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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学位点布局与师资引育平台建设 

以化学工艺为核心，协同化学工程和应用化学方向，形成三位一体的学科体

系。支持多领域交叉研究。 

2. 人才培养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设置多样化，新增 3 门实践类课程。建立导师定期评估制度和学生

学术诚信承诺机制，保障培养质量。 

3. 主要成果 

研究生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累计发表国际论文>30 篇，推动区域经济技

术创新。 

4. 学位点建设特色和亮点 

以绿色化工为特色，积极引导学生参与产业化技术开发，形成从基础研究到

技术落地的全链条培养模式。 

（二）各二级学科简介 

本学位点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区域经济需求，围绕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应

用化学三大方向进行了科学布局，构建了特色鲜明的研究体系： 

化学工程：涵盖染料及有机功能分子合成与结构调控，功能材料及纳米材料

的制备与应用，为行业工艺开发和装备设计提供科学指导。 

化学工艺：以绿色化学与化工为核心，聚焦生物技术、生物表面活性剂、清

洁合成工艺等，推动纺织生物技术及先进材料的应用开发。 

应用化学：专注精细有机化学品及新药研发，涵盖染料、颜料、医药中间体、

天然药物分离等领域，为精细化工与生物医药行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学科方向的优化布局促进了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深度融合，为学位点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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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落实情况 

15名教师完成思政能力培训，课程思政内容覆盖率达到 80%。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情况 

成立导师与学生联动的思想教育组，结合科研与社会责任，开展 4次专题教

育活动。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招生和学位授予 

硕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名称 项目 2023年 

化学工程与技术 

研究生招生人数 17 

全日制招生人数 17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7 

授予学位人数 32 

 

（二）师资队伍 

1.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位点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弘扬高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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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强典型宣传引领。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引导广大教师以德 

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开 

展教师宣传国家重大题材作品立项；对教育领域涌现出的典型进行分 

层次、成系列的宣传，讲好师德故事、弘扬高尚精神，将榜样力量转 

化为广大教师的生动实践。学位点不断加强教师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建 

设。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教师党支部和每位教师党员，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和宣传引导凝聚师生的 

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推动师德

师风建设。 

2.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专任教师情况（硕士点）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位非

本单位授予

的人数 

兼职

硕导

人数 
25 岁

及以下 

26至

35岁 

36至

45岁 

46至

59岁 

60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2 0 0 0 9 3 12 0 12 7 0 

副高级 10 0 0 7 3 0 10 0 10 3 0 

中级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22 0 0 7 12 3 22 0 22 10 0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授权点各二级学科的学位专业课程、主要专业选修课、面向学生层次

及主讲教师。 

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与学分要求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简介 

