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二级学科点名称：化学工程、应用化学、工业催化、制药工

程

专业代码：081701、081704、081705、0817Z2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拥有化学工程、应用化学、工业催化和制药工程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研究

范围涵盖了化工技术、环境工程、药物创新、表面电镀和应用催化等方面的前沿远瞻性课题。

本学科研究方向明确，研究经费充足，拥有超导核磁共振仪、高分辨率质谱仪、X射线光电子能

谱仪和液相质谱联用仪等一批现代分析仪器。本学科对精细化工、生物化工和医药行业的产品开发、

生产、分析、检测、应用、销售、技术服务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国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和资源、能源的合理优化尤为关键。本学科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深化、

完善和创新，努力形成具有生命力和应用前景的交叉学科。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健康的体魄和心理、良好的职

业素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宽广的国际视野，具备通用的化学工程与技术的基础

知识和技能，能解决化学工程与技术及相关领域的应用技术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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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 具有从事化工生产、研究、设计和开发、化工过程模拟优化、在线生产管理及质量监控，环

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以及在企事业单位从事研究和管理的能力；

2. 掌握催化科学的基础理论、催化剂及催化反应过程的研究方法，运用先进的实验和测试技术

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工作；

3. 掌握精细化工产品开发、研究和生产的专业知识，了解纳米材料主要应用领域，培养学生对

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潜力；

4. 熟悉国家关于药物生产、分析、质量控制与管理、注册、申报、设计、研发和环保等方面的

政策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前沿和动态；

5. 具有对药品的新资源、新产品和新工艺进行研究和工程设计的能力。

二、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生的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年。其中理论课程学习时间为 1年，学位论文时间

应不少于 1.5年。课程学习成绩有效期为 5年。硕士研究生提前修完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学

分、成绩优良，并在科研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可申请提前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提前毕业，但在校时

间不得少于 2学年。

三、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

1. 化学工程

(1) 绿色化学与清洁生产技术

(2) 电化学工程

(3) 石油化工

2. 应用化学

(1) 表面处理化学与技术

(2) 绿色能源化学与纳米技术

(3) 精细化学品合成

3. 工业催化

(1) 催化新材料

(2) 清洁能源与催化

(3) 环境催化

4. 制药工程



(1) 新药合成与设计

(2) 药物合成工艺

(3) 药物分析与质量控制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规定

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非学位课和必修环节三类。学位课程又分为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两类，

非学位课程为专业选修课。

研究生课程实行学分制，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32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15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14学分，必修环节 3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研究生个人培养方案

课程选择必须在导师指导下选修。

化学工程、应用化学、工业催化、制药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

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课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 课

教 师
备 注

1 2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DG2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2 √ 马教部 必修

