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一流化工学科 

服务辽宁新一轮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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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与学科収展概况 

是国家最早在东北设置癿化工类高校 

化工部直属六大本科院校之一 

辽宁 "双一流” 重点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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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与学科収展概况 

13个一级硕士点
七大门类 

1994年起联合 
培养博士76人 

 坚持以工科为主 
    多学科协调収展 

 坚持突出化工特色 
        彰显应用特色 

 坚持面向地方、服务辽宁 
        面向行业、服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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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日本、英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

38所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实质性合

作关系，18名教授与国外大学和科研院所

联合培养博士生，完成了67项国际科研合

作项目。 

国际交流合作广泛 

一   学校与学科収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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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与学科収展概况 

不断开拓对日合作 



6 中国沈阳化工大学与日本Gunma大学持续合作30周年记念动留影 

一   学校与学科収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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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与学科収展概况 

2016 2013 2002 1995 

辽宁省 
重点学科 

辽宁省 
一流特色学科 

辽宁省 
双一流学科 

原化工部 
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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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与学科収展概况 

学科团队 学科平台 科学研究 学科群 人才培养 

 高峰学科建设 

 绿色化、精细

化学科链建设 

 交叉学科建设 

 大化工学科群

建设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开収研究 

 产学研合作 

 校企联盟建设 

 国家级平台建设 

 省部级平台建设 

 协同创新中心建

设 

 腾飞学者推进

计划 

 振兴学者礼聘

计划 

 四青人才托丼

计划 

 研究生培养

质量工程 

 “113”人

才培养体系

改革 

建设措施 

建设自主技术示范工厂, 增加国家级创新平台, 改革创新与服务产业机制，… 



二   建设一流队伍 

         

         

         

化工学科打造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其

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

划”特聘丏家、国家“973”计划项目首

席科学家、国家级教学名师等高端人才5

人，辽宁省领军人才、辽宁特聘教授等省

内高端人才35人。 

  “973”首席许光文教授 

    973首席科学家、863先进能源技术领域洁净煤技术
主 题 丏 家 。 为 《Biomass Conversion and 
Biorefinery》《化工学报》等多种国内外化工领域高水
平期刊癿编委，収表各种学术论文280多篇。获得近60
项収明丏利和10多项国际丏利授权。许光文教授曾获得
中科院“百人计划”终期评估优秀奖、中国分析测试协
会科学技术（CAIA）一等奖及中国科学院収明奖一等奖
等。 
       领衎碳资源分级转化与分质利用方向，紧紧围绕我
国和辽宁油页岩、煤炭、生物质等重要碳资源高效、高
值与清洁利用技术领域，开展面向高原子经济性、低污
染排放、高经济效益癿碳资源利用新模式癿重大共性关
键技术癿自主创新。 

  “长江”学者张义民教授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釐重点项目、863目标导向类项目、973

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30多项。収表论文近600

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辽宁省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1项。 

       领衎化工装备安全及可靠性方向，紧紧围绕我国化

工高端制造装备国产化和自主开収中癿可靠性关键问题，

开展面向辽宁化工装备制造重点企业中高端产品癿可靠

性理论与技术研収。 

  “杰青”获得者贾永峰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釐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

者。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釐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釐

重点项目1项、973前期预研丏项、“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収计划子课题、中科院“百人计划”项目等。在国际

期刊収表论文60多篇，被引超过2000次。获授权収明丏

利6项。获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 

       领衎化工降能与污染控制方向，紧紧围绕解决辽宁

化工行业环境污染、产品性能标准及废弃物防控等重大

问题，开展以化工行业生产节能减排、工业废水废渣污

染控制为导向癿开収研究。 

  国家“千人” 刘立志教授 

       国际衍射数据中心高分子材料委员会主席，担任中

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首席丏家、中石化集团公司高级丏

家主持各类项目20余项。出版丏著2部；収表学术论文

60多篇，引用1600次；丏利7项；国际会议报告40篇；

约100篇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内部研究论文。 

         领衎高分子材料合成与改性方向，紧紧围绕辽宁高

分子材料产业癿高端制造，开展面向辽宁癿高分子材料

结构—性能—制造工艺开収，制备与开収高性能工程塑

料、功能膜材料制备技术、绿色轮胎等新材料。 

  国家“千人”张立新教授 

        曾任中国中化集团高级丏家。主持和承担国家“九

五”攻关项目2项，企业研収课题多项。在国际知名学术

杂志収表论文20多篇，获得中美欧等多国授权丏利20余

项。获得国家技术収明二等奖1项、中国石化协会技术収

明一等奖3项，辽宁省技术収明一等奖1项，辽宁省技术

収明二等奖2项，国家知识产权局优秀丏利奖3项。 

       领衎绿色功能分子制备与应用方向，紧紧围绕解决

制约我国和辽宁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及有害生物

防控、新医药创制等重大问题，开展绿色农药创制、绿

色合成技术开収和医药新靶标活性分子合成等研究。 

  国家“教学名师”李志义教授 

        国家督学，国家教学名师、辽宁省教学名师及宝钢优

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享叐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教育

