）的硬度要明显高于镁基体相（α-

Mg），致使在轧制过程中两基体相形貌和空间分布的演变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轧制

比由 3 增加到 10，合金中 α-Mg 基体相将会被明显拉长，导致暴露的 β-Li 基体相面积分

数由 56%增至 75%；发现 β-Li 基体相表面形成的 Li2CO3 具有显著腐蚀防护作用，故轧制

比的增加可有助于合金抗腐蚀性能的提升；揭示出 α-Mg 和 β-Li 相之间存在腐蚀电位差

将促使 α-Mg/β-Li 界面处电偶腐蚀的发生。因此，本论文阐明了轧制态镁锂合金的耐腐蚀

性能主要取决于 α-Mg/β-Li 相界面腐蚀电偶的发生与 β-Li 相表面形成 Li2CO3 的有效防

护之间的竞争关系。基于该竞争机制，轧制态 Mg-8wt.%Li 合金在浸泡时间小于 6 小时的

初始阶段，局部腐蚀主要在 β-Li 基体相内发生，当样品浸泡时间大于 6 小时，局部腐蚀

将转为在 α-Mg 基体相内发生，且析氢速率加快。 

 



其他支撑材料（论文、著作、专利、项目）与代表性作品的支撑关系 

 

论文 1：B.J. Wang, D.K. Xu* (通讯作者), X.Q. Zhuang, L.Y. Sheng. Inhibiting effect of I-phase  

formation on the plastic instability of the duplex structured Mg-8Li-6Zn-1.2Y (in wt.%) alloy. 

Journal of Magnesium and Alloys. 11 (2023) 2196-2204. (SCI, 中科院一区，IF=17.6)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准晶相的形成对双相镁锂结构镁合金塑性不稳定性的抑制作用，

为高性能镁锂合金的成分优化设计及微观组织调控提供了更充分的支撑。 
 

论文 2：C.Q. Li, D.K. Xu*(通讯作者), Z.R. Zhang, E.H. Han. Influence of the lithium content  

on the negative difference effect of Mg-Li alloy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57 (2020) 138-145. (SCI, 中科院一区，IF=10.9)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锂含量对镁锂合金电化学腐蚀中负差数效应的影响，验证了镁锂

合金相组成对其耐腐蚀性能变化的作用规律，深化了对镁锂合金的腐蚀机理的理解。 
 

论文 3：B.J. Wang, D.K. Xu*(通讯作者), X. Cai, Y.X. Qiao, L.Y. Sheng. Anisotropic corrosion  

behavior of a hot-rolled Mg-8%Li (in wt.%) alloy.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53 (2020) 102-111. (SCI, 中科院一区，IF=10.9)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轧制态双相镁锂合金的腐蚀各向异性行为，揭示了镁锂合金存在

的腐蚀各向差异主要归因于镁基体相的晶体学织构的集中程度和暴露锂基体相的体积分

数，验证了锂基体相体积分数的增加有助于镁锂合金耐蚀性的提升。 
 

论文 4：C.Q. Li, D.K. Xu*(通讯作者), B.J. Wang, L.Y. Sheng, R.Z. Wu, E.H. Han. Effect of  

icosahedral phase on the mechanical anisotropy of as-extruded Mg-14Li (in wt.%) based alloy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35 (2019) 2477-2484. (SCI, 中科院一区，IF=10.9)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准晶相的形成对锂基单相结构镁锂合金力学各向异性的影响，揭

示出具有晶粒细化和晶体学织构弱化的微观组织可使合金具有高的力学性能，并可显著降

低力学各向异性，为本成果中镁锂合金综合性能的协同提升提供了思路。 
 

论文 5：C.Q. Li, D.K. Xu*(通讯作者), S. Yu, L.Y. Sheng, E.H. Han. Effect of icosahedral phase  

on crystallographic texture and mechanical anisotropy of Mg-4%Li alloy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33 (2017) 475-480. (SCI, 中科院一区，IF=10.9)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准晶相的形成对镁基单相结构镁锂合金力学各向异性的影响，揭

