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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青岛农业大学始建于1951年，是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

山东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单位，被评为“山东特色名校工程”首批立项

重点建设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始于 1977 年莱阳农学

院基础教学部的化学学科，正式成立于 2008 年。2011 年授权化学工

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应用化学、化学工程、化学

工艺、材料化学工程等学科研究方向（如表 1 所示）。化学学科 2018

年、2019 年自然指数排名连续位列全国农林院校首位，2020 年成功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表 1. 硕士点分布情况 

学科硕士点 

一级学科 设置时间 二级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 2011 

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 

化学工艺 

材料化学工程 

（1） 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落实“五育并举”，推进

“三全育人”，创建“党建+”育人模式，以新农科、新工科建设为契机，

聚焦服务农用化工和涉农材料产业发展，为社会输送了大批“知农爱

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研究生应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与实验

操作技能，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及研究动态；具有自主获取知识的

能力，较为广阔的学科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初步具有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立科学研究能力；能够适应教学、科研、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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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等多种工作岗位和需求；具有使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和

良好的学术道德修养；具有利用化学专业知识解决多学科交叉理论问

题的能力。 

（2）优势特色 

设有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国家级及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4 个，形成了本、硕一体化人才培养格局。依托学校农业学

科优势特色，积极发挥“化工+材料+农业”特质，构建了“以工强农、

以融兴农”人才培养新范式。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农化特色课程

体系；以省级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依托，以推动学科专业一体化

建设为着力点，打造了开放共享型创新实践大平台，强化了学生创新

实践能力培养；建设了“教学管理-过程监控-效果评价-问题反馈-持续

改进”闭环管理模式，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与特色 

本学科点紧密结合学校农科优势，突出化学与农业及生命科学的

交叉融合，形成了“农兽药残留检测”、“仿生药物及绿色农药创制”、

“可降解地膜、农药控释材料及纳米功能材料”等 3 个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的学科方向。学科设化学工程（081701）、化学工艺（081702）、

应用化学（081703）和材料化学工程（081704）4 个二级学科。 

化学工程：围绕化工和制药等领域，重点在热力学、动力学、分

离工程、反应工程等方面开展研究。 

化学工艺：围绕化工过程绿色化、原子经济反应、过程耦合等方

面，重点开展新型杂环药物的合成设计及产品工艺化研究。 

应用化学：围绕天然产物的开发及其应用、生物传感与生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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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重点在天然活性药物开发、仿生界面与传感、生物纳米探针

与分子识别等方面开展研究。 

材料化学工程：围绕国家对新型功能材料的需求，在光电纳米材

料、新型高分子材料、有机框架功能材料等方面开展研究，揭示材料

规模化制备中的结构控制规律。 

（二）师资队伍 

（1）师德师风建设 

化学与药学院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的思想政治建设，明确研究生导师是研

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使

命。发挥党员导师的引领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铸造“双星”党建品牌，建设高素质导师队伍：学院高度重视人才

队伍的领导、引进、培养、服务“四位一体”建设，扎实做好“铸造双星”

（共产党员之星+教学科研之星）党建特色品牌建设。学院现有博士

生导师 5 名，硕士生导师 42 名（见表 2）。打造以高层次人才为先锋，

优秀青年人才为主力的“双结合”模式，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业务优势，

高层次专家做示范，学科带头人李峰教授获评“2020 年青岛农业大学

最美教师”，支部书记、专业负责人、山东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等

优秀党员教师上党课形成为制度，结合自己岗位讲述履职尽责，担当

勇为，分享教学和科研经验，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努力造就一支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优秀导

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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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三全育人新模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选拔德才兼备的

高职称高学历党员担任支部书记，充分发挥“双带头人”的“领头雁”效

应，提升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整合学院全部育人要素合力参与育人。

倡导“聚焦关键环节、聚焦思政课程、聚焦党员教师”，让“三聚焦”贯

穿全程育人始终。学院利用“新生入学教育”、“开学第一课”、“毕业典

礼”等重要时间节点、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思政教育。打造课程思政

品牌创建项目，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社会担当意识。聚焦担任立德树

人主体责任的党员教师，培养新“四有”好导师，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立根铸魂。 

全方位多层次提升育人实效：立足第一课堂，有效提升育人质量，

构建了校、省、国三级教学资源建设的新模式。在课程建设过程中，

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挖掘立德树人的宝贵资源，落实在

第一课堂的方方面面；立足第二课堂，激发育人活力，志愿服务队、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为抓手，深化第二课堂育人实效。学院 12 名

