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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系友填寫此表單65級呂泰華學長為您捐款於
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協助課程

革新、改善教學場域與環境改善等。

填單請按此文件圖示

您填單,我捐款!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jxfMfSefwJqPOfWxDDbcJuFl3BbDGHhDl5BaK2dEMzYnBe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K9W_1uiMkUur3JwJncQQq6ZLdFECm8l_GhYOEZLeKXZd4r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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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1970年代，全世界掀起了一股「陶瓷熱」。這是歷經能源危機之後，為了省油需要開發效率更高

的柴油發動機，因此需要一種能夠承受1400oC高溫的材料。美國、日本、德國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
嘗試用新型陶瓷材料代替金屬。1979年，美國能源部（DOE）提出了先進的燃氣輪機（Advanced gas 
turbine，簡稱AGT）計畫。1974年，德國開始實施德國科學部（BMET）資助的國家計畫。1978年，日
本政府制定了「月光計畫」，發展先進燃氣輪機、先進電池和儲能系統等專案，而在1984年成功開發出
全陶瓷發動機，其熱效率達48％、燃料節約50％、輸出功率提高30％、重量減輕30％。雖然最終因陶瓷
易碎、堅硬、難以製造而失敗，但也因此奠定了美、日、德在材料工業的領先地位。

同一時期，本系在廖學誠教授領導下，成立了礦冶及材料科學研究所。此外，顏富士教授成立了國內
第一間粉體實驗室，從事陶瓷原料之研究開發，並且開設許多陶瓷相關的課程，培育眾多從事陶瓷工程研
究及生產之系友，陸續進入當時的工研院材料所、和成興業、積層陶瓷電容器廠（如台泥〔信昌前身〕、
華新麗華〔華新科技前身〕、飛利浦建元〔國巨前身〕、天揚等）、電感廠（奇力新電子、美磊科技等）
，以及耐火材料製造廠。更有許多系友自美學成歸國後，進入大學任教，從事陶瓷科學之教育及研究工
作。也因此，奠定了本系在陶瓷教育及研究之學術地位。今年，本系在系友李俊德博士的牽線下，參與了
國巨-成大共研中心之合作計畫。國巨提供優渥的獎學金、研究設備給本系學生，希望能延攬本系學生進
入該公司服務。此外，許多被動元件廠商（華新科技、禾伸堂、興勤電子等）也紛紛提出獎學金，積極延
攬系友加入陶瓷研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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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因為永續發展之議題受到大家的關注，而發展可再生之綠色能源是達到永續發展的重要議題。
因此，歐盟提出了Battery 2030、美國能源部也提出Battery 500計畫，不約而同地將全固態鋰電池（All-
Solid-state lithium battery）列為未來重要的研究項目。此外，日本、韓國的知名電子大廠近年亦紛紛推
出全陶瓷鋰離子電池（All ceramic lithium battery）。由此顯示，陶瓷材料將成為大規模及電動汽車儲
能電池（全固態電池、燃料電池）的終極最佳解決方案。「陶瓷熱」將再次興起，為陶瓷材料帶來新的契
機。希望新一代資源人能一同參與此次盛會！

    因此，本期特別以能源陶瓷材料為題，介紹本系90級系友鍾昇恆教授。他自美德州大學Austin分校
（2019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 B. Goodenough教授研究群）畢業後，獲得教育部玉山青年獎返國任教，從事
鋰硫電池之研究。訪談內容是關於鍾昇恆教授在本系就讀的心路歷程，以及對他後來赴美深造的影響。另
外亦請電磁光陶瓷研究室畢業的系友沈祐民博士（目前從事鋰離子電池材料之研究）介紹自身經歷及在能
源材料方面的研究心得，希望學弟妹在計畫未來進入此領域時可作為參考。

國巨-成大共研中心在成大自強校區舉行揭牌儀式（左1：本系顏富士教授；左2：李俊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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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雅雲開創能源材料的教育家 鍾昇恆 
來自資源系的溫暖與啟發

我畢業於資源系大學部95級。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寒冬的夜晚在系上讀書時，系犬小花
會跑到腳邊取暖，陪伴著我一起讀書；大二加入向老師電磁光陶瓷研究室開始做實驗，把課本學
到的知識藉由進行專題過程中實際應用，並且做出產品，第一次燒出純相陶瓷粉、第一次緻密度
超過95%、第一次量到微波介電性質等等，從實驗的失敗與成功中成長，相當地開心。

˙手套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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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讀書的契機與收穫

成大材料系任教的熱忱

我在碩班研究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當Wachsman教授到台大演講的時候，討論到美國的燃料電
池的發展潛力，於是讓我決定出國攻讀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相較於在國外讀書，在國內讀書或許會
比較順利，因為在國外比較難把文字和語言清楚地傳達給老師。但在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攻讀博班、
做博士後和擔任研究員這八年的時間，我將得來不易的研究計畫從零到有地跟自己創建的團隊一起完
成。在國外讀書的經驗不但使我獲益良多，同時讓我成為有想法且能被他人看見的人。

在國外剛畢業時，已經開始找台灣的教職工
作。因為本身對於做研究抱有一份熱忱，覺得能
跟成大向性一老師和清大簡朝和老師一樣，一邊
教書、一邊做研究。另外有個重點是，我覺得照
顧有潛力的台灣學生，是相當重要且有成就感的
一件事情，而且在大三修習物理化學課程時跟化
工系陳慧英老師的討論過程中，引發我根留成大
任教的想法。

˙材料年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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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工程的學以致用

在大三時，資源系和化工系合開一堂課：物理化學，我從這堂課獲得許多有關電化學方面的知
識。還有系上的課程（例如選礦、陶瓷工程、粉體工程），也能讓我學以致用，無論是從原料的開採
開發，前沿新材料的製作、合成、純化、物性，到電池材料組建的回收再循環利用，這些課程對於組
裝電池都是缺一不可。

其實我在學業或工作中沒有太深刻的遇到壓力或困境的印象，小不順遂會過去，大不順遂只能放
下，過去的過去、放下的放下。當遇到實驗失敗時，就將錯誤的參數去除，這是朝向成功而非困境；
如果考試考不好，就把考試寫錯的地方搞懂。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讓所有問題迎刃而解，這樣就不
是困境了。

掌握自己的未來人生不要留白，我們休息的時候，就是別人在超前的時候。學業上，成績不是一
切，跳脫分數的框架，有所學才有意義，我們要對得起手上的畢業證書。未來工作時，要跳脫舒適
圈，靠自己做出成果，不要依賴他人，將獲得的知識及技能運用在工作上。

迎刃而解的壓力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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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室裡，十個學生就有十個不同的突發奇想。這些學生的想法可能很多都是我以前從未想過
的，可以讓我在電池領域有許多不同的創造力和想法。工程學系教授的責任，從現實層面去探討，是把
每一個研究都想成可以賺大錢，唯有想著可實用的專利研究，才能把科學研究導向應用面和實際面，從
理論到實務、從研究到成品完整地做到好。深切希望有才能的學生可以朝學術研究發展，經過博士班的
種學織文與博士後的初試啼聲，在未來成為經師人師，對社會產生貢獻，傳承一代人的知識。

電池發展的展望與期許

˙組裝電池讓燈泡發亮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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