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备案专业适用） 
 

 

学校名称（盖章）：兰州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教育部 

专业名称：能源化学工程 

专业代码：081304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工学、化工与制药类 

学位授予门类：工学  

修业年限：4 年  

申请时间：2017 年 7 月 23 日 

专业负责人：梁永民 

联系电话：0931-891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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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⒈ 本表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

专业（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除外）。 

⒉ 申请表限用 A4 纸张打印填报并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 

⒊ 在学校办学基本类型、已有专业学科门类项目栏中，根据学校实

际情况在对应的方框中画√。 

⒋ 本表由申请学校的校长签字报出。 

⒌ 申请学校须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 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专业代码 

 

081304T 专业名称 能源化学工程 

 

修业年限 

 

4 年 学位授予门类 工学 

学校开始举办本

科教育的年份 

1949 年 

现有本科专业

（个） 

91 

学校本年度 

其他拟增设的 

专业名称 

临床药学、数字媒体技

术、生物制药、儿科学、

生物信息学、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草畜工

程、绿地景观工程、金

融工程、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 

本校已设的相

近本、专科专

业及开设年份 

化学，1946 年 

功能材料，2010 年 

拟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2018 年 9 月，30 人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四个年级 120 人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 S、兼有 J） 

 所在院系名称 化学化工学院 



 

 

高等学校专业设

置评议专家组织

审议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形式 

审核意见（根据 

是否具备该专业

办学条件、申请 

材料是否真实等

给出是否同意 

备案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 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兰州大学 学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 222 号 

邮政编码 730000 校园网址 www.lz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R部委院校  Ǐ地方院校  Ǐ公办  Ǐ民办  Ǐ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R大学    Ǐ学院   Ǐ独立学院    

在校本科生总数 20559 人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51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R哲学   R经济学   R法学   R教育学   R文学    R历史学 

R理学   R工学    R农学   R医学    R管理学  R艺术学 



 

 

专任教师 

总数（人） 

1958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及所占比例 
1220，62.3%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无需加页） 

 

ῒ Ὴ Ї Ņ985 ņ

Ņ211 ņ Ӑ҅ɼ 3,807֧Ї 6ү 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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ῚҲҩ 9ָЇ 4ָЇ 5үЇῚל

ָ 500ᵯָɼῒ Ҳ ָ ῠ

Ї ῊЇ Ї ԋ 12 ү ɼ

91ү ҘҟЇ44ү ᵣ ҅ Ї19ү ᵣ ҅

Ї18ү Ҙҟ ᵣ ɼ װ Ї ҿ ῠԋ 10 Ҍ

ָ ɼ1999 Їᾨא 14ᵣ ҿ ɼ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当年本科招生数÷学校现有本科专业总数



 

 

3. 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简述学校定位、人才需求、专业筹建等情况）（无需加页） 

 

（1）学校定位： 

兰州大学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ñ三个代表ò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坚持ñ内涵提升，

创新驱动，质量优先，结构调整ò的发展思路，增强高等教育领域ñ国家队ò意识，走ñ有特色，高

水平ò的发展道路，始终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把师资队伍作为基本依托，把学科建设作

为战略举措，把科技创新与服务社会作为重要职责，把改革创新作为发展动力，把国际合作作为

有效途径，把大学文化作为深厚土壤，推动学校各项事业进入质量提高、创新主导、结构优化、

总体协调的新阶段，使学校成为国家特别是西部高层次人才汇聚中更加重要的人才高地。 

 

（2）人才需求： 

① 增设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是国家能源战略的迫切需求。 

根据国家新能源产业战略规划，到 2020 年我国在新能源领域投资将超 3 万亿元，国家优先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都与能源化学工程相关。甘肃省是能源大省，但

经济发展不及东部大多数城市，且落后的工业生产污染严重。随着国家以新能源为导向的产业布

局，甘肃省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从而对能源领域高级人才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自从 2011 年教