示出准晶相的形成有助于合金晶体学织构的弱化，进而显著降低了合金的力学各向异性，

为本成果中镁锂合金力学强度和耐蚀性的协同提升提供了思路。 
 

论文 6：C.Q. Li, D.K. Xu*(通讯作者), B.J. Wang, L.Y. Sheng, E.H. Han. Suppressing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the Portevin-Le Chatelier phenomenon of Mg-4%Li-6%Zn-1.2%Y alloy.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32 (2016) 1232-1238.  (SCI, 中科院一区， 

IF=10.9)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热处理制度对准晶强化双相镁锂合金塑性失稳的抑制作用，揭示 

出弥散析出相的形成可以消除镁锂合金的塑性失稳现象，为本成果中镁锂合金的微观组织 

优化提供了有效指导。  

 
论文 7：D.K. Xu*(通讯作者), C.Q. Li, B.J. Wang, E.H. Han. Effect of icosahedral phase on the  

crystallographic texture and mechanical anisotropy of duplex structured Mg-Li alloys. Materials  

& Design. 88 (2015) 88-97. (SCI, 中科院一区，IF=8.4)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准晶相的形成对双相镁锂合金晶体学织构和力学各向异性的影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005030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005030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0050302


响，揭示准晶相的形成可弱化镁基体相的晶体学织构，并能促使锂基体相的形成，为本 

成果镁锂合金的多元多尺度微观组织构筑及调控提供了支撑。 

 

论文 8：C.Q. Li, D.K. Xu*(通讯作者), T.T. Zu, E.H. Han, L. Wang.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mechanical abnormity of the quasicrystal reinforced Mg-4%Li-6%Zn-1.2%Y alloy. Journal of  

Magnesium and Alloys. 3 (2015) 106-111. (SCI, 中科院一区，IF=17.6)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温度对准晶强化镁锂合金理学反常行为的影响，揭示出温度的升 

高可弱化镁锂合金的塑性失稳现象，为本成果镁锂合金综合性能的提升提供了启发。 

 
论文 9： D.K. Xu*(通讯作者), B.J. Wang, C.Q. Li, T.T. Zu, E.H. Han. Effect of icosahedral  

phase on the thermal stability and ageing response of a duplex structured Mg-Li alloy. Materials  

& Design. 69 (2015) 124-129. (SCI, 中科院一区，IF=8.4)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准晶相的形成对双相镁锂合金热稳定性和时效析出的影响，揭示 

出锂基体相的热稳定性较差，可在室温自然时效条件下出现析出现象，为本成果镁锂合金 

的微观组织优化和调控提供了直接支撑。 

 
论文 10：D.K. Xu (第一作者), L. Liu, Y.B. Xu and E.H. Han. The fatigue behavior of I-phase  

containing as-cast Mg-Zn-Y-Zr alloy. Acta Materialia. 56 (2008) 985-994. (SCI, 中科院一区， 

IF=9.4) 

支撑关系：本论文研究了准晶相的形成对镁合金疲劳行为的影响，揭示出镁合金中准晶相 

形成所需的成分条件，为本成果新型高性能镁锂合金的研发提供了指导性支撑。 

 

 

 

与该代表性作品相关的其他学术价值、成果转化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简介 

 

本代表性作品所提出通过增加轧制比改善双相镁锂合金耐腐蚀性能的方法及相关机

制，得到了国内外镁合金研究领域学术专家的广泛认可和引用，所提出的思路也适用于其

它镁合金材料。同时，本成果可为进一步优化和调控镁锂合金微观组织提供参考，可为新

型高性能镁锂合金的开发提供技术指导和数据支撑。基于该成果，申报人已成功开发出具

有高强、高塑、高抗疲劳、耐蚀、耐高温、力学各向差异小等优点的新型高性能准晶强化

镁锂合金材料，极大提升了镁锂合金在航空航天、交通运输、电子器件和国防军工等领域

应用优势和竞争力，对推动并提升我国镁合金在重大高端工程领域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化应