研究生导师扎根基层，服务企业，引导教育研究生扎根基层，不忘初

心，服务社会。 

加强各种典型案例、优秀榜样的宣传，系统设计“第一课堂”、“第

二课堂”和“网络课堂”的课程及活动方案，打通壁垒，实现三类“课堂”

的无缝对接和同向同行。 

（2）教师队伍 

本学位点有专任教师 47 人，其中博士学位教师 47 人，有研究生

导师 42 人（见表 2），其中教授 22 人，副教授 19 人。拥有山东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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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1 人、山东省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3 人、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山东省优

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山东省青年科技托举人才 1 人、山东省教学

名师 1 人、青岛市教学名师 1 人、山东省青年科技创新团队 6 个。教

师大多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美国普渡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科技大学、中科院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 

表 2. 本学科点研究生导师情况统计表 

序

号 

研究 

方向 

教师 

姓名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专业技

术职务

评定年

份 

最高学位和专

业 

是

否

博

导 

是

否

兼

职

导

师 

1 有机化学 肖建 198106 教授 201209 
理学博士、有

机化学 
是 否 

2 高分子材料 牛永盛 198010 副教授 201111 
博士、高分子

材料工程 
否 否 

3 有机化学 邱斌 198906 副教授 202005 
理学博士、有

机化学 
否 否 

4 材料工程 唐斯甫 197802 教授 201707 
理学博士、无

机化学 
是 否 

5 
材料设计与

制备 
刘清芝 197903 副教授 200911 

工学博士、海

洋化学工程与

技术 

否 否 

6 
复杂体系的

分离与分析 
赵艳芳 197811 副教授 200710 

理学博士、分

析化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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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释材料、

量化计算 
孔祥平 197704 副教授 201212 

理学博士、海

洋化学 
否 否 

8 分离分析 武琪 199112 副教授 202005 
理学博士、分

析化学 
否 否 

9 酶工程 韩磊 198708 教授 201711 
工学博士、化

学工程 
否 否 

10 
生物燃料电

池 
盖盼盼 198603 教授 201607 

理学博士、化

学 
否 否 

11 
生化分析及

生物传感 
侯婷 197301 教授 201412 

哲学博士、化

学 
否 否 

12 
生化分析及

生物传感 
李峰 197003 教授 201204 

理学博士、分

析化学 
是 否 

13 

生化分析

及生物传

感 

常加富 199010 教授 202101 
理学博士、分

析化学 
否 否 

14 
生化分析及

生物传感 
葛磊 198602 教授 201407 

工学博士、材

料学 
否 否 

15 生物电分析 惠妮 197812 教授 201112 
博士、应用化

学 
否 否 

16 
生化分析及

生物传感 
刘晓娟 198312 副教授 201711 

理学博士、化

学 
否 否 

17 功能材料 马永超 198805 教授 201909 
理学博士、化

学 
否 否 

18 

电极材料的

制备及性能

研究 

龚良玉 197110 教授 200612 
理学博士、海

洋化学 
否 否 

19 功能材料 郝龙 198810 教授 201501 
工学博士、物

理化学 
否 否 

20 新型药物制 李红春 198007 副教授 201111 博士、应用化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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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学 

