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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根据《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学位办

〔2018〕14号）、《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材〔2020〕4号）等相关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培养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培养目标与要求

培养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

为一体，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以强化工程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

以满足盐化工与凹土产业对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为导向，

培养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先进的技术方法和实践手段，在盐化工、凹土等行业

企业具有从事产品研发、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开发、装备研制、

生产控制和科学研究等能力，具有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高

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培养要求：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

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

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二）具有爱国奉献的恩来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敬业乐群的协作精神。

（三）掌握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坚实的基本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并能应

用于化工及相关产业、行业的工程实践中；

（四）掌握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的基本装置、工艺与设备、过程控制等理论

与方法，培养能够进行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相关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和新

设备的研究、开发、设计以及相关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掌握材料与化工专业类

别相关产品的清洁生产技术、安全生产技术与工艺；

（五）熟悉国家对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相关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节

能减排、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六）了解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的理论前沿及其相关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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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发展动态；

（七）具备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和一定的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能力；具有较

强的计算机和外语应用能力。

二、培养方向

01化工工艺

主要围绕盐化工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绿色高效加氢、加氯催化剂的制备

及应用、盐化工下游精细化学品的合成工艺和相关功能性新材料等方面研究、技

术开发与高层次人才培养。

02应用化学

主要围绕盐化工下游产品-化工中间体的研究与开发，以及化工清洁生产及

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广；药物中间体及天然药物活性组分开发与应用，

功能性活性成分的高效开发，天然多糖的提取、分离纯化和重组加工等方面研究、

技术开发与高层次人才培养。

03生物化工

主要围绕地方特色资源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生物转化、生物合

成纳米材料、生物质能源、蛋白质与酶工程、微生物基因工程等方面研究、技术

开发与高层次人才培养。

04材料工程

主要围绕凹土资源高效利用及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凹土纳米化技术、凹土改

性、凹土基功能材料、低品位凹土高值化应用等方面研究、技术开发与高层次人

才培养。

05化工过程强化与装备

主要围绕盐化工、凹土等化工产业生产过程的技术需求，开展化工过程智能

控制、化工装备结构设计与优化、化工生产过程与企业管理大数据分析等方面研

究、技术开发与高层次人才培养。

三、学制与学分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为 2-5年。

总学分不少于 36学分，其中学位课 19学分，非学位课不少于 12学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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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环节 5学分。

四、培养方式

（一）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交融式”培养方式。课

程学习在校内及实践基地完成，专业实践在企业完成。

（二）实行双导师制，强化工程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

联合指导，校内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根据学生的论文研究方向，成

立研究生培养指导小组，联合指导研究生。

五、课程设置

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课程设置具体安排如下表。

类型 编号 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方向 备 注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Z2011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01-05
必修

SZ201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SZ4111001 高等工程数学 72 4 1

SZ1911001 英语 54 3 1

SZ2511002 论文写作 18 1 2

专

业

基

础

课

SJ1611002 化学反应工程分析* 36 2 1

SJ1611001 高等分离工程 36 2 1

SJ1611003 高等化工热力学 36 2 1

SJ2511001 高等化工传递过程 36 2 1

非

学

位

课

必

选

课

SZ1610001 信息检索与知识产权基础 18 1 2

01-05 必修

SZ1800001 现代企业管理 36 2 2

SJ1600012 化工安全技术*& 18 1 2

SS2500001 专业实习 1周 1 2

SS2500004 工程伦理 18 1 1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课

SJ1600031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36 2 2 01-04

选修（≥6
学分）

SJ1600015 高等精细有机合成 36 2 2

01
SJ1600023 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 54 3 2

SJ1600024 现代工业催化（均相催化）@ 36 2 2

SJ2500005 岩盐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36 2 2

SJ1600015 高等精细有机合成 36 2 2

02
SJ1600020 化工废弃物处理与控制* 36 2 2

SJ1600002 制药工艺学& 36 2 2

SJ1600035 天然产物化学 3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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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2500006 化工环境影响评价 36 2 2