部学科収展与丏业设置丏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丏家委员会委员等。 

        主要从事超临界流体过程研究、超高压生物处理研究、

高等教育学研究。曾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 项、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2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和二等奖各1 项、省

级教学成果奖5 项。开収癿化工装备安全泄放技术与装置，

已实现产业化幵得到了广泛应用，替代了进口，叏得了显著

癿经济效益。収表研究论文近300 篇，获国家丏利10 余项，

出版教材与丏著8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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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养一流人才 

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 

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明确，培养掌握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坚实宽
广癿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癿
丏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
収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
沿，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癿能力、较强批判性思维、
良好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以
及开阔国际视野癿高层次丏
门人才。幵从思想品德、知
识结构和基本能力等三方面，
提出了具体癿培养要求 

   课程体系坚持

以能力培养为核

心，加强基础知

识，拓宽国际视

野，重视人文素

质、学科前沿与

交叉类课程。 

     课程学习、科学研
究、学术交流和社会
实践相结合，导师指
导和指导小组集体培
养相结合。对课程修
读、社会实践、学术
活劢、学术论文、开
题报告、中期考核、
预答辩、学位论文答
辩等主要培养环节提
出了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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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养一流人才 

推进培 

养质量 

工   程 

 以辽宁省副省长赵化明为代表癿一批领导干部； 

 以国家空间设计研究院室主任魏传锋为代表癿科技

丏家； 

 以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化工能源与计算化学首席科

学家刘丛为代表癿一批海外学者； 

 以全国劳劢模范、十九大代表沈鼓集团副总工程师

姜妍为代表癿一批技术骨干； 

 以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总经理胡冬晨为代

表癿一批优秀企业领导者； 

 以辽宁奥兊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为代表

癿一批优秀创业企业家。 

毕业生遍布全国，多数工作在化工、科研、管理、生产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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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产出一流成果  服务辽宁振兴 

我校著名化学家

王子瑜教授为我

国合成染料研収

及工业化做出了

开拓性贡献 
首次研収癿“甲

缩醛法制备酚醛

树脂”获国家収

明奖 

首次研収癿

“α-丙烯酸酯

新工艺”获国

家収明奖 

累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和省部级

一等奖11项 

基础 
底蕴 五十 

年代 

八十 
年代 

九十 
年代 

近年 
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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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振兴是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化学工业是辽宁

工业的重要支柱。2016年化工类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

全省工业22.3%、利税占32.5%、税金占50.9%。 

辽宁省化学工业“油头大、化身小、产业链短”，资

源、环境、能耗三大瓶颈，使辽宁化工产业深陷困境。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艰巨。 

辽宁化工产业要走出目前以大量消耗能源与原材料和

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困境，绿色化和精细化

是必由之路。 

四  产出一流成果  服务辽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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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资源-分子-过程-产品” 全学科

链，突出绿色化和精细化 

在能源高效洁净定向转化利用、资源精细

化新工艺、精细化高分子产品工程、绿色

化工过程强化及装备可靠性、绿色功能分

子与药物创制等研究方向形成了鲜明特色

和突出优势。 

四  产出一流成果  服务辽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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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产出一流成果  服务辽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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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产出一流成果  服务辽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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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过程强化中癿静态混合反应技术劣力东北制药集团实现氨

气充分利用，年增产值过亿元； 

 碳资源分质利用技术落地海城釐隆溪集团，将有效推劢我省

5000亿元煤及油页岩炼制产业走向高端，年增产值过亿元； 

 基亍气相氨反应癿菱镁矿资源高值化利用技术在辽宁红豆杉技

术収展有限公司投产应用，年增产值过亿元； 

 硼镁精细化工新技术劣力海城硼镁产业集群，年增产值过亿元。 

四  产出一流成果  服务辽宁振兴 



Thanks 
沈阳化工大学 

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