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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与年度发展目标

学位授权点的发展历程、学位授权点的年度建设目标等。

1.1 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

化学工程与技术是我校基于 70余年办学历史的化学等重点发展

的优势学科。自 1993年以来先后开办了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和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四个本科专业，通过与长岭炼化等企

业合作，于 1998和 2003 年先后获应用化学和工业催化硕士点，2010

年获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2011年获得化学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点，形成了本、硕两个层次培养化工人才的学科系统。

1.2 年度发展目标

本学位点以“两型社会”建设与发展需求为导向，立足湖南，服务

全国，推进产学研结合，构建具有鲜明创新创业特征的人才培养体系，

为社会培养信念坚定、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

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发展我国石油化工、精细化工、资源与材料

化工，提升国家在化学工程领域实力培养化学工程与技术方面的高级

专门人才。具体人才培养标准：（1）具有坚实的化学、化学工程、化

学工艺、生物化工技术、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的专业知识；（2）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技能、研究方法和计算机

技术；（3）熟悉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国际学术前沿；

（4）具备独立从事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生物化工等方面理论研究

与技术开发的能力；（5）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



外文资料；（6）能承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其他单位的教学、

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的创新人才。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建设情况

学位授权点的方向设置、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平台建

设等情况。

2.1 方向设置

本申请点立足湖南，针对石油与生物资源精细利用，通过产教融

合，形成了面向精细化工清洁生产的化学工艺、面向反应过程强化的

工业催化、面向化工新材料的材料化学工程等三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一）化学工艺

本方向围绕精细化工工艺，聚焦于多相化、短流程、水介质反应

与分离工艺的研发，以精细化学品的高功能化、精细化工合成过程的

清洁化为研究目标，在以下领域开展特色创新工作：

1. 精细合成工艺：以提高原子经济性为目标，开展药物化学中

的优势骨架化合物如α/β-咔啉、喹唑啉的绿色高效合成，含氮、硫等

精细化学品中的绿色溶剂、纯水相中高效合成新方法的研究，开创新

的过程催化强化技术以改进化工助剂、药物中间体及农药中间体等精

细化学品的生产工艺，以及低毒农药分子和新型有机中间体的创制。

2. 精细复合工艺：主要开展复合高效水处理剂、有机硅新助剂、

功能化涂料、生态安全材料、功能纤维、作物生长促进剂、水性聚氨



酯、多功能柔性洗涤剂、柠檬酸酯类增塑剂、中药材气调剂、新型环

保型高速印刷润版液等方面的研究。

3. 资源循环精细化工工艺：开展城市水厂污泥、造纸黒液、PCB

板、固废催化剂、重金属废水和废液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和特种高分子

杂化材料的新技术研究；在竹粉制备新型多功能吸附剂、废 PCB材

料重构于塑料添加和重金属废水处理，以及废 FCC催化剂与粘土制

备三维电极新材料等形成了研究特色。

（二）工业催化

本方向基于与长岭炼化研究院的长期合作，聚焦于固体酸、加氢

和氧化催化研究，发展催化裂化和 KA油、己二酸等尼龙原料生产的

新型催化剂及过程，形成了催化剂多尺度结构与功能调控、催化过程

耦合等研究特色，在以下领域开展特色创新工作：

1. 石油化工催化：开展 Y型分子筛的脱铝改性、ZSM-5及β沸石

分子筛、钴系催化剂合成与改性等应用基础研究，高活性载体裂化催

化剂和增加丙烯助催化剂成功地应用于催化裂化、高品质邻甲酚催化

装置已产业化、以及钴系催化剂用于 FT合成等工艺过程中；与高鑫

铂业合作开发系列加氢催化剂被国内相关企业广泛使用。

2. 绿色催化氧化：基于双氧水、分子氧作氧化剂，先后开展了 8

－羟基喹啉金属配合物催化双氧水以及金属氯化物、多酸及其盐可见

光催化分子氧选择氧化烃类，钛硅分子筛改性与催化环己烯环氧化、

环己烷与环己酮选择氧化等研究，发展基于这些转化反应的绿色催化

氧化技术。



3. 新型固体酸酸催化：开展以廉价生物质为原料制备一系列新

型高效固体炭磺酸的研究、发展基于固体炭磺酸、分子筛等催化酯化、

醚化、烷基化等的绿色转化过程；开展炭基材料上构建仿酶活性簇的

研究，发展了木质纤维类生物质的临水转化合成生物基平台化学品的

高效、绿色催化技术。

（三）材料化学工程

本方向围绕延长和增强湖南化工新材料产业链，聚焦于功能性聚

酰胺、耐高温腈基树脂、生物基材料等的化学工程研发，形成了己内

酰胺聚合、树脂基材改性、高分子填料和助剂强化分散的工程技术优

势, 在以下领域开展特色创新工作：

1. 生物基复合材料：利用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及废弃物制造新材

料，开展天然纤维复合材料加工中的原理和新技术研究；研发纳米技

术，对造纸工业的废液进行绿色化处理，研制性能优异的新型聚合物

填料，开发了木质素分散无机物系列产品和技术用于新型橡胶及塑料

复合材料的开发。

2．功能性聚酰胺及纤维材料：围绕节能减排，开展生物基、形

状记忆等功能性聚合物及纤维材料的研究；开展聚酰胺 6高温高压水