21 有机化学 王亮 197603 教授 201412 
理学博士、有

机化学 
否 否 

22 有机合成 李帅帅 198611 教授 201711 
理学博士、有

机化学 
是 否 

23 药学 杜丰玉 198112 教授 202203 
医学博士，海

洋药物学 
否 否 

24 药学 李秋 198806 教授 201902 
理学博士、生

物医药 
否 否 

25 药学 刘志海 198504 副教授 202203 
农学博士、药

理学 
否 否 

26 生物农药 肖琳 197609 副教授 201808 
理学博士、海

洋药物学 
否 否 

27 

纳米农

药、计算

化学 

王娟 198010 副教授 201612 

理学博士，海

洋化学工程与

技术 

否 否 

28 
荧光纳米

材料 
鲁莉华 197911 教授 201808 

理学博士、化

学 
否 否 

29 

生化分析

及生物传

感 

杨立敏 198606 教授 201903 
理学博士、化

学 
否 否 

30 
材料电化

学 
王杰 198809 教授 201902 

工学博士、材

料物理与化学 
是 否 

31 有机化学 安孝德 198901 副教授 201903 
理学博士、化

学 
否 否 

32 

微纳米材

料的制备

及电化学

性能 

孙新枝 197605 副教授 201808 
工学博士、材

料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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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药物分析 刘聪敏 198812 讲师 201808 
医学博士，药

学 
否 否 

34 药学 候冉冉 198908 副教授 202212 
农学博士、临

床兽医 
否 否 

35 

MOF 材料

的制备及

应用 

徐秀玲 198905 副教授 202005 
理学博士、化

学生物学 
否 否 

36 功能材料 朱党强 198512 教授 202005 
工学博士、化

学工程 
否 否 

37 

生化分析

及生物传

感 

谷成成 199304 教授 202209 
理学博士、分

析化学 
否 否 

38 有机化学 胡方芝 198807 副教授 202212 
理学博士、有

机化学 
否 否 

39 石油化工 李明 198704 副教授 201910 
工学博士、化

学工程与技术 
否 否 

40 有机化学 秦启学 198704 副教授 202005 
理学博士、化

学 
否 否 

41 
生物医用

材料 
孔晓颖 198808 副教授 202203 

博士、海洋生

物学 
否 否 

42 

电化学能

源与催化

材料 

玄翠娟 199003 教授 202005 
工学博士、材

料物理与化学 
否 否 

为满足学科与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学院积极从国内外知

名高校、省内外知名企业聘请了 32 名特聘教授、产业教授和产业博

士，参与学科与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订与论证，柔性参与学科与专业的

课程及实践环节教学，参与研究生的全过程培养，为学院的人才培养

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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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学院坚持人才引进与在职培养相结合，实现了师资队

伍人才总量和质量的双提升，团队成员学缘、年龄结构合理。依托国

家级和省级学科平台，根据二级学科方向，规划建设了 20 余个科研

团队，已基本实现了科研上学科交叉融合、教学上以老带新的良性发

展局面。 

（3）学术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李峰，理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

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青岛市政府特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一直从事生物传感、化学生物

学等化学与生物、海洋、食品安全等交叉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在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Analytical Chemistry,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Nano Energy 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5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6 件。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 项（20775039、21175076、21375072、

21575074、21775082、22076090、22274086），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基础研究项目（ZR2018ZC0127）1 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山东省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4 项（2012、2019、2021、2023 年度）、青岛市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 2 项（2018、2020 年度）、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

奖（CAIA 奖）一等奖（2022 年度）、二等奖（2018 年度）各 1 项、

山东省自然科学学术创新奖 1 项、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自然科

学类一等奖 3 项、第二十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银奖 1 项。曾获第三届山

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第九届山东省青年科技奖、青岛市工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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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所指导的研究生有 1 人获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自然科学类

一等奖，1 人获山东省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6 人获山东

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 人获山东省优秀研究生，5 人获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 

中青年学术骨干：肖建，博士，教授，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山东

省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山东省高层次人

才惠才卡获得者，山东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2012 年 9 月以高层次

人才引进至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工作，现为青岛农业大学功能

有机分子团队负责人和有机化学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指

导教师，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

创新计划指导教师，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指导教师。中国化

学会会员，山东省青年科技创新协会会员，山东省高端化工产业委员

会秘书长，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监事会监事，青岛农业大学化学工艺

二级学科硕士点负责人。迄今为止，已经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Angew. 