（限 500字） 

授课

语言 

课程大

纲 

1 高等有机 专业必修 3 陈沛然 掌握高等有机化学的基本概 中文 附件一 



 4 

化学（工

科） 

课 念，学习各类有机合成相关反

应和方法；了解反应合成分析

法在生物活性分子的对应选择

性合成中的应用。 

2 

科技论文

阅读与写

作（学硕） 

专业必修

课 
1 陆昌瑞 

本课程以提高学生专业写作能

力和给予科学专业进行演讲报

告的指导为目的，以科学领域

的英文书写及公众演讲表达技

巧作为主要内容，在研究生中

开展“基础写作技巧”、“专

业写作要点与投稿”及“演讲

报告指导”。 

中英

文 
附件二 

3 
化学反应

工程 

专业必修

课 
3 刘栋梁 

本课程的目的是拓宽学生在化

学反应工程领域的知识面，加

深对化学反应工程基本原理的

理解。要求 学生培养分析、解

决化学反应器设计、操作和控

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中文 附件三 

4 数值分析 
专业必修

课 
2 张朋飞 

《数值分析》课程是理工科研

究生的一门基础课，学生通过

学习，掌握数值 分析的基本理

论，学会用计算机解决科学工

程中的计算问题。 

中文 
附件十

二 

5 

精细化学

品制备原

理 

专业必修

课 
2 罗艳 

本课程主要从不同精细化学品

的相关性能和制备，构效关系，

以及精细有机合成反应基本理

论等方面进行讲解。最后采用

从科研实例进行讨论的方式，

进一步增强学生在精细化学品

制备方面的理论基础与主观能

动性。 

中文 附件四 

6 
药物合成

化学 

专业选修

课 
2 赵圣印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

解和掌握药物合成工艺的研究

和评价方法，新药合成研发的

指导原则，以及掌握的手性药

物的合成等内容，拓宽学生视

野。 

中文 附件五 

7 

电子化学

品的制造

与应用 

专业选修

课 
2 虞鑫海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电子

化学品的分类，结构，性质，

制备方法及其应用。要求掌握

常见电子化学品的性质，制造

方法及其应用。 

中文 附件六 

8 配位化学 
专业选修

课 
2 梁凯 

配位化学是在无机、有机、分

析、物化等本科课程的基础上
中文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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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研究生选修

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

生可以掌握配位化学的基础理

论，同时也可以了解配位化学

的前沿知识，为今后从事专业

工作和科研打下一定的基础。 

9 

纺织化学

品应用技

术 

专业选修

课 
2 杜鹃 

纺织化学品应用技术旨在介绍

应用于纺织加工的化学品的种

类、作用机理及研究动态等内

容，用以解决纺织加工中存在

的不足，通过该课程学习希望

能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

生产实际问题。 

中文 附件八 

10 
现代仪器

分析 

专业选修

课 
2 邵志宇 

知识层面掌握现代仪器在化学

定量与定性分析中的应用，基

本设备结构和原理。能力层面

要求学生能够掌握仪器的适用

范围，仪器的基本操作，仪器

表达的分析语言价。值观层面，

现代仪器分析在我国科学发展

的应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的

基本服务作用。现代仪器分析

在我国科技发展中自身的发

展，现代仪器分析在我国未来

的发展，在界上的低位。 

中文 附件九 

11 
实验有机

化学 

专业选修

课 
2 邵志宇 

熟悉有机化学的文献（手册、

期刊、专刊、文摘、工具书等）

及查阅技巧，提高有机化学实

验基本操作技能，熟练波谱分

析仪器的操作及解谱，为能够

开展有机化合物合成打下基

础。 

中文 附件十 

12 

染料合成

与染料化

工 

专业选修

课 
2 谢孔良 

能够应用染料的结构、应用及

其制备等基础知识，恰当表述

和解释染料生产加工及相关的

应用性能；能够应用染料结构

特征专业知识、分析不同类型

纺织品染整工程工艺特点，比

较和综合染整工艺中适用染料

类型的选择。 

中文 
附件十

一 

13 

有机化合

物的结构

分析 

专业必修

课 
3 李洪启 

熟练掌握有机化合物的分离提

纯方法，掌握紫外光谱、红外

光谱、核磁共振波谱和质谱产

生原理和各类有机化合物的谱

中文 
附件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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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特征，掌握紫外光谱仪、红

外光谱仪和核磁共振波谱仪的

使用操作方法。能够对有机化

合物的谱图进行解析和归属，

开展有关有机化合物的鉴定和

结构分析方面的工作。 

14 
染色物理

化学 

专业必修

课 
2 蔡再生 

理解染料上染过程及其影响因

素;染料和纤维分子间作用力

的分析，染料在纤维中的状态，

染色介质对上染的影响，上染

过程的控制熟悉染色热力学和

动力学基础理论，熟悉生态染

色技术，染色质量控制，结构

生色等内容。正确理解五彩缤

纷的面料染色技术与青山绿水

环节保护的关系 

中文 
附件十

四 

15 

生态纺织

品检测技

术 

专业选修

课 
2 侯爱芹 

了解生态纺织品检测的相关知

识，掌握有关的生态纺织品检

测基本方法，了解国际上生态

纺织品检测的发展动向，具备

生态纺织品检测的基本技能，

开拓开发生态纺织品的思路。

将思政内容融入日常的课堂教

学，探讨生态纺织品对人民日

常生活的影响，探讨生态纺织

品的开发对国家环境保护的促

进 

中文 
附件十

五 

16 
智能纺织

品 

专业选修

课 
2 赵涛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智能纺织品的概念和当前

智能纺织品的开发理念，认识

智能纺织品在纺织品前沿领域

中的重要性，了解学科交叉对

开发新型纺织品的必要性，拓

宽学生大纺织的视野，为从事

智能纺织品及新型纺织品的开

发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英

文 

附件十

六 

17 社会实践 必修环节 2 实践单位 学生自主安排 中文  

 