育部设立该专业以来，全国已有几十所高校开设，而甘肃省却没有高校开设能源化学工程专业，

这将无法满足今后能源化学工程及相关企业人才需求，不利于未来经济发展，因此化学化工学院

开办此专业将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需求提供专业人才。 

② 增设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是甘肃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甘肃省能源种类较多，除煤炭、石油、天然气外，还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风能

资源居全国第五位，河西的瓜州素有ñ世界风库ò之称，目前正在建设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千万千瓦

级的超大型风电基地，甘肃也是中国太阳能最为丰富的三个区域之一。所以，未来我省需要更多



 

 

的能源方向的人才且省内尚未有高校开办能源化学工程专业。 

③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光明。毕业生可在能源化工及其相关行业从事能源清

洁化、可再生能源利用、能源高效转化、化工节能评价、煤化工行业、天然气化工行业、电厂化

工综合利用行业、生物质能源化工行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理行业、石油加工行业、石油化工行业、

催化剂生产和研发行业等领域进行科研、生产设计和技术管理等工作。 

 

（3）专业筹建： 

① 能源化学工程迫切需要形成一个新的专业，培育更专业的人才。 

学院之前仅仅在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里涵盖了一些能源化学工程的内容，随着能源越来越受

到人们重视和国家对能源化学工程人才的需求，结合我院的办学特色、专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人

才培养的要求，培养具有扎实的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知识的更专业人才已经是学院的共识，同时也

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此外，能源化学工程涉及能源、化学、生物和材料等学科，兰州大学的

这些学科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教学模式，能够为能源化学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② 学院开设有多门与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相关的课程与实验。 

学院为化学工程与工艺和功能材料专业开设的多门必修和选修课程与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直

接相关，如化学反应工程、化工热力学、工业催化概论、化工原理、化工设计、化工工艺学、化

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制图、化工过程开发与放大、化工传递过程和化工生产安全，经过对现有

课程设置优化和实验条件改造可以满足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办学要求。 

③ 学院整合了一批从事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教师队伍。 

化学化工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目前拥有了一批从事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师资队

伍，他们承担 10 余项能源化学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涉及光催化分解水制备

新型可再生能源领域、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锂离子电池、光催化、人工光合作用、非线性光



 

 

学等研究方向。通过科学研究，建立了高水平的能源化学工程科研平台，培养和建立了一支结构

合理的师资队伍，为设置能源化学工程本科专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④ 建立“基础技能训练—科研创新训练—就业创业训练”三层次的实践教学平台。 

学院整合教学科研资源，融合办学特色和学科专业特点，建立“基础技能训练—科研创新训

练—就业创业训练”三层次的实践教学平台，构建了科研促进教学、校企协同育人的教学新模式。

以三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主体，搭建基础技能训练平台，开展基本实验技能训练，让学

生牢固掌握实验技能，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依托“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甘肃省

有色金属化学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甘肃金属化合物联合实验室”、“甘肃石油化工延伸产业

联合实验室”、“省化工催化工程中心” “分析测试中心”搭建科研创新训练平台。激发学生的科研兴

趣，启迪科研思维，培养科学家精神，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依托兰州大学白银产业研究院、

兰州大学南通实践基地、兰州大学淮安高新技术研究院、兰州大学中卫高新技术研究院、兰州大

学实践教学中试车间等校企合作前沿，搭建一个实践训练与就业创业指导相结合的就业创业训练

平台，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学院的三层次实践教学平台为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学生的实践能

力培养提供了保证。 

 



 

 

4.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设置、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

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培养目标 

本专业注重引导学生如何利用化学与化工的理论与技术来解决能量转换、能量储存及新能源

等问题。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化学化工基础知识和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知识与技能，能从事化石能

源( 包括石油、煤、天然气) 、新能源(包括太阳能、 氢能、生物质能等)化工过程工程的研制与

开发、装置设计、生产过程的控制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备新产品、新工艺、新设

备、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基本能力。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能

