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０８１７　 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发展趋势

化学工程与技术是研究化学工业及其他过程工业中物质转化、物质组成改变、物质性状及

其变化的共同规律，以及相关工艺与装备设计、操作及其优化等关键技术的一门工程技术学

科。 它以化学、物理、数学、化工热力学、传递过程原理、化学反应工程、分离工程、过程系统工

程等基础理论为基本知识体系，以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和计算机模拟等为研究方法，通过工程

应用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各领域，尤其是资源加工、原材料制造、专用化学品生产等，并不断为之

提供新鲜学科知识，创新专门技术，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设有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生物化工、应用化学、工业催化、材料化学

工程、制药与精细化工七个学科方向，涉及各类化学品（含专用化学品）、功能材料及器件等的

制备原理和生产工艺，过程及装备的设计、放大和优化；它们各有侧重，互有交叉，与化学、环
境、材料、轻工、医药、食品等学科领域相互渗透。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通过与生物、信
息和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交叉融合，拓展出众多新的应用领域。 目前，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研究

范围不但覆盖了整个化学与石油化学工业，而且渗透到能源、环境、生物、材料、制药、冶金、轻
工、公共卫生、信息等工业及技术领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实现能源、资源、环
境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资源的深度和精细加工、资源和能源的洁净与优化利用以

及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并且支撑了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新兴

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第二部分　 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博士生需要掌握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深

入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学科综合知识，跟踪学科领域最新知识，为学位论文工作的系统性

和创新性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１． 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化学、物理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是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重要

理论基础，其中化学基础含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和生物化

学等。
２． 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传递过程原理、化学反应工程、化工热力学、

化工分离工程、化工系统工程、化工控制工程等；技术基础主要包括化工单元操作原理及设备、
过程控制技术等。

３． 对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实验技能、测试手段、仪器设备、分析软件、计
算机模拟等方法与技术的全面掌握是本学科博士生开展高质量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４． 根据研究方向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掌握相关交叉学科知识，全面和深入地了解研究方

向的发展趋势及前沿研究领域。
５．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运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论文写作，以及与国际同行学术

交流等活动。

二、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１． 学术素养

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前沿；掌握

先进科学研究方法、现代实验技能和计算机技术；具有一定的实际生产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及实际工作能力，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

资料，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与设计院所、企业

及其他单位的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
２． 学术道德

本学科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化学工程与技术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学科博士

生应具有正直诚信、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研究的优良品德，在进行科学研究、参与学术活动过程

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充分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求真务实，诚实

守信，严谨治学，洁身自律，正确对待学术名利，杜绝沽名钓誉、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等不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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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拒绝不当得利，自觉抵制和坚决杜绝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三、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１． 获取知识能力

本学科博士生不仅要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而且能够追踪国

际学术前沿与动态，能够通过课堂学习、设计实验、专题讨论、交流合作、科学文献报告会等各

种方式获得新知识、新实验技能。
２． 学术鉴别能力

熟练利用传统或电子手段获取文献、对文献进行总结，并以批判的眼光评价文献，从中提

取有用和正确的信息，以指导今后研究工作，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必备的能力。 本学科博士生应

广泛地、批判性地阅读本学科的科技文献，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对相关领域的研究问题、
研究进展、已有成果等有全面了解；能够提出同行学者或工业界感兴趣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并
可以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验方案；采用的新实验技能及所获得的新研究结果可被同行接受，
可作为科学知识的一部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３． 科学研究能力

博士生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包括：根据化学工程与技术原理，在科学前

沿、生产实际和工程应用的合适层面上提出相关科学或工程技术问题；开展合适的可重复实验

与计算机模拟，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对照分析，从而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或提出解决问题

的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或带领硕士生及其他化工实验人员

开展科研工作；能将所学的基础知识，如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反应工程、热力学、化工机械、传
递过程原理、分离工程、生物化工等知识，用于化工厂的生产设计、技术改造与科技开发。

博士生应独立完成一项研究，并能将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性的、经同行严格评审的学术期

刊上，或作为主要成员申请并获得中国或国际发明专利授权。
４． 学术创新能力

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即运用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基础知识、理论和实

验方法，在文献调研、科学实验、过程开发、工程设计等科研与应用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

５． 学术交流能力

本学科博士生应具备熟练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的能力，包括发布

学术报告，设计吸引人的富含信息的墙报，撰写用于发表的论文文稿，申请不同层次的科研基

金，进行科普宣讲等。 在学术交流中，本学科博士生应熟练应用化学工程与技术的基本原理和

专业知识，具有逻辑性和良好的思辨能力，条理清楚，表达规范。

四、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业技术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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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训练，是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主要环节。
博士学位论文应是一篇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应在化学工程与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研究

成果，能够表明作者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
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１． 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选择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前沿领域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的相关课题，能体现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论文选题应有充实的科研工作量。
博士论文的综述应介绍该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已有工作、最新动态及尚待解决的问题，说明

