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 食品学院 

一.学院概况 
 

石油化工学院、食品学院伴随着常州大学的建立、发展与壮大，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

依靠科技开发与自主创新，学科、专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有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

化学、食品质量与安全、能源化学工程四个本科专业以及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两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 

 化学工程与工艺为国家一类特色专业，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2015 年，化学

工程与工艺专业获得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资助；入选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应用化学是江苏省品牌专业。 

 能源化学工程能源化学工程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化学学科为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2016 年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2019

年提升至 5‰。 

 化学工程与技术为江苏省优势学科。 

 

 

 

 

全院教职工 160 人，专任教师 125 人，其中正高职称 50 人，占教师总数的 40%；

具有海外研修经历的教师比例超过 40%。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4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                2人 

国家级“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人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1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人 

全国石油化工行业教学名师      2人 

全国石油化工行业优秀教学团队  1人 

省“333”工程二层次           2人 

省杰出青年人才                1人 

省“双创”人才                2人 

省教学名师                    1人 

省优秀教学团队                4个 

省科技创新团队                4个 

省优秀学科梯队                2个 

 

师资队伍 1. 



 

 

 

 国地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生物质高效炼制及高质化利用国地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现代化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化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先进催化与绿色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省级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精细石油化工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绿色催化材料与技术重点实

验室； 

 省级工程实验室-江苏省生物质炼制工程实验室；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江苏省基础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江苏省现代基础化工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院化学与化工学科针对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化工领域，特别是石化领域技术创新研究

和产业化应用，经40余年的建设，在有机功能催化、绿色协同工艺、新型膜分离技术、手性

不对称合成、石墨烯和凹凸棒土功能化和生物质资源高质化利用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国际先进

或国内领先的研发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技术发明）二等奖4项、省部级科技进步（技

术发明）一等奖13项。拥有国地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和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9个。 

 

 

 

 

 

 

 

 

 

 

 

 

 

 

 
 

 

 

 

 

学科研究平台 2. 

学科特色及优势 3. 

 科研整体条件 

学院拥有 500M 核磁共振波谱

仪、高分辨透射电镜、X 射线

粉末衍射仪、X 射线单晶衍射

仪、哈兊转矩流变仪系统、场

发射扫描电镜、高分辨质谱仪、

高效液相色谱仪、智能重量分

析仪等先进的分析测试仪器，

以及 DCS 控制流体流动-输送

机械-传热综合实验平台、DCS

控制填料精馏塔、可视化中试

规模有机合成装置等 50 余套

自主研发的具有多功能化、集

成化、自动化和中试规模等特

点的实验装置和综合实验实训

平台。 

 近五年科研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5 项； 

 省部级项目 60 项，省杰青和省优青各 1 项； 

 发表检索论文 990 篇； 

 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502 项；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11 项，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 

http://xdhgsyzx.cczu.edu.cn/
http://hgxnfz.cczu.edu.cn/
http://hgxnfz.cczu.edu.cn/
http://che.cczu.edu.cn/_t127/2015/0113/c2963a55531/page.htm
http://che.cczu.edu.cn/jslschclyjszdsys/main.psp
http://che.cczu.edu.cn/jslschclyjszdsys/main.psp
http://che.cczu.edu.cn/_t127/2015/0113/c2963a55534/page.htm
http://ycjy.cczu.edu.cn/chem/index.asp
http://che.cczu.edu.cn/_t127/2015/0113/c2963a55535/page.htm
http://che.cczu.edu.cn/_t127/2015/0113/c2963a55535/page.htm


 

 

二.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一级学科与研究方向 

 

 

 

 

 

 

 

 

 

 

 

 

 

 

 
 

 

 

 

 

 

 

 

 

 

 

 

 

 

 

 

 

 

 

 

 化学（070300） 

 有机合成新方法研究 

 光电磁功能分子与微纳材料 

 电化学分析与应用研究 

 复杂结构聚合物合成方法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00） 

 石油化工清洁生产技术与工艺 

 新型催化材料及催化反应工艺 

 精细化学品绿色合成技术 

 界面化学工程研究与应用 

 生物质工业转化技术与应用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085600） 

涵盖材料，化工和化学学科相关研究方向 

化学（070300） 

化学学科围绕五个二级学科

方向（即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凝炼了四个研究方

向，分别是有机合成新方法研究、

光电磁功能分子与微纳材料、电

化学分析与应用研究、复杂结构

聚合物合成方法与应用，幵在有

机合成方法学、无机功能材料、 

电化学分析、表面处理以及聚合物功能材料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取得

了一批原创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在 JACS、Angew. Chem. Int. Ed.、Chem. Sci.、Chem. Commun.、

Org. Lett.、Green Chem.、Analytical Chem.等化学领域 TOP 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学科 ESI 全球

排名进入了前 5‰。 

经过四十余年的建设，学科综合实力增势强劲，ESI 全球排名快速提升，2016 年进入 ESI 全

球排名前 1%，2019 年提升至 5‰；2016 年学科被评为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2020 年软科

