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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1. 发明专利：一种透明 Ce：YAG微晶玻璃及其在白光 LED

中的应用,专利号 ZL 201410781600.6

2. 发明专利：一种氮化物红光玻璃及其应用 ,专利号

ZL202010242862.0

3. 发明专利：一种复合玻璃材料及其制备和应用,专利号

ZL202011005789.1

4. 发明专利：一种YAG:Ce 玻璃陶瓷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专利号 ZL202010022185.1

5. 发明专利：一类双激活离子掺杂双晶相玻璃陶瓷荧光温

度探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 ZL201510670012.X

主要完成人

向卫东，排名 1，教授，温州大学；

陈大钦，排名 2，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钟家松，排名 3，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梁晓娟，排名 4，教授，温州大学；

主要完成单位
1.温州大学

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提名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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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针对白光 LED用荧光玻璃折射率不匹配等科学难题，最早

采用阿本-干福喜玻璃性能计算方法提出重金属氧化物策

略，制备出折射率与 YAG:Ce3+一致的荧光玻璃，发光效

率 134 lm/W。首次报导Mg2+/Ge4+/Ca2+掺杂离子可作为

电荷补偿中心抑制发光中心浓度猝灭。

针对激光照明用荧光玻璃发光颜色单一以及高温对红粉腐

蚀等科学难题，提出碱金属和碱土金属调控硅氧网络非桥

氧数策略，突破了高温下玻璃中自由氧对商用黄、绿、红

粉的氧化等科学难题，实现荧光粉发光效率 90%以上保有

率，YAG:Ce 玻璃激光效率 240lm/W，首次成功制备高质

量红光玻璃，获得全光谱玻璃显指高达 94。

针对电磁、热及其恶劣环境中非接触式光学测温存在的科

学问题，首次在无机玻璃中原位生长出氟化物和氧化物双

相纳米晶，实现掺杂稀土和过渡金属发光中心空间有效分

离，抑制两者间不利的能量传递获得高效上转换和下转移

发光，实现双模温度传感上的应用。

经检测，荧光玻璃光效、显指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先。该

项目在低温玻璃配方等领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相关

论文总被引 1528次，推动了荧光材料学科的发展，对于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提名该成果为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