DG1102004 通用学术英语 I 32/2 √ 外语学院 必修

DG1102005 通用学术英语 II 32/2 √
外语学院

化工学院
必修

DG0702003 研究生跨界创新能力培养 16/1 √ 化工学院 必修

DG2202009 应用数理统计基础 16/1 √

理学院 ≥2学分

DG2202010 多元统计分析 16/1 √

DG2202011 积分变换及其应用 16/1 √

DG2202012 数值计算 16/1 √

DG2202013 最优化理论及应用 16/1 √

DG2202014 矩阵论 16/1 √

DG2202015 应用随机过程 16/1 √

专

业

基

础

课

DZ0702001 高等无机化学 32/2 √
郭晓明

康诗钊

≥6学分

DZ0702002 高等有机化学 48/3 √
孙小玲

杨志强

DZ0702003 现代测试方法 32/2 √ 鲁 彦

DZ0702004 高等反应工程 32/2 √ 王 磊

DZ0702005 高等分离工程 32/2 √ 陈桂娥

DZ0702006 环境工程化学 32/2 √ 毕东苏

DZ0702007 工业催化过程导论 32/2 √ 毛东森

DZ0702008 催化原理 32/2 √ 吴贵升

DZ0702009 催化剂设计与制备 32/2 √ 毛东森

DZ0702010 高等药物化学 32/2 √
吴范宏

庞 婉

DZ0702011 药物合成反应 32/2 √ 任玉杰



DZ0702012 药物制剂工程 32/2 √
刘维俊

林文辉

非

学

位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NX0702001 石油化学 32/2 √ 韩 生

≥14学分

NX0702002 应用电化学 32/2 √ 张全生

NX0702003 环境学概论 32/2 √ 胡宏韬

NX0702004 清洁生产技术 32/2 √ 郑 义

NX0702005 催化研究方法 32/2 √ 郭晓明

NX0702006 催化反应工程 32/2 √ 李 俊

NX0702007 催化新材料 32/2 √ 沈绍典

NX0702034 波谱原理及其应用（双语） 32//2 √ 黄厚金

NX0702008 结构化学 32/2 √ 吴贵升

NX0702009 胶体与界面化学 32/2 √ 刘维俊

NX0702010 稀土化学及其应用 32/2 √ 刘小珍

NX0702011 纳米化学与纳米技术 32/2 √ 康诗钊

NX0702012 绿色能源化学 32/2 √ 李向清

NX0702013 高等天然产物化学 32/2 √ 卞 明

NX0702014 现代制药工程实验 32/2 √ 黄金文

NX0702015 高等生物化学 32/2 √
徐 毅

马宝娣

NX0702016 新药研发与申报 32/2 √ 吴范宏

NX0702017 药品质量控制和管理 32/2 √
许 旭

唐意红

NX0702018 文献检索 32/2 √ 韩 生

NX0702019 科技论文写作 16/1 √
毛东森

任玉杰

NX0702031 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 16/1 √ 程利平

NX0702032 实验数据处理 16/1 √ 开振鹏

NX0702021 知识产权法 16/1 √ 朱建育

NX0702033 绿色制药技术 32/2 √ 吴晶晶

NX2202001 数学建模 16/1 √ 理学院

必 修

环 节

B0702001 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 2学分

≥20次

（在读期间

累计，且参

加学术讲座

次数不少于

10次）

B0702003 开题报告 1学分 第 3学期

五、开题报告

为保证论文质量，研究生入学第三学期应进行开题报告。硕士生应首先把握学科发展前沿，围绕

课题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并进行实际调查，写好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并在硕士点导



师组统一安排的开题报告会上作公开报告、答辩，经审核通过者获的必修环节对应的 1学分，然后才

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

六、中期考核

为保证研究生质量，在入学后第四学期末之前进行中期考核。由导师组成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

对研究生的政治思想表现、学位课程情况、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平、

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作出评价，评定成绩，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

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至少需要参加院内组织的学术沙龙 2次。所有学生进入第三个学期起，必须

完成至少一次学术沙龙报告，作为中期考核的必要条件。没有进行学术沙龙报告的学生，中期考核视

为不合格。在外单位联合培养的学生提供在合作培养单位参加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的证明材料也被认

可。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硕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

1. 基本要求

(1) 硕士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做好选题工作，应在本学科或交叉学科范围内，

选择具有一定的难度，且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有一定作用，在学术上有一定理论价值的课题。

(2) 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不少于 1.5年。

(3)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生独立完成。

(4) 学位论文进行过程中，硕士生应至少向导师组作一次论文中期进展汇报，接受导师组对论文

工作的阶段性检查和指导。

(5) 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楚、立论正确、分析严谨、计算精确、数据可靠、言简意赅、图表清晰、

层次分明、格式规范，能体现硕士生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优良的学风。

(6)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具体格式参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的统一要求》。

(7) 硕士研究生除完成学位论文外，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授予学位规定发表论文或专利。

2. 论文内容

(1) 综述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国内外研究动态，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途径，提出论文的创

新性。

(2) 说明采用的实验方法、试验装置和计算方法，并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讨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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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出所有的公式、计算说明、列出必要的原始数据以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

3. 论文答辩

凡通过课程学习、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硕士生，经导师及导师组审核，认为论文符合答辩要求的，

可以组织论文评审答辩，规定程序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八、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

位授予工作细则》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位授予补充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