排名位于全国同类学科高校第 87 名。本学科已为化学化工行业输送了一批优秀毕业生，在省内

外和化学化工行业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认可度。 

一级学科介绍 1.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00） 

 

 

 

 

 

 

 

 

 

 

 

 

 

 

 

 

 

 

 

 

 

 

 

 

 

 

 

 

 

 

 

 

 

 

 

 

 

 

 

围绕二级学科（化学工程与化学工

艺）结合石化行业需求凝炼了五个研究

方向，分别是石油化工清洁生产技术与

工艺、新型催化材料及催化反应工艺、

精细化学品绿色合成技术、界面化学工

程研究与应用、生物质工业转化技术与

应用。历经四十余年建设，学科石化特

色鲜明，面向石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

战略新兴产业绿色制造需求，在石油化

工领域清洁生产、先进催化、绿色合成、

新型分离和生物质转化等领域取得了一

批代表性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技术发明）一等

奖 10 项，优势显著。 

马永生院士说，“常州大学因石化而建，也因石化而兴”。经过四十余年的建设，学科石化特

色鲜明，综合实力增势强劲。自 2011 年获得江苏省高校首批优势学科立项资助以来，已连续获

得 3 期资助；2020 年软科排名位于全国同类学科高校第 55 名；在学科支撑下，化学、材料科学

和工程学 3 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前 1%；化学工程与工艺为国家一流特色专业；已输送了戴

厚良院士、长江学者高正明等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在国内和石化行业享有较高知名度和认可度。 

材料与化工（专硕 085600） 

常州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依托于主

干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科，研究方向涵盖化工和材料两个学科研究

方向。结合石油石化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

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求，

立德树人，践行核心价值观，培养在材料与

化工领域掌握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

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从事工程研发与管

理的创新型技术领军人才。 



 

 

三. 学生培养 

科研能力培养 

学院经过长期的建设与沉淀，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整体成效显著，成果突出，为江苏省优

势学科，化学学科 ESI 全球排名已经进入前 5‰，为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培育学科。2016-2020

期间，学院研究生总计发表学术论文近 900 篇，获得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6 篇，全国化学工

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优秀论文 1篇。近几年，在校硕士生连续发表包括 JACS, Angew. Chem. Int. Ed., 

Nature Commucation, AIChE Journal, Adv. Mater.等在内顶级刊物。 

 

 

 

 

 

 

 

 

综合能力培养 

科研反哺教学，构建立体化的科研培训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系统。以团队形式设立大学生科

技创新基金，以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为抓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强烈的事业心，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竞争力。武书连排行榜显示，通过培养，学生出口质量较入学前提升一

个等级，人才培养资源转化率高。 

近 5 年来，鼓励研究生参与省级以上学科竞赛或创新创业赛事，幵屡创佳绩。 

 

 

 

 

 

 



学院文化熏陶 

学院人才培养遵循“立德树人，以德为先”第一原则，抓好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学院团委被

评为 2019 年度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菁英临时党支部”报市委组织部 2017 年“两学一做”

典型案例；“红色邻里”党建品牌报省委组织部 2020 年党建工作优秀案例，其中研究生汤琳获

2019 常州市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在学习之余，学院多方位地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让他们在匆忙的科研之余，能够活跃身心，

充实生活，包括歌唱比赛，迎新聚会，三刊会议，省研究生学术论坛等。 

 

 

 

 

 

 

 

 

 

奖学金和奖助金设置 

 

 

 

 

 

 

 

 

 

 

 

 

 

 

 奖助激励 

 国家奖学金：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 

 国家助学金：6000 元每人每年； 

 学业奖学金：最低 8000 元每人每年； 

 学术交流支持：专项经费支持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等； 

 三助岗位支持：提供 “助教、助研、助管”岗位，幵发放相应的

工作津贴； 

 困难帮扶政策：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困难补助、绿

色通道等。 

 学院特设奖助金  

 石小加奖学金  

 一诺教育奖学金 

 IKA 天之骄子教育教学金 

 益民奖助金 

 常阳科技助学金 

 文化励志助学金 

 



就业升学 

 

 

 

 

 

 

 

 

 

 

 

展动态，熟练掌握有关化工过程及设备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专业基础扎实，具备独立进行研究

开发、工艺设计和工程应用等方面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近 5 年毕业生主要分布

于 45%石化行业相关企业，25%国企、机关或事业单位。 

近三年，累计超 30 名硕士研究生被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 985，211 高校录取攻读

博士学位，其中包括国际知名学府法国国立鲁昂应用科学学院和日本首都大学东京等。 

学 院 以

石油化工行

业为特色，培

养能够熟知

化学化工领

域国内外前

沿和行业发 

欢迎广大考生选择常州大

学石油化工学院 食品学

院，拥抱不一样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