Chem. Int. Ed.、Chem. Sci.等国际顶尖或权威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56

篇，ESI 高被引论文 4 篇，总引用次数超过 1000 次，其中单篇引用

超过 200 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山东省杰

出青年基金等项目 8 项，授权国际 PCT 专利 2 项，受邀撰写英文综

述 3 篇，主编英文学术著作一部。先后荣获 Asian Core Program 

Lectureship Award、山东省青年科技奖、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

等奖、山东省自然科学学术创新奖、长和国际奖教学金、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与物理研究所科技创新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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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学术骨干：李帅帅，硕士生导师，山东省青年科技托举人

才，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主要从事药物及

精细化学品的绿色精准合成研究。工作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10 项课题；以第一作或通讯作者在 ACS Catalysis 等期刊发表 SCI 收

录论文 40 篇，其中中科院一区论文 22 篇，ESI 高被引论文 3 篇；以

第一发明人授权发明专利 3 件，实现技术转让 1 项。承担研究生《高

等有机化学》及本科生《有机化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已培养研究

生 2 名；获青岛农业大学“最美教师”称号。担任山东省科技特派员、

罗欣药业集团特聘研究员等职务。 

中青年学术骨干：唐斯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无机化学

方面的无机杂化材料的制备和光电催化性能研究。独立工作后，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山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青岛市科技计划科技惠民专项等课题；在 In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等期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4 件；承担本科生《无机化学 I、II》、《普通化学》和《基础化学实验》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中青年学术骨干：盖盼盼，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青年专家，省

属优青获得者，省高校青创人才引育团队带头人；主要从事微生物固

碳技术与生物燃料电池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面上项目和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等课题 9 项，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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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4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件；入选全球 2022 年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名单；获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二位）等奖项。承

担《分析化学》等本科课程教学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5 人，获省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省研究生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中青年学术骨干：韩磊，工学博士，教授，山东省优秀研究生导

师，城阳拔尖人才，青岛农业大学生物纳米与分子识别研究室负责人，

山东省青创引育计划团队负责人。2010 年、2016 年分别于中科院大

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化学工程）；2016 年以高层次人才引进到青

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2019 年-2020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唐本忠院

士团队学习交流。立足于智慧农业领域上游核心识别元件的构建及传

感技术开发研究，具体研究方向为生物纳米材料、聚集诱导发光材料

与微生物表面展示系统的设计及其在农业、食品、动物疾病诊断方面

的应用。在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JACS Au、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Aggregate 等权威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已授权第一发明人中国发明专利 14 件。现任

Frontiers in Chemistry 审稿编辑，30 余个国际 SCI 论文的审稿专家。 

（三）科学研究 

本学科围绕化工分离与过程控制、绿色功能材料开发、工业环境

污染治理等方向开展研究工作，2023 年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2 项，青年项目 3 项，其他省部级、厅局级等项目 12 项，以

上纵向项目总经费新增 382.1 万元（见表 3）。2023 年度横向项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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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总经费新增 363.0 万元。其余正在执行的项目进展顺利。2023 年

度获得奖项 18 项，其中省级奖项 5 项，地厅级奖项 13 项：李峰教授

带领团队完成的“环境污染因子光电传感新方法研究”获得中国分析

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CAIA 奖）一等奖、“光电化学传感平台的构筑

及其分析应用基础研究”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盖盼盼教授

带领团队完成的“生物燃料电池自供能传感新方法研究”获得中国分

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CAIA 奖）二等奖；常加富教授带领团队完

成的“面向生命健康的光电化学传感新方法”获得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科学技术奖（CAIA 奖）二等奖；马永超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面向能

源转化和环境治理关键反应的催化材料设计及应用”获得山东化学化

工学会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学术成果方面，学科教师及学生在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Green Chemistry、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等高质量期刊上发表论文 108 余篇，其

中 SCI 收录 102 篇，部分代表性成果见表 4。 

表 3. 代表性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总经费

（万元） 

1 韩磊 

单活性白色纳米酶的设计及

其在致病菌可视化检测试纸

上的应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50.00 

2 盖盼盼 

“套娃”式自供能生物传感平

台构筑及大豆细菌性病害早

期监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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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邱斌 