解开环绿色聚合工艺的研究，目前已完成 4500t/a试验线的运行。与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福建锦江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聚酰胺研究

院校和企业合作，协同开发产品和应用研究。

3. 医用高分子材料合成和应用：开展新型药物载体的分子设计

和合成，现有药物载体材料的改性；纳米药物输送载体的制备及在实



验动物体内的分布、代谢、消除和毒性作用；肿瘤药物脂质体技术在

新药创制领域的应用；利用发酵产物合成疏水/亲水性两亲吸附树脂，

用于对天然产物的分离与纯化、有害物质的去除等。

2.2 师资队伍

2.2.1 师资队伍整体结构

本学科师资队伍雄厚，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合理。现有专任教

师 41名，其中教授 15名，副教授 16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占近 76%，

博士 38名，占 93%，形成了以中青年博士为主体、教授为核心的老

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见表一）。41名教师中毕业于化工类专业的

达 21人、材料与环境工程类 11人。一批教师积累了丰富的化工企业

工程实践经历和行业影响力，4位教师先后获得年度湖南省石油化工

十佳优秀工程师，同时拥有毕业于美、英和新加坡的博士 3位，一半

以上教师具有海外访学经历。

表一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0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15 0 3 4 4 2 1 1 14 10 1

副高级 16 3 5 3 2 3 0 0 16 9 0

中 级 8 6 1 1 0 0 0 0 7 2 0

其 他 2 2 0 0 0 0 0 0 1 1 0

总 计 41 11 9 8 6 5 1 1 38 22 1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37人（90％） 32人（80％） 12人（30％）

注：1.“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 境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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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工程方向带头人苏胜培教授：“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

士生导师。曾在美国Marquette University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石

化新材料与资源精细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副主任，湖南省

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冷水江三 A 新材科技创新创业团队首席

专家。获湖南省科技厅、深圳市科技局等系列重点资助。在利用造纸

黑液开发木质素分散无机物系列产品和新型复合材料等方面取得突

出成果，其中"一种作橡胶补强剂的有机修饰蒙脱土及其制备方法”发

明专利获省教育厅科技创新一等奖，列入省战略新兴产业科技攻关项

目。已发表相关科技论文 60多篇，申请和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23项。

学术骨干基本情况见表二。

表二 学术骨干基本情况

序号 姓 名 出生年月 最高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导师 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

1 毛丽秋 197008 博士 教授 博导

湖南省新材料产业协会常

务理事（化工新材料）、湖

南省石油学会常务理事

2 杨春明 196507 博士 教授 博导
湖南省化学化工学会应用

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3 南延青 196902 博士 教授 博导 湖南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

4 尹鹏 198011 博士 教授 博导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青年编委

5 曾佑林 197408 博士 教授 博导 湖南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

6 兰支利 196905 博士 教授 硕导 湖南涂料工业协会理事

7
Steven

Robert Kirk
196811 博士 教授 硕导

索尔福德软件公司C/C++软
件咨询师

8 钟文周 197812 博士 副教授 硕导
湖南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

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

9 易春旺 197303 博士 副教授 硕导 《合成纤维工业》杂志编委

10 盛丽萍 198212 博士 副教授 硕导



2.3 科学研究

2.3.1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2020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新增各类科研项目 20项，其中新增

国家级课题 2项，省部级课题 2项，省部级以下课题 4项，企业横向

项目 12项。新增总经费数为 860.2万元。

2.3.2 研究成果情况

2020年，本学位点专职教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论文 79篇，人均发表论文约 2篇，其中发表化学工程类 SCI一区论

文 20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4项，获湖南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项，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项和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项。