源化工工程技术人才。 

 

基本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化工装置与设备、石油炼制、低碳能源转化与利

用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化学与化工实验技能、工程实践、计算机应用、

科学研究与工程设计方法的基本训练，具有对生产过程进行模拟优化、革新改造，对新过程进行

开发设计和对新产品进行研制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 掌握与能源化工专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理论知识和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管

理知识； 

2. 掌握能源化工专业领域的过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能源化工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

趋势，了解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发展动态； 

3. 受到能源化工实验技能、工程实践、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方法的基本训练，具有对新产品、

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 

4. 获得工程实验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基本训练，具有科学思维方法及综合运用所学科学理

论和技术手段来解决复杂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设计过程中能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安



 

 

全、健康、伦理等因素； 

5.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新

知识的能力，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 

6. 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生产、设计、研发、清洁生产、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

政策与法律、法规，能正确认识工程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7. 掌握计算机理论知识，能够应用化学化工常用软件模拟或分析计算简单的化工问题； 

8. 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能查阅专业外文文献，较熟练地阅读

本专业外文书刊，具备一定的国际交流能力。 

 

修业年限 

本专业学制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但具有学籍时间最长不超过 8

年，累计修业时间不超过 6 年。 

 

授予学位 

学生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完成本专业学习，取得规定学分，并符合学校有关学位授予

条例者，准予毕业，授予兰州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 

表一  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总表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公共基础课 必修 52.5 33.87% 999 35.46% 

专业基础课 必修 28 18.06% 504 17.89% 

专业课 
必修 14 9.03% 252 8.95% 

选修 14 9.03% 252 8.95% 

通识课  10 6.45% 180 6.39% 

课外活动和实践环节 必修 36.5 23.56% 630 22.36% 

合  计  155  2817  

 

表二  公共基础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1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6 2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4 3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4 72 4, 5 

5 大学英语 12 216 1, 2, 3, 4 

6 体育 4 144 1, 2, 3, 4 

7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3 54+18 1 

8 形势与政策 2   

9 高等数学 8 144 1, 2 

10 线性代数与数理统计 3 54 3 

11 普通物理 6 108 2, 3 

12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2 36 2 

13 兰大导读 0.5 9 1 

合计  52.5 999  

 

 

表三  专业基础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1 无机化学 3 54 1 

2 分析化学 2 36 1 

3 有机化学 4 72 2 

4 仪器分析 2 36 3 

5 物理化学 5 90 3, 4 

6 化工原理 6 108 4 

7 工程制图 3 54 1 

8 化学反应工程 3 54 5 

合计  28 504  

 

表四 专业必修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1 化学信息学 2 36 4 

2 能源材料化学 3 54 5 

3 能源化工基础 3 54 5 



 

 

4 化工传递过程 3 54 6 

5 化工热力学 3 54 6 

合计  14 252  

 

表五 专业选修课（含专业特色方向选修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1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2 36 5 指定选修课 

2 能源化工工艺学 2 36 5 指定选修课 

3 能源化工设计 2 36 5 指定选修课 

4 化工过程开发与优化设计 2 36 5 指定选修课 

5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2 36 5 指定选修课 

6 
化工节能原理与技术 2 36 6 任意选修课 

7 
化工环境工程基础 2 36 6 任意选修课 

8 
基本有机化工工艺学 2 36 6 任意选修课 

9 
工业催化概论 2 36 6 任意选修课 

10 
化工系统工程 2 36 6 任意选修课 

11 
过程测控技术 2 36 7 任意选修课 

12 
化工环保与安全 1 18 7 任意选修课 

13 
污染物排放控制与技术 2 36 7 任意选修课 

14 
煤化学与煤化工 2 36 7 任意选修课 

15 
天然气、石油化工工艺学 2 36 7 任意选修课 

16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英语 2 36 7 任意选修课 

说明：最少选修指定选修课 3 门，任意选修课 4 门，共计 14 学分。 

 