富电子烯（炔）参与的负氢

迁移/环化反应合成八、九 

元氮杂稠环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30.00 

4 张欣欣 

基于“分子阀门”机制构筑

CO2 筛分与电催化还原一体

化反应及其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30.00 

5 许晓凯 

基于分子内电荷转移的新型

双发射多色发光碳点的设

计、可控合成及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30.00 

6 张保华 

扩繁菌株和递送菌株规模化

生产和 RNAi 防控产品的制

剂加工 

山东省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 
50.00 

7 刘志海 

抗畜禽重大疫病的新兽药创

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科技

协作项目 

山东省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子课题 
30.00 

8 刘晓娟 

微流控介导的核酸电化学生

物传感器构建及疾病标志物

高通量检测研究 

青岛市自然科学

基金原创探索项

目 

20.00 

9 谷成成 

基于纳米酶的食源性致病菌

自供能-可视化双模式传感新

方法研究 

山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15.00 

10 李帅帅 
低酸值高磷脂含量南极磷虾

油的研发与产业化 

山东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工程合作申

报 

10.50 

11 秦启学 
基于氧自由基诱导的惰性碳-

碳 σ 键氧原子插入反应研究 

山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0.00 

12 刘清芝 
基于 SOF 材料的氢气纯化膜

的分子模拟与制备研究 

山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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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肖琳 

碱蓬来源曲霉 TR15 的吡咯

烷醇衍生物抑制耐药灰霉病

菌的机制及其构效关系研究 

山东省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 
10.00 

14 李红春 
pH 响应性 CO2 基聚合物纳米

农药制剂的构建及性能研究 

山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0.00 

15 王亮 

基于中性氧化还原策略的碳

(sp3)-氢键活化及药物合成研

究 

山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0.00 

16 谷成成 

纳米酶自供能传感平台的构

筑及多种致病菌同时检测研

究 

青岛市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 
10.00 

17 朱永哲 
国家留学基金委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专项 
国家留学基金委 6.60 

表 4. 2023 年部分代表性论文 

序

号 
名称 

第一作

者 
发表刊物 刊物级别 

1 

Recent Applications of 

Trifluoromethanesulfo

nic Anhydride in 

Organic Synthesis 

秦启学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SCI 

一区 

2 

Divergent synthesis of 

Nitrogen Heterocycles 

via H2O-mediated 

Hydride Transfer 

Reactions 

胡方芝 Green Chemistry 
SCI 

一区 

3 

Hydride Transfer-

Initiated Cross-

Dehydrogenative 

Coupling Reaction to 

安孝德 Organic Letters 
SCI 

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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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Nine-

Membered Rings 

4 

Integrating Reliable Pt-

S Bond-Mediated 3D 

DNA Nanomachine 

with Magnetic 

Separation in a 

Homogeneous 

Electrochemical 

Strategy for Exosomal 

MicroRNA Detection 

with Low Background 

and High Sensitivity 

杨立敏 
Analytical 

Chemistry 

SCI 

一区 

5 

Construction of 

Bacterial Laccase 

Displayed on The 

Microbial Surface for 

Ultrasensitive 

Biosensing of Phenolic 

Pollutants with 

Nanohybrids-Enhanced 

Performance 

赵艳芳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SCI 

一区 

6 

Ceo2@NC Nanozyme 

with Robust 

Dephosphorylation 

Ability of 

Phosphotriester: A 

盖盼盼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SCI 

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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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Colorimetric 

Assay for Rapid and 

Selective Detection of 

Paraoxon 

7 

Selective Conformer 

Detection of Short-

Lived Base Pair 

Tautomers: A 

Computational Study 

of The Unusual 

Guanine-Cytosine 

Pairs Using Ultrafast 

Resonance Raman 

Spectroscopy 

田保玲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SCI 

一区 

8 

Exploration of Water-

Soluble Natural 

AIEgens Boosting 

Label-Free Turn-on 

Fluorescent Sensing in 

a DNA Hydrogel 

王修中 
Analytical 

Chemistry 

SCI 

一区 

9 

Electronic Structure 

Exquisite Modulation 

of Nise2 Interface via 

Rationally Controlling 

Fe Doping for 

Boosting 

Electrochemical 

Oxygen Evolution 

Activity 

玄翠娟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SCI 

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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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acile Fabr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Carbon Foam from 