2.4 平台建设

学位点有化学工程与工艺基础实验室，精细化工与材料专业实验

室，催化合成专业实验室，高分子材料实验室，资源循环专业实验室，

实验室总面积达 2000平方米。

校图书馆图书资源包括中文藏书约 364.73 万册，外文藏书约

46.56万册，订阅国内专业期刊 357种，国外专业期刊 732种，中文

数据库 62个，外文数据库 54个，电子期刊读物 69735种。学院拥有

NMR、FT-IR、SEM/TEM、XRD、TG-DTA、AAS、GC-MS、HPLC、

GC、低温氮吸附仪、单晶衍射仪等大型共亨仪器总价值约 5800多万

元用于本学位点研究生教学与科研。

本学科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开设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http://www.baidu.com/link?url=LLSz5bHSkuNBAtzkP6AJNs-Eoo_kYABWt4DRGt9VEzWlXUV3olnfrA9XDMMlP_ys0s35GkrA5dwNet-Lpf30nK
http://www.baidu.com/link?url=LLSz5bHSkuNBAtzkP6AJNs-Eoo_kYABWt4DRGt9VEzWlXUV3olnfrA9XDMMlP_ys0s35GkrA5dwNet-Lpf30nK


制药工程和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四个相关本科专业。依托“石化新材

料与资源精细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现代合成与分离分析

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石化材料”湖南省工程实验室，“资源精细

化与先进材料”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环境友好与资源高效利用化工新

技术”湖南省 2011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单位之一等；先后与湖南化工研

究院和长炼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共建 2 个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和 1个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为本学位点研究生教学与科

研提供平台支撑。

三、学位授权点人才培养情况

学位授权点上一年度研究生党建及思政工作情况，生源

情况、招生规模和结构，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情况，研究生

教育创新工程和专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的实施和成效情况，

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情况，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等。

3.1 研究生党建及思政工作情况

本学位点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完备，培养工作质量保障体系严密，

在校生爱党爱国，基础扎实，德才兼备。

2019级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范宇和丁国良两位同学

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协助急救医生在岳麓山小道上搜救不慎摔倒骨

折的老人，并将老人背下山送上救护车。范宇和丁国良同学的救人事

迹得到了广大师生的高度评价，大家纷纷称赞他们是“仁爱精勤”校风



下的优秀学子。他们的乐于助人彰显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为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新的动力。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

际，他们用实际行动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传承红色

基因，牢记使命担当青年责任。

3.2 生源情况、招生规模和结构

本学位点结合自身的特点创新机制，通过采取以强化学科特色、

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改革培养机制、规范招生制度、积极开

展免试生推荐和做好调剂工作等有效措施，较好地把握了招生工作的

主动权。2020年，本学位点共招收学术型研究生 7人，专业型研究

生 49人。

3.3 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情况

本学科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按照建设国家级一流化工专业的要

求，以培养引领未来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化工工程科技人才为目标，

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设计与研究创新能力。具体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

情况如下：

3.3.1 课程体系设置

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强化课程模块化设置，确

保学生具有深厚而宽广的专业知识，满足岗位需求，更重视学生思想

道德素质、职业操守、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学位课程分 4个模块：

公共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专业实践。公共必修课主要培养



学生的政治素养和道德素养。专业核心课是本学位核心课程，既有化

学化工基础理论性课程，如“反应工程”、“分离工程”、“催化原理与

设计”等，也有“精细化工”等应用型课程。专业拓展课程中有“催化剂

设计”等 8门供学生选择，帮助学生拓展专业知识面。专业实践课程

主要有“综合实验”构成。

3.3.2 教学方式

以课程建设为基础，推动课堂教学改革。加强实训课程体系建设，

完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注重将课程教学内容与解决化工过程复杂工

程问题融合，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革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积

极开展教学团队建设，鼓励年轻教师深入企业一线锻炼，提高工程实

践能力；聘请企业工程师延伸到参与课程理论教学，如科技前言讲座、

化工导论、化工环境保护和安全等；引导教师教学教改研究。此外，

以产教融合为方式，促进培养学生的工程设计与研究创新能力。与中

石化长岭炼化等企业长期合作，创立了人才培养、学位点和研发平台

建设三位一体的办学特色。本学科作为支点的“理工教融合培养化学

化工人才”被立为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3.4 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和专业能力提升工程融和成师以段

本学科重细研究 科研列新线细和创 国力培养 ， 鼓励用模

究 长极 以创 性研究课题 新展高
的平科学研究工佑题本外 ，

长为研究生中建创新实践平台，构建完性列新国计体粘

，

以素息中养新养应， 师提 应究生 培养 。化学工程化技



业硕士研究生郭栋稳申报的项目“镍铜双金属协同催化 5-羟甲基糠醛

选择性加氢的研究”获批立项为 2020 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项目编号 CX20200522）。