表六 通识课（含公共选修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总数 开课学期 

1 大学语文 3 54 1 

2 其它任意选修课 7 126 1, 2 

合计  10 180  

 

表七 实践环节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总数 开课学期 



 

 

1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2 72 1 

2 普通物理实验 2 72 2, 3 

3 有机化学实验 1.5 54 2 

4 仪器分析实验 1 36 3 

5 物理化学实验 2 72 4 

6 计算机辅助制图 0.5 18 5 

7 化工原理实验 2 72 5 

8 化学反应工程实验 1.5 54 6 

9 能源化工实验 3 108 7 

10 专业实习（含劳动课） 3 3周  

11 金工实习 2 2周  

12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课 1 3周 1 

13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14 能源化学工程前沿讲座 2 36 5 

15 创新创业实践 1 36  

16 毕业设计 10  7, 8 

合计  36.5 630  

 

 



5.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一） 

姓

名 

丁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73.8. 行政职务 所长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

历毕业时间、学校、

专业 

本科，1993.7.，内蒙古大学，化学 

博士，2005.2，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化学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人工光合作用的化学模拟，水的氧化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30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项；其中：国家级项，省部级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51 万元，年均 17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8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8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

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

署名

位次 
1 

In Situ Observation and Growth of Pristine Cobalt 

Sulfide acted as Bifunctional Photocatalyst for 

Hydrogen and Oxygen Evolution 

Adv. Funct. Mater. 2017, 27, 1605846 2*/5 

2 
Rationally Designed/ Constructed CoOx/WO3 Anode 

for Efficient Photoelectrochemical Water Oxidation 
ACS Catal. 2017, 7, 1841 3*/3 

3 

Efficient photocatalytic H2 evolution catalyzed by an 

unprecedented robust molecular semiconductor 

{Fe11} nanocluter without cocatalysts at neutral 

conditions 

Nano Energy 2015, 16, 247 4*/8 

4 

A Molecular Mixed-valence KegginPolyoxometalate 

Catalyst of High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for Visible 

Light-driven Water Oxidation 

Energy Environ. Sci. 2013, 6, 1170 2*/8 

目前承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

承担

工作 



 

 

担的主

要教学

科研项

目（4 项

以内） 

1 
含有稀土元素的产氧中心仿生立方烷配合物的合

成及其光催化水氧化性能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

长春应化所 

2017.3-2019.

12 
8 

负责

人 

2 丰产金属 M4O4 立方烷仿生水氧化催化剂的研究 

化工资源有

效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 

2016.1-2017.

12 
5 

负责

人 

3 
非金属参与的 sp

3
 C-H 键活化构筑 4-烷基-2-环戊

烯-1-醇核心骨架及其在天然产物合成中的应用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2016.1-2019.

12 
65 负责

人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5

项以内） 

序

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物理化学 本科生 49 72 基础课 春季学期 

2 催化研究方法 硕士生 20 54 专业课 秋季学期 

3 催化表征技术 博士生 10 54 学位课 秋季学期 

4 洁净能源化学导论 博士生 8 36 选修课 秋季学期 

教学管理部

门审核意见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二） 

姓名 景欢旺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学士 

出生年月 1963.12.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

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84 年 7 月于兰州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化学 

1998 年 6 月于兰州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物理化学 

主要从事工作

与研究方向 

催化化学，光电催化水中二氧化碳还原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90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2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项；其中：国家级项，省部级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项，省部级项目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70 万元，年均 23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36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5 人次。 

最具

代表

性的

教学

科研

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 

位次 1 
ArtificialPhotosynthesis of Alcohols 

Multi-Functionalized Semiconductor 

Photocathodes 

ChemSusChem 2017, 10, 1742 10*/10 

2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of methanol J. Mater. Chem. A 2017, 5, 5495 7*/7 