用程度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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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替写论文或著作。请他人代替自己撰写论文或著作的主要章节。 

二、学术不端行为 

(一)引注文献不端行为。 

1.使用、引用他人的观点、论据、资料调查、统计数据、防案和构架等不注明

出处；或对他人的上述原用语作了修改，但基本观点不变、论据未变而不注明出处

的。 

2.将多个他人观点混在一起，作为自己的论点，不注明出处。 

3.将他人论点、论据与自己论点、论据混在一起，不明确区分标注。 

4.转引他人著作中的引文、注释，不注明出处。 

5.使用他人未发表的成果不注明出处或从外文书刊中摘译的部分，不注明出

处。 

6.包含或引用本人已用于其它的理论、调研数据、学术论文获成果，但不加注

释或说明。 

7.未引用他人文献而作虚假引注。 

(二)不当署名。 

未参加相关社会调查等活动而在别人发表的成果上署名，或未经他人同意，签

署他人姓名。 

我保证提交申报成果是我自己完成的成果，我承诺没有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

为。 

 

签  名： 

2023 年 10 月 21 日 

 

注：申报人仅填写以上表格。 

http://www.gkstk.com/article/list-gxqianming.htm


作者单位（科技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省级学会、市科协或高校科协/高校）意见 

初评评语： 

 

 

 

 

 

盖    章 

 

年      月      日 

 

 

 



填 报 说 明 
1.成果名称为申报人代表性作品（论文或著作）名称。 

2.成果发表时间为代表性作品（论文或著作）发表时间。 

3.成果完成人按成果贡献顺序填写，申报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成果完成人不超过 5 人。 

4.申报人单位亦为成果完成单位，且在我省。 

5.申报人单位类别：在对应□内打√。高校科研院所单位申报成果

的支撑材料为 5 篇（部）以上（含）与该代表性作品相关的论文（或

著作），其中至少 1 篇（部）为中国境内发表（或出版）；非高校科

研院所单位申报成果的支撑材料为 5 项以上（含）与该代表性作品相

关的研究证明，可以是论文（或著作），也可以是已获得的专利或者

已获批的项目等。未发表论文或未获批的项目不在申报范围。 

6.学科代码务必填写（见附件 2）。 

7.申报人简介务必认真填写，不得涂改，不得空项。 

8.其他完成人须对成果奖申报工作知情且同意，并且将不允许作

为其他成果申报人同时申报。 

9.代表性作品简介只填写代表性作品（论文或著作）情况，英文

论文（著作）请将简介译成中文。 

10.其他支撑材料与代表性作品的支撑关系填写 5 项支撑材料简

介，并说明与代表性作品之间的关系。 

11.《学术诚信承诺书》请务必认真阅读并签字扫描上传，严禁学

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 

12.作者单位（科技部门）意见盖章单位与封皮申报人单位一致，

盖章表示单位同意申报，单位需要 5 个工作日公示。 

13.推荐单位（省级学会、市科协或高校科协/高校）初评意见可

选填，盖章表示同意推荐。推荐单位需在省科协网站成果奖申报系统

中同步操作确认，并对初评结果进行 5 个工作日公示。 

14.网评、复评、终评意见由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评委会

办公室（省科协组联部）组织实施。 

15.本申报书仅作为预申报使用，可按标准自行制作，由作者本

人填写并打印，由推荐单位把握填报格式规范。 

16.申报第三阶段（网上填报）结束后，申报人将所有签字、盖章

完整的申报书和证明材料双面打印、装订成册，交由推荐单位报送省

科协。 

17.成果编号由系统自动生成，也可由推荐单位统一填写。前三

位为推荐单位代码（见附件 3），后两位为推荐单位初评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