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奖项类型 奖项等级 成果完成人 
单位署名次

序 

完成人署

名次序 
获奖时间 

1 

科产教协同融

合的纺织印染

类专业人才

“纺织之

光”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

一等奖 

赵涛,黄焰

根,葛凤燕,

陶莉,毛志

1 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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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一体”

培养体系改革

与实践 

会纺织高等

教育教学成

果奖 

平,杨卓,况

晨,刘保江 

2 

学科引领、思

政赋能、产教

融合的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

践 

“纺织之

光”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

会纺织高等

教育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赵涛,董霞,

陶莉,钱强,

徐红,刘保

江,俞丹 

1 1 2023 

3 

思政引领、知

识融通、实践

赋能的物理化

学课程育人体

系探索 

“纺织之

光”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

会纺织高等

教育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边绍伟,咸

春颖,沈丽,

张健,赵亚

萍,张帅 

1 1 2023 

4 

价值领航、工

学相长、服务

社会，高等继

续教育课程思

政生态圈的构

建与 实践 

“纺织之

光”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

会纺织高等

教育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陆忠平,徐

菲,刘艳姣,

雷丽丽,刘

琳,周德红,

葛凤燕,贺

善侃,韩冰,

张冉 

1 1 2023 

（四）导师指导 

1.导师责任落实情况 

2.导师培训情况 

导师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人次 主办单位 备注 

1 
实验室安全准入

培训 
2023-03-01  22 东华大学  

2 

教育部高等学校

实验室安全  

检查项目表培训  

2023-05-16 22 
化学与化工学

院 
 

3 
大型仪器共享平

台使用培训 
2023-06-24 10 东华大学  

4 
师德师风专题网

络轮训 
2023-09-13 22 东华大学  

其他 （若表格中无法填写，可在本栏填写导师培训情况的文字描述，限 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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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训练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加人数 教育内容（限 100字） 

1 
科学素养概论 课程 80 

研究过程中的科学道德和学

术道德的培养 

2 “学术引领、

科技助力、创

新赋能”学术

报告会 

报告会 80 
学科领域中最新的科研成果

和研究进展 

3 2023年科学道

德与学风建设

宣讲报告会 

报告会 70 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 

其他 （若表格中无法填写，可在本栏填写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

况，预防学术不端行为的措施，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的文字描述，限 300字。）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2      

……      

 

（七）培养质量 

1.学位论文质量情况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可从学

位论文各类抽检、评审、答辩、优秀学位论文等方面进行分析。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质量持续保持高水平，已连续在各类抽检、评审、答辩中

实现 100%通过率，充分体现了学位点在研究生培养和质量保障方面的成效与优

势。 

在各类抽检和评审中，学位论文的选题创新性、研究方法科学性和成果应用

性获得了专家的一致认可。评审专家对论文的学术深度、逻辑严谨性以及技术路

线的合理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在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和答辩环节，研究生展

现出的扎实基础与创新能力得到了导师和评审委员的充分肯定。 

在优秀学位论文评选方面，本学位点也取得了突出成绩。本年度有多篇论文

被评为校级优秀学位论文，其中部分被推荐参评更高层次的省级优秀学位论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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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论文的高质量反映了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取得的显著进步，也彰显了学位点

导师团队的悉心指导和学术能力。 

为实现连续两年 100%通过率，本学位点实施了以下保障措施： 

1）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从选题立项到最终答辩，严格把控每个环节，确保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