SJ1600032 现代生物技术（含实验 24学时）@￥ 36 2 2

03SJ1600033 生物分离技术（含实验 18学时）* 36 2 2

SJ1600016 微生物育种 36 2 2

SJ1600017 生物催化工艺学& 36 2 2

SJ2500002 高分子材料发展前沿 36 2 2

04
SJ1600030 材料合成工艺与工程@ 36 2 2

SJ2500003 黏土材料科学与改性技术* 36 2 2

SJ2500001 胶体与界面化学 36 2 2

SJ1100010 化工过程装备* 36 2 2

05

SJ1100011 化工装备系统设计* 36 2 2

SJ1100012 高等流体力学& 36 2 2

SJ2500008 过程装备测试技术 36 2 2

SJ1100004 工程材料失效分析@ 36 2 2

SJ1200008 高级过程控制& 36 2 2

SJ1200009 系统辨识与建模 36 2 2

SJ1200001 工业现场总线与 DCS系统*@ 36 2 2

SJ1200007 最优化理论与应用 36 2 2

SJ1300001 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36 2 2

SJ1300002 数据挖掘*& 36 2 2

SJ1300003 数字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 36 2 2

SJ1300004 软件开发与技术@ 36 2 2

SJ1300005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 36 2 2

SJ1300006 机器学习@ 36 2 2

实践

环节

专业实践 1年 4 3-4
01-05 必修

劳动教育 1 1-6

注：1．*表示现场教学，@表示案例教学，&表示混合教学指的是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人员讲授课程，

￥
表示MOOC（慕课）。

2．同等学历及跨专业考入的研究生，根据导师安排，补修本专业的 2-3门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其中

化工原理为必修，其余根据导师安排补修 1-2门本科主干课程。

六、实践环节

（一）专业实践（4学分）

专业实践主要根据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特点到相关行业从事实践活动，采用

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不少于 1年，计 4学分，主要依托项目现场

或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主题明确、内容明确、计划明确的系统化工程实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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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企业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集中实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集中实践结束后由

学生所在研究方向进行集中答辩考核，考核不及格者不得进行下一步工作。分段

实践采取论文调研和工程技术调研两种方式，由指导教师根据论文工作情况选择

适合的教学方式。专业实践环节在学生提交论文前完成。

（二）劳动教育（1学分）

劳动教育是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

教育活动。研究生劳动教育，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科专业开展生产劳动和服务

性劳动，主要包括宿舍和实验室卫生保洁、勤工助学、科研助手、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等。劳动教育贯穿于 1-6学期，总次数不少于 6次，计 1学分，考核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共四个等级。培养学院成立劳动教育考核小组，负责

制订本学院劳动教育实施方案及学生等级评定，劳动教育实施方案报研究生处审

定。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

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 1年。学位论文可采用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应用研究、

工程管理等形式，包括文献阅读、选题调研、研究与分析、论文（设计报告）撰

写、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一）选题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可以是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放大、设计与优化、大数

据分析与处理。其工作成果要有实际意义，论文拟解决的问题要有技术难度和工

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文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选取：

1.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2.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的项目设计或实施方案；

3.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分析、工程管理；

4.应用技术研究；

5.应用基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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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题

研究生在修完规定学分（除实践环节外）后进行开题。开题报告的内容应包

括课题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现状分析；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其可行性研究；课题的创新性；

计划进度、预期进展和成果、查阅的文献清单等。开题报告应由导师签署意见后

在学科范围内公开宣讲，并广泛征求意见。

（三）中期检查

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有：

1.论文进展情况；

2.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下一阶段论文工作计划；

4.导师意见。

（四）论文内容

学位论文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诚信声明；

2.中英文摘要、关键词；

3.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4.国内外工程技术概况或国内外文献资料综述；

5.论文主体部分：工作或研究内容、设计方案、分析计算、实验研究结果及

理论分析等；

6.结论；

7.参考文献；

8.必要的附录（包括企业应用证明、项目鉴定报告、获奖成果证书、设计图

纸、程序源代码、论文发表等）；

9.致谢。

（五）论文要求

1.对工作内容的简要说明、对国内外状况有比较清晰的描述与分析，提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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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的内容和技术路线等；

2.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工程实际

问题进行分析；

3.论文工作应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或来源于工程实际,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或理论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4.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

5.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版式规范；

6.对于工程设计类论文，应以解决生产或工程实际问题为重点，设计方案正

确，布局及设计结构合理，数据准确，设计符合行业标准；对于技术研究或技术

改造类（包括应用研究、实验研究、系统研究等）项目论文，分析过程正确，实

验方法科学，实验结果可信；对于侧重于工程管理的论文，应有明确的工程应用

背景，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经济或社会效益，统计或收集的数据可靠、充分，理

论建模和分析方法科学正确；

7.参考文献不少于 50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10篇。

（六）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基本完成后，应先由所在学科安排有关教师并会同导师进行评审和

预答辩，并提出修改意见。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

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核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

量；审核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审核其新工艺、新技

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审核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

研究生完成所有培养环节后，方能申请论文答辩。研究生不参加实践环节或

参加实践环节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和毕业。

学位论文应有 2位专家评阅，其中必须有 1位来自实践第一线具有高级技术

职务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5位以上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1位是来自工矿

企业或工程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正高职称专

家担任。

研究生的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学位申请和学位授予等环节按学校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授予的工作相关规定执行。

八、毕业及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

授予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工程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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