3 Ni-foam-supported and amine-functionalized J. Catal. 2017, 349, 1 8*/8 

4 Photoelectrocatalytic reduction of CO2 to methanol App.Catal. B: Env. 2017, 205, 254 7*/7 

目前

承担

的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本人承

担工作 
1 乙烯羰化制丙醛催化剂铑流失的抑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

兰州化物所 

2017.3—

2019.12 

 25 负责人 

2 催化剂的二氧化碳还原性能评价 中科院大连

物化所 

2015.10—

2017.12 

15 负责人 



 

 

要教

学科

研项

目（4

项以

内） 

3 
光电催化二氧化碳还原和光解水耦合反应制备

乙醇的研究 

煤炭转化国

家重点实验

室 

2016.1—

2017.12 

10 负责人 

4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二氧化碳还原

中的应用 

煤炭转化国

家重点实验

室 

2017.1—

2018.12 

10 负责人 

目前

承担

的主

要教

学工

作（5

项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结构化学 本科生  87  54 基础课 春季学期 

2 量子化学 本科生 50 54 选修课 秋季学期 

3 均相不对称催化 研究生 4 54 专业课 春季学期 

4 表面化学物理 博士生 10 54 学位课 秋季学期 

5 催化进展 博士生 6 54 学位课 秋季学期 

教学管理

部门审核

意见 

 

签章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三） 

姓

名 

徐彩玲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77.7.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2000.6，长安大学，应用化学 

2006.6，兰州大学，物理化学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能源材料电化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70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项；其中：国家级项，省部级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1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83 万元，年均 27.6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98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7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

署名

位次 

1 

Ni/CdS/TiO2 nanotube array heterostructures for 

high performance photoelectrochemical 

biosensing 

J. Mater. Chem. A 2015, 3, 5882 4*/4 

2 
Ni0.31Co0.69S2nanoparticles uniformly 

anchored on a porous reduced graphene oxide 

framework for a high-performance 

non-enzymatic glucose sensor 

J. Mater. Chem. A 2015, 3, 4922 3*/3 

3 
A highly sensitive non-enzymatic glucose sensor 

based on bimetallic CuïAg superstructures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2015, 63, 339 
3*/3 

4 

Surfactant Dependent Self-Organization of 

Co3O4 Nanowires on Ni Foam for High 

Performance Supercapacitors: From Nanowire 

Microspheres to Nanowire Paddy Field 

Nanoscale 2014, 6, 3638 2*/3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In-MOFs“内装”活性组分

核壳结构修饰电极的构建

及其电催化性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2017.1.—

2020.12. 

65 项目负责人 

目前承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物理化学 本科生 41 72/年 基础课 春季学期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2 新能源化学 本科生 19 36/年 选修课 春季学期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四） 

姓

名 

席聘贤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83.10. 行政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

历毕业时间、学校、

专业 

201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应用化学专业 

2010 年 12 月博士毕业于兰州大学无机化学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教学科研工作，从事无机能源材料方向的研究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2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项；其中：国家级项，省部级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65 万元，年均 21.7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62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6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

位、时间 

本人署

名位次 1 
Ni-C-N Nanosheets as Catalyst for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J. Am. Chem. Soc. 

2016, 138, 14546 
6*/7 

2 
NiO/CoN Porous Nanowires as Efficient Bifunctional 

Catalysts for Zn-Air Batteries 

ACS. Nano 2017, 

11, 2275 
9*/10 

3 
A Self-Standing High-Performance Hydrogen Evolution 

Electrode with Nanostructured NiCo2O4/CuS 

Heterostructures 

Adv. Funct. Mater. 

