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17，申请工学硕士学位适用）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能适应现代科学发展和新

技术革命要求的科学研究、高校教学以及化学工程与技术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具

体要求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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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掌握坚实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础和宽广的专业

知识，能提出本学科中重大的前沿研究课题和方向；具有较强的实验能力，能掌

握现代测试技术、信息处理分析手段和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能力；熟悉行业领域

的相关规范，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且富有开拓进取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与作风。 

3．能在化工、建材、汽车、交通行业中的关领域（石油化工、资源与环境

化工、功能材料、能源化工、电子品化工、精细化学品、高分子化工等）的企业、

工程设计及研究院所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4．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进行专业阅读和科技论文写作。 

5．具有健康的体质与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1. 能源与新材料化工 

2. 催化剂与催化反应工程 

3. 资源环境与生物化工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3-4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休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 10 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1．学分要求  

总学分数为≥30 学时，其中课程学习学分为≥25学分，必修环节学分为 5 学

分。所修课程由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三部分组成，其中公共学位课

≥11学分，专业学位课≥8学分，专业选修课≥5学分，跨学科选修课≥1 学分。必



修环节包括：实践环节 3 学分、学术活动 1 学分、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1 学分。 

2．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公共 

学位课 

（11 学

分） 

外语 

（4 学分） 

01821031-

040 

第一外国语（上、下）

（英、日、法、德、俄

语） 

72  4 1、2 
外国语 

学院 
 

思政 

（3 学分） 

021211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6  2 1 

马克思 

主义学院 
 

02121007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马克思 

主义学院 
 

数学 

（4 学分） 

01421065 数值分析 36  2 2 理学院 
任选 

2 门 
01421061 数学物理方程 36  2 1 理学院 

01421063 应用数理统计 36  2 1 理学院 

 

专业 

学位课 

（8 学分） 

 

01521101 高等化学反应工程 24 12 2 1 化生学院  

01521102 高等化工分离工程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1103 高等化工热力学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1104 高等有机合成 22 14 2 1 化生学院  

01521106 最优化方法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1303 现代分析与测试技术 54 18 4 2 化生学院  

01521105 过程系统工程 36  2 2 化生学院  

01521107 高分子合成新技术 24 12 2 1 化生学院  

01561101 精细无机合成 36  2 2 化生学院  

01561102 精细有机合成 36  2 1 化生学院  

 

 

 

 

 

 

选修课 

（6 学分） 

 

 

 

 

 

 

 

 

 

 

 

 

 

 

专业 

选修课 

（5 学分） 

 

 

 

 

 

 

 

 

 

01522101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18  1 1 化生学院 必选 

01522107 化工专业英语 18  1 2 化生学院 必选 

01522102 化工学科发展前沿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2103 化工计算机应用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2104 催化剂表征与测试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2105 
功能化合物 

结构设计与合成 
24 12 2 1 化生学院  

01522106 高等传递原理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2310 表面与界面化学 36  2 3 化生学院  

01522108 高等仪器分析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2109 绿色化学工艺 36  2 1 化生学院  

01522110 可持续能源系统工程 36  2 2 化生学院  

01522112 高等精细化学品化学 36  2 2 化生学院  

01522114 涂料合成与涂装技术 36  2 2 化生学院  

01522115 
超临界流体技术原理

及应用 
36  2 2 化生学院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选修课 

（6 学分） 

 

 

 

专业 

选修课 

（5 学分） 

 

01522116 
腐蚀原理与防腐蚀 

工艺技术 
36  2 2 化生学院  

01522117 涂料先进表征技术 36  2 2 化生学院  

01522119 生物质功能材料 36  2 2 化生学院  

01562120 生物电化学工程 36  2 2 化生学院  

01562121 
代谢工程与合成 

生物学 
36  2 2 化生学院  

01562122 生物炼油工程 36  2 2 化生学院  

跨学科 

选修课 

（1 学分） 

 具体课程见原则意见    1-2 研究生院 
选修

1 门 

必修环节 

（5 学分） 

01524301 实践环节   3 1-5 化生学院  

01524002 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1 3 化生学院  

01524003 学术活动   1 1-5 化生学院 ≥5次 

 

五、必修环节（5 学分） 

1. 实践环节的基本类型 

（1）社会实践 

研究生可以通过组织和参与社会调查、支教、扶贫及其他志愿者服务等方式

进行实践活动，提倡以小组或团队形式开展，累计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 

研究生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后，需撰写不少于 2000 字的社会实践总结报告，

内容包括实践过程概述及体会、感想等，并附必要的佐证材料。社会实践服务对

象（单位或个人）应在报告上填写评语。研究生提交由实践单位和指导教师签署

意见的书面实践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 学分。 

（2）助研、助教、助管 

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管或助研工作，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是研

究生培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至少一个标准岗位的助教、助管或助研工作

通过后记 1 学分。 

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的相关要求和考核办法等参照《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细则》（校研字 [2016]1 号）。 

（3）创新创业竞赛 

规范和促进研究生科研成果转化，鼓励研究生开展创业实践，提高创业技能。



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并完成我校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 学分。 

（4）基金申请书撰写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省（市）级及以上自然（社会）科学基金等纵

向项目的申请书及 20 分钟汇报 PPT，经指导教师检查、评阅合格者记 1 学分。 

（5）国际交流 

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各类项目赴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学习、交流合作（不少

于 3 个月），或参加一次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

学分。 

※ 定向培养研究生、来华留学生可免修实践环节，但不记学分，所缺学分

必须通过选修课程补齐。 

2. 学术活动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

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硕士研究生应参加必要的学术讲座、学术活动，加强研究

生的科研能力、自学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学术

活动不少于5次，且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写出500字以上的心得。报告内容包括：

学术活动的时间、地点、宣讲人、报告的内容和体会等。经指导教师（小组）检

查、审核，完成者在必修环节记1个学分。 

3. 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结合导师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选择具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

作量时应考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因

素。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选题报

告和中期考核的具体要求，按照研究生手册《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

题实施办法》执行。选题报告通过后记 1 个必修环节学分。 

六、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科学研究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依托相应的科研项目、科研条件

和科研设施，开展科研工作，进行科研实践，培养较强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或承

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送盲审前，需发表 SCI 论文一篇以上。 



2．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

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科

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高。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

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

统（TMLC2）”检测，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的指

导方法，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充分发

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 

八、其他 

1.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开题前需修满学位课程的学分，允

许研究生开题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修完全部课程

即可。 

2．化学工程与技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文献

4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3．化学工程与技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每月至少 1 次、论

文工作阶段至少每月 2 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并形成制

度。 

4．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 2019 级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