Fractionated Corncob 

Lignin 

梁晨 
Industrial Crops 

& Products 

SCI 

一区 

（四）教学科研支撑条件 

（1）图书期刊、数字资源 

校图书馆拥有大量化学，材料与工程学位相关图书和专业期刊，

图书馆拥有纸质图书 277.48 万册，现刊 1660 种，报纸 70 种。建设

了中国知网、维普、万方、超星、新东方英语、Web of Science、Wiley、

ScienceDirect、Proquest、Springer、Science Online、Nature 等中外文

电子资源库 94 个，其中电子图书 158.87 万册，电子期刊 102.77 万

册，学位论文 495.91 万册，音视频 18.71 万小时。馆藏书目数据、随

书光盘和电子资源 7×24 小时网上运行，提供图书借还、情报分析、

参考咨询、原文传递、查收查引、学术检索、教育培训、阅读推广、

电子阅览等服务。 

（2）平台 

本学位点拥有农用生物药创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青

岛农业大学兽用药物临床/临床前研究与试验中心（通过 CMA 认证）、

山东省动物新药创制与评价工程实验室、山东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青岛市农用生物制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青岛市农用生物制

药工程研究中心、青岛市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级平

台均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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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科研平台简介 

序号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 字内） 

1 

农用生物药创

制技术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 

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 

为本学科部分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创

新立项、专业竞赛提供了空间、硬件

及测试条件支撑 

2 

青岛农业大学

兽用药物临床/

临床前研究与

试验中心（通

过 CMA 认

证） 

省部级 

为本学科部分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创

新立项、专业竞赛提供了空间、硬件

及测试条件支撑 

3 

山东省动物新

药创制与评价

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工程研

究中心 

为本学科部分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创

新立项、专业竞赛提供了空间、硬件

及测试条件支撑 

4 

山东省生物农

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山东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为本学科部分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创

新立项、专业竞赛及工艺放大实验提

供了空间、硬件及测试条件支撑 

5 

青岛市农用生

物制药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 

青岛市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 

为本学科部分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创

新立项、专业竞赛提供了空间、硬件

及测试条件支撑 

6 

青岛市农用生

物制药工程研

究中心 

青岛市工程研

究中心  

为本学科部分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创

新立项、专业竞赛提供了空间、硬件

及测试条件支撑 

7 

青岛市建筑固

废资源化利用

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市工程研

究中心  

为本学科部分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创

新立项、专业竞赛提供了空间、硬件

及测试条件支撑 

（3）实验室及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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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点建有农用生物药物创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等地厅级及以上科研平台 7 个。学科实验室总面积 16701.37 m2，拥

有大型仪器设备 70 余台，包括核磁共振波谱仪等（见表 6），仪器设

备总值 5400 余万元，能确保每位研究生都能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 

表 6. 部分仪器设备情况 

序

号 

仪器设备名称

与型号 

生产厂家（国

别） 
价值 

对本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的支撑作用 

1 

稳态 /瞬态荧

光 光 谱 仪 ，

FLS1000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英 国

Edinburgh 

Instruments 天

美（中国） 

146

万 

为本学科研究生开设该设备的培

训课程，了解仪器的原理和操作

方法，为研究生的科学研究提供

硬件支持。并加入大型仪器共享

平台，面向校内外用户开展科研

测试服务，为青岛、山东乃至全国

用户提供测试服务。 

2 
透 射 电 镜 ，

HT7700 

日立公司（日

本） 

256

万 

为本学科研究生开设该设备的培

训课程，了解仪器的原理和操作

方法，为研究生的科学研究提供

硬件支持。并加入大型仪器共享

平台，面向校内外用户开展科研

测试服务，为青岛、山东乃至全国

用户提供测试服务。 

3 

扫描电子显微

镜 ， JEOL 

7500F 

日本电子（日

本） 

198

万 

为本学科研究生开设该设备的培

训课程，了解仪器的原理和操作

方法，为研究生的科学研究提供

硬件支持。并加入大型仪器共享

平台，面向校内外用户开展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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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服务，为青岛、山东乃至全国