2015, 25, 6814 
8*/8 

4 

Self-supported nanoporous NiCo2O4 nanowires with 

cobalt-nickel layered oxide nanosheets for overall water 

splitting 

Nanoscale 2016, 8, 

1390 
8*/8 

目前承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

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

工作 



 

 

担的主

要教学

科研项

目（4 项

以内） 

1 

CoxM1-xS2-yNy 纳米线“自支

撑”电极的构筑及其电催化

析氢性能研究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2016.1—2019.12 65 

项目负责

人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

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

质 

授课时

间 1 无机化学 本科生 30 54/年 基础课 秋季学期 

2 无机化学 本科生 30 54/年 基础课 秋季学期 

3 无机化学 本科生 30 54/年 基础课 秋季学期 

教学管理部

门审核意见 

 

签章 

6. 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第一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最后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现从事专

业 

拟任课程 

专职 

/兼职 

1 丁  勇 男 44 教授 

内蒙古大学，

化学，学士 

中国科学院

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物

理化学，博士 

物理化

学 

物理化学 专职 

2 景欢旺 男 54 教授 兰州大学，化

学，学士 

兰州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 

物理化

学 

煤化学与

煤化工 

专职 

3 席聘贤 男 34 教授 
兰州大学，应

用化学，学士 

兰州大学，无

机化学，博士 

无机化

学 

新能源与

可再生能

源 

专职 

4 徐彩玲 女 40 教授 
长安大学，应

用化学，学士 

兰州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 

物理化

学 

能源材料

化学 

专职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第一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最后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现从事专

业 

拟任课程 

专职 

/兼职 

5 李  茸 女 52 教授 
兰州大学，化

学，学士 

兰州大学，高

分子化学与

物理，博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物理化学 专职 

6 刘  鹏 男 43 教授 
西北工业大

学，高分子材

料，学士 

兰州大学，高

分子化学与

物理，博士 

高分子

化学与

物理 

天然气、

石油化工

工艺学 

专职 

7 常彦龙 男 47 副教授 

浙江大学，化

工设备与机

械，学士 

兰州大学，化

学，博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能源化工

工艺学 

化工过程

开发与优

化设计 

专职 

8 赵继华 女 45 副教授 
中南大学，化

学工程与工

艺，学士 

中南大学，化

工，博士 

物理化

学 

化工环保

与安全 

专职 

9 董正平 男 34 副教授 
兰州大学，化

学工程与工

艺，学士 

兰州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化工热力

学 

专职 

10 靳军 男 45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

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学士 

兰州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 

物理化

学 

污染物排

放控制与

技术 

专职 

11 王  强 男 40 副教授 
武汉大学，化

学，学士 

美国波士顿

学院，化学，

博士 

物理化

学 

工业催化

概论 

专职 

12 胡秀琴 女 52 副教授 
兰州大学，分

析化学，学士 

兰州大学，分

析化学，学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化工环境

工程基础 

专职 

13 宫琛亮 男 34 副教授 

兰州大学，化

学，学士 

兰州大学、高

分子化学与

物理、博士 

高分子

化学与

物理 

基本有机

化工工艺

学 

专职 

14 赵永青 男 34 副教授 
兰州大学，应

用化学，学士 

兰州大学、分

析化学、博士 

电化学 
化工系统

工程 

专职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第一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最后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现从事专

业 

拟任课程 

专职 

/兼职 

15 张欢欢 女 35 副教授 
兰州大学，化

学，学士 

兰州大学，有

机化学，博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化工原理 

化工原理

实验 

专职 

16 叶为春 男 43 副教授 
兰州大学，无

机化学，学士 

兰州大学、分

析化学、博士 

电化学 
过程测控

技术 

专职 

17 于桂琴 女 38 讲师 
安徽工业大

学，精细化

工，学士 

兰州大学，有

机化学，博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化学反应

工程 

专职 

18 张向东 男 35 讲师 
大连理工大

学，精细化

工，学士 

大连理工大

学，功能材料

化学与化工，

博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能源化工

基础 

专职 

19 冯庆华 女 45 讲师 

兰州大学，高

分子化学，学

士 

兰州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工程制图 

能源化工

设计 

化工仪表

及自动化 

专职 

20 龙  雨 男 29 讲师 
兰州大学，化

学，学士 

兰州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 

化学工

程与工

艺 

化工节能

原理与技

术 

专职 

21 杜  婧 女 29 讲师 
中国农业大

学，化学，学

士 

南开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 

物理化

学 

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

业英语 

专职 

22 赵丹丹 女 41 讲师 
兰州大学，有

机化学，学士 

兰州大学、分

析化学、博士 

电化学 
化工传递

过程 

专职 

  