性。特别是在开题和中期检查阶段，通过多轮审核和反馈优化研究设计，提高论

文的整体质量。 

2）加强学术指导 

依托导师团队的专业优势和学术积淀，为研究生提供系统性指导，帮助学生

在学术思维、写作能力和创新实践上实现全面提升。 

3）强化学术道德建设 

通过学术规范培训和严格的查重与审查机制，有效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确保

论文的原创性和学术诚信。 

4）丰富科研支持资源 

通过组织学术沙龙、论文写作培训、模拟答辩等活动，为研究生搭建多层次、

多样化的学习交流平台，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论文撰写能力。 

未来，本学位点将继续深化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保持对学术规范的严格

要求，推动学术水平再上新台阶。同时，积极鼓励研究生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提供有力支持。 

2.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 

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

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

名称 
组织单位类型 获奖人姓名 

1        

 

（八）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 

硕士毕业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党

政 

机

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

他 

全日制 

硕士 
1 0 2 0 0 2 4 2 5 0 0 4 

1

2 

非全日

制硕士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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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本年度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况。 

纵向、横向到校科研经费数 

年度 
数量（万元） 

纵向科研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 

2023 109.5 396.82 

地方政府投入超过 500万的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入单位名称 项目经费（万元） 立项时间 

项目起止年月 

项目起

始年月 

项目终

止年月 

1      

 

（二）支撑平台 

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序号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字内） 

1 
国家染整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国家级 

中心汇集院士、杰青等本领域拔尖人才的师资队

伍，承担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涉及标准研制、技术研发等科研工作，同时

建立产学研模式，为培养  

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和工程管理人才提供强有力

支撑。 

2 
生态纺织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省部级 

此实验室是国内从事生态纺织科学研究的唯一重

点实验室，依托具有纺织  

特色的东华大学和江南大学建设，集合两大高校

优质资源，促进了学科和  

纺织行业的的融合，丰富了学科特色，促进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 

3 

纺织行业现代染

整技术重点实验

室 

省部级 

依托东华大学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优势学科进行

建设，实验室汇集国家级  

优秀人才、省部级学术带头等师资力量，科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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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高达 6000 余万元，保障  

了学科发展以及学生科研技能的培养。  

4 

细菌纳米纤维制

造及复合技术科

研基地 

省部级 

本基地主要从事生物纳米纤维、生物纳米纤维基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在医学  

领域的应用，有力促进了本学科与医学领域的交

叉融合，为培养复合型人  

才提供良好的平台，基地现有成员中有多人获得

过各种称号和荣誉，如全  

国纺织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浦江人才等，为

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5 
国家先进印染技

术创新中心  
省部级 

本中心组建中国最先进的印染技术创新联盟，集

聚四支院士团队为代表的  

核心创新团队，开展前沿及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解决行业“卡脖子”技术问  

题，是高精尖技术人才的孵化基地。  

6 

上海纳米生物材

料与再生医学工

程技  

术研究中心  

省部级 

通过资源整合、校企合作，推进生物、材料、医

药工程相关研究成果工程  

化和产业化，促进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建设成为国内顶尖纳  

米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工程化平台 

 

（三）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奖助学金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1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19.2 32 

2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7.5 32 

3 染格助学金  助学金 0.5 1 

 

五、学位点社会服务贡献情况 

本学位点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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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进措施 

下一步改进思路 

通过进一步强化学科交叉与多元协同发展，提升研究生培养体系的灵活性

和针对性，同时加快研究成果产业化转化，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技术引擎。 

具体措施 

加强学科交叉融合 

以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为切入点，建立跨方向学术团队联合攻关机

制。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研究生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创新性研究课题。 

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推动校企合作加速研究成果在工业领域的转化，建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

室。 

定期组织企业技术需求发布会，为研究生搭建对接实际问题的实践平台。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国际课程体系，邀请国外学者为研究生提供定制化课程指导。 

增加企业导师比例，让研究生的科研与行业需求更紧密结合。 

深化课程思政教育 

针对不同学科特色，设计个性化思政课程模块，加强价值观引领。 

举办思想政治与科研道德教育的专项讲座，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学术

自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