该选题的科学意义。
２． 规范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 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成果可在博士

学位论文中应用和发展，但不能作为博士阶段的科研成果。 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一

般不少于 ３ 年。
博士学位论文要选题新颖，概念清楚，论据充分；对所选用的研究方法要有科学依据，理论

推导正确，计算结果无误，实验数据真实可靠，分析严谨；对结论应做理论上的阐述，引用他人

的材料要引证原著。 论文应有创新性成果，要求表达简练、通顺，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逻辑性

强，图表规范。
学位论文内容的要求：
（１） 论文应包含综述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学科前沿发展动态、需要解决的问题和

途径，以及本人做出的贡献。
（２） 论文应说明采用的实验方法、实验装置和计算方法，并对整理和处理的数据进行理论

分析与讨论。
（３） 论文应对所得结果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看法和建议。
（４） 论文应给出所有的公式、计算程序说明，列出必要的原始数据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
（５） 引用他人成果、观点和数据应明确指出，与他人合作部分应说明合作者的具体工作。

即使在引用他人著述时给予注明，也不能过度引用他人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和图表。
３． 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具有创新性、先进性和科学价值，应在科学或专业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研

究成果。
博士生在获得学位前，必须在本学科有一定影响力的、经同行专家评审的国际学术刊物上

发表反映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一篇以英文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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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本学科硕士生须掌握坚实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的

研究方法、现代实验技能和计算机技术，熟悉学科方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进行科学

研究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学科综合知识，能运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跟踪学科领域前沿最新知

识，为学位论文的创造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１． 学术素养

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现代实验技能和计算机技术，熟悉本学科研

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科学研究能力。 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能

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工业生产部门的教学科研或生产与管理工作。
２． 学术道德

本学科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化学工程与技术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学科硕士

生应具有正直诚信、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研究的优良品德，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参与学术活动过

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充分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求真务实，诚
实守信，严谨治学，洁身自律，正确对待学术名利，杜绝沽名钓誉、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投机取

巧等不正之风，拒绝不当得利，自觉抵制和坚决杜绝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三、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１． 获取知识的能力

通过各种学习方式获取知识是硕士生必须具备的能力。 获取新知识包括检索、阅读、分
析、理解各种专著、论文、资料、专利及网络资源等。 硕士生必须熟悉化学工程与技术领域中相

关的文献资料，掌握其主要进展并进行综合分析，能够判断哪些问题已有研究，采用了什么方

法，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什么争论，从而指导学习和论文工作，获得研究工作所需的背景知

识。 学会利用一切可获得的信息资源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２． 科学研究能力

硕士生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从研究与开发实践中发现问题，从而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对所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开展合适的可重复实验，并设计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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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实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解决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中的实

际问题。
３． 工程实践能力

通过培养和锻炼，具备学术研究或技术开发能力，掌握相关实验技能、研究方法，能够使用

相关仪器设备进行科学研究与工程开发，在实践中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增强动手能力。
４． 学术交流能力

硕士生应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 应具有进行口头的、书面的和演示性交流技

能。 在项目可行性报告、科技论文撰写以及学术交流中能进行条理清楚、内容规范的报告和写

作。 能对自己的研究计划、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进行科学陈述和答辩，对他人工作进行正确评

价和借鉴；具有专利申请、科研项目申请的能力。

四、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培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业技术工作的

全面训练，是培养硕士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

环节。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一篇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应在化学工程与技术上做出具有一

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能够表明作者掌握了本学科坚实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基础理论、系统的专

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进行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方面的科学研究能力。
１． 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应选择化学工程与技术学

科前沿领域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相关课题，应当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

作量，具有先进性与一定的创新性。 论文要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与技术手

段，对涉及的科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能够对某方面有独立见解。 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

一般不少于 １ 年。
学位论文内容的要求：
（１） 论文应包含综述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学科前沿发展动态、需要解决的问题和

途径，以及本人做出的贡献。
（２） 论文应说明采用的实验方法、实验装置和计算方法，并对整理和处理的数据进行理论

分析与讨论。
（３） 论文应对所得结果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看法和建议。
（４） 论文应给出所有的公式、计算程序说明，列出必要的原始数据以及所引用的文献

资料。
（５） 引用他人科研成果应明确指出，与他人合作部分应说明合作者的具体工作。 即使在

引用他人著述时给予注明，也不能过度引用他人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和图表。
２． 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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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要选题新颖、概念清楚、论据充分；对所选用的研究方法要有科学依据，理论推导

正确，计算结果无误，实验数据真实可靠，分析严谨；对结论应做理论上的阐述，引用他人的材

料要引证原著。 论文应有创新性成果，要求表达简练、通顺，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图
表规范。 学位论文应能够体现硕士生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优良学风。

第四部分　 编写成员

欧阳平凯、李静海、骆广生、段雪、孙彦、李文英、彭孝军、刘洪来、王连军、李伯耿、钱宇、朱
家骅、徐春明、胡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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