 

 

7. 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无机化学 54 3 唐  瑜 1 

2 分析化学 36 2 陈宏丽 2 

3 有机化学 72 4 惠新平 2 

4 仪器分析 36 2 蒲巧生 3 

5 物理化学 90 5 丁  勇 3, 4 

6 化工原理 108 6 张欢欢 4 

7 工程制图 54 3 冯庆华 1 

8 化学反应工程 54 3 于桂琴 5 

9 化学信息学 36 2 翟红林 4 

10 能源材料化学 54 3 王  强 5 

11 能源化工基础 54 3 徐彩玲 5 

12 化工传递过程 54 3 张向东 6 

13 化工热力学 54 3 龙  雨 6 

14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36 2 景欢旺 5 

15 能源化工工艺学 36 2 董正平 5 

16 能源化工设计 36 2 常彦龙 5 

17 化工过程开发与优化设计 36 2 董春旭 5 

18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36 2 冯庆华 5 

19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72 4 王  薇 1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20 普通物理实验 72 4 物理学院 2, 3 

21 有机化学实验 54 3 袁呈山 2 

22 仪器分析实验 36 2 蒲巧生 3 

23 物理化学实验 72 4 周  霞 4 

24 计算机辅助制图 18 1 翟红林 5 

25 化工原理实验 72 4 常彦龙 5 

26 化学反应工程实验 54 3 冯庆华 6 

27 能源化工实验 108 6 席聘贤 7 

28 专业实习（含劳动课） 3周  常彦龙  

29 金工实习 2周  沈永雯  

30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课 3周  军事教研室 1 

31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2 能源化学工程前沿讲座 36 2 丁  勇 5 

33 创新创业实践 36  指导教师  

34 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 7, 8 

      

      

      

      

 



 

 

  



 

 

8. 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名称 能源化学工程 

开 办 经 费

及来源 

600 万元 

校拨/自筹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

上职称(在岗)人数 

16 人 

其中该专业 

专职在岗人数 

22 

其中校内 

兼职人数 

0 

其中校

外兼职

人数 

0 

是否具备开办该 

专业所必需的图书

资料 

是 

可用于该专业

的教学实验设

备（千元以上） 

150 

（台/件） 

总价值 

（万元） 

900 

序 

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限 10 项内） 

型    号 

规    格 

台(件) 购 入 时 间 

1 球差矫正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itan 1 2016 

2 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APEX II 1 2001 

3 X-射线粉末衍射仪 XRD-6000 1 2002 

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PQ9000 1 2017 

5 振动样品磁强计 LakeShore 7304 1 2005 

6 400 兆宽腔固体核磁共振仪 
AV 400MHz WB 

Solid-State FT-NMR 
1 2007 

7 长余辉荧光粉测试系统 Lan D-2 1 2006 

8 元素分析仪 Vario EC cube 1 2009 

9 凝胶色谱 Waters 1515 1 2009 

http://syzx.lzu.edu.cn/chem/yqsb/6.asp
http://syzx.lzu.edu.cn/chem/yqsb/24.asp


 

 

10 动态粘弹谱仪（DMA） DMA/SDAT861e 1 2010 

备注  
   

注：若为医学类专业应附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9. 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学校近三年（不含本年度）增设专业情况 

序  号 专 业 代 码 本/专科 专   业   名   称 设 置 年 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