3.5 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情况

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学术训练制度完善，执行到位。大部分研究生

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导师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或企业攻关项

目等。此外，加强对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训练。2020 年，本学科研

究生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论文成果

涉及到石油化工、精细化工、节能减排、资源循环、环境化工等领域。

2018级谌湘艳、赵双双和陈燕群同学获国家奖学金。郭栋稳和陆瑶

同学获得“陈家镛”院士奖学金。

以学分奖励的形式，鼓励研究生参加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讲座。

2020年，本学科研究生人均参加相关学术讲座 20余次。鼓励和支持

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提升研究生培养的学术交流水平。

熊晟岚同学于 2019年 12月-2020年 3月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

交流。王嘉峻、刘苏和张旭等同学于 2020年 11月参加第五届全国离

子液体与绿色过程学术研讨论，并以墙报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

3.6 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3.6.1 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的毕业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覆盖了石油化工、



有机化工、精细化工、资源化工、催化和化工新材料等各个分支学科。

论文选题大多是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或企业攻关项目，科学性、

先进性和可行性较高，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导师负责对研究生

的研究过程进行监管和指导，确保研究生实验数据的准确性。研究生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进行查重工作，学校每年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学

位论文进行查重。学位点对学位论文制定了具体的内容要求、撰写要

求和评价指标，以及严格的质量评审和答辩环节。这些规章制度与保

障措施保证了毕业论文的质量，目前本学位点送审、答辩、以及省学

位点抽查的毕业论文的合格率为 100%。

3.6.2 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2020年，本学位点硕士学位授予率为 100%。毕业的学生一部分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另一部分就职于省内外石化及相关企业，就业率

达 90%以上。

四、学位授权点社会服务情况

学位授权点在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服务国家

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的

做法。

本学科针对化工产业的创新发展，长期开展产教融合，形成了理

工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产业研究服务政府决策。尹笃林教授等 7人受命完成省工信

厅化工新材料产业链五年行动方案、湖南省十四五石化产业发展规划、



岳阳石油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链设计。受岳阳绿色化工园区的委托，研

究和编制的《岳阳绿色化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提出的“一强二补三延四壮大”的产业发展思路，被领导和行业专家评

价为历来最好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方案。

二、科技创新对接产业需求。兰支利团队专利技术“超支化聚酯

改性衣康酸基水性光固化树脂及其制备方法”转让湖南恒兴企业集团；

易春旺团队“高性能聚己内酯产品工程”帮助湖南聚仁开展新一轮攻

难克艰、共建的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准立项、与美莱泊共同获得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平台建设链接企业创新。本学科科研平台与珠海健帆集团联

合建立血液净化领域吸附材料联合实验室，开发的 HA130 迭代血液

净化吸附材料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类树脂用于 COVID-19 重症患

者血液灌流吸附脱除炎症因子，抑制炎症风暴，取得了显著效果。为

健帆公司研发了用于肝中毒和肝衰竭病人的胆红素吸附树脂，已开始

批量生产，并已用于临床。在与健帆集团的联合研发过程中，培养硕

士研究生 5名，其中 2名研究生毕业后到健帆公司工作，均已成为公

司技术骨干。本学科专家担任冷水江三 A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首

席专家和研发总监，研发的消光用高附加值二氧化硅材料，应用结果

优于国外进口产品。研发产品已经产生直接销售金额 4000 余万元。

五、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总结分析学位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改



进措施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要点。

5.1 学位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培养方向特色不够鲜明；

2．国家级人才计划中的化工科技领军人才尚存不足；

3．学位点招生规模偏小；

4．学位授权点教学科研支撑条件有待改善，实验室、科研室场

地严重紧缺，人均场地过小，仪器设备不足；

5．校企融合中推进教师深入行业和融入企业发展，促进成果转

化的措施力度尚需加强。

5.2 改进措施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要点

1．在专业方向建设方面，将加强研究方向整合、凝练，在强调

师范特点的基础上，做好学科方向布局，学科发展工作；

2．在学位点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将在稳定现有师资队伍前提下，

加大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的培养与引进力度；

3．在招生方面，将加大宣传力度、收集和发布毕业生发展的激

励信息，加大科研劳务补贴额度的措施吸引优质生源；同时要求研究

院大幅增加招生指标；

4．在专业和平台建设方面，将加强本科生工科化工、应化、制

药、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以及研究生培养平台重点学科、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的建设；

5．在教学科研、科研室场、仪器设备等支撑条件方面，将建议



校加大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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