用户提供测试服务。 

4 

三合一超高分

辨 质 谱 联 用

仪 ， Orbitrap 

Fusion Lumos 

赛默飞世尔科

技公司（美国） 

893

万 

为本学科研究生开设该设备的培

训课程，了解仪器的原理和操作

方法，为研究生的科学研究提供

硬件支持。并加入大型仪器共享

平台，面向校内外用户开展科研

测试服务，为青岛、山东乃至全国

用户提供测试服务。 

5 

核磁共振波谱

仪，AVIII500

型 

布 鲁 克 公 司

（德国） 

306

万 

为本学科研究生开设该设备的培

训课程，了解仪器的原理和操作

方法，为研究生的科学研究提供

硬件支持。并加入大型仪器共享

平台，面向校内外用户开展科研

测试服务，为青岛、山东乃至全国

用户提供测试服务。 

（五）奖助体系 

学校坚持激励性奖励与公平性补助并重原则，设立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助学金（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干

部奖、优秀毕业研究生奖、百伯瑞科技创新奖、研究生优秀学术论坛

奖（含优秀学位论文奖）、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以及国家助学贷款等

奖助学金，覆盖率 100%。此外，导师给每位研究生每月不低于 400

元的助研津贴。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要求，认真落实《中共青岛

农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

修订完善了《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青岛农业大

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

理办法》等系列制度文件，确保奖助学金的管理公平公正公开。 

助学金：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每生每年发放 11000 元助学金（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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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金）。其他研究生无助学金。 

奖学金：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奖学金分为国家奖学金和学校设立

的学业奖学金。奖励额度为每生每年 2000 元-20000 元，根据研究生

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综合表现等情况，按比例分不同等级进行评定，

覆盖面为 100%。其他研究生不享受奖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按照国家助学贷款的相

关规定自行申请。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复试和招生过程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坚持能力与知识考

核并重，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录取名单在本学位点所在学校网站公

示。2023 年本学位点录取学硕 35 人。招生计划 35 人，录取 35 人，

实际报到 35 人，报到率 100%。录取考生中男生 16 名，女生 29 名。 

为保证和提高生源质量，学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充分利用学校和学院等网络平台宣传学位点的科研成果，组

织有效的暑期夏令营活动，吸引更多优秀本科生报考本学位点； 

2. 积极推进并实施学校的创新人才计划，保证优秀本科生考取

本校研究生。 

（二）思政教育 

1.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课程思政 

2023 年，学校为本学位点研究生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公共学位课，并将《自然辩证法概论》等作为公共选修

课。此外，学位点教师均积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思政

案例写入教学大纲中，将“课程思政”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将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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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到科研指导中，打造全方位的育人模式。 

2. 研究生党建工作 

2023 年，研究生党支部以党史教育学习为重点，对照学院党委要

求的学习清单，高度重视并贯彻落实。通过聆听党委书记讲党课，依

托“党史学习教育”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及

“三会一课”等线上线下平台，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系统学

习。每月按时开展集中学习及个人自学，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扎

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力求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  

（三）课程教学 

表 7. 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学

分 

授课

教师 

课程简介（不

超过 100 字） 

授课语

言 

1 高等化工热力学 必修课 2.00  李明 

化工热力学是

以热力学基本

定律为基础，

研究化工过程

中各种能量的

相互转换及其

有效利用的规

律，研究物质

状态变化与物

质性质之间的

关系，研究物

理或化学变化

达到平衡的理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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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极限、条件

和状态。 

2 高等化学反应工程 必修课 2.00  白玉兰 

化学反应工程

是一门综合运

用化学热力学

和化学动力学

等相关知识，

通过研究流体

流动、混合、

传热和传质过

程等对反应的

影响，进行反

应器的分析与

设计和故障诊

断，优化反应

过程和工艺的

综合性课程。 

中文 

3 化工原理  必修课 2.00  鲁莉华 

化工原理这门

课程是结合各

单元操作和分

离工程的相关

知识，配合化

工实例，进一

步拓展学生的

化工视野。课

程内容包括化

工单元操作的

基本原理、典

型设备的结构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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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操作性

能和设计计算

等内容的学

习。 

4 高等分离工程 必修课 2.00  李双双 

高等分离工程

涉及化工分离

过程中主要分

离单元操作、

节能环保、工

业中物质分离

和纯化的工程

技术和化工分

离工程领域的

研究进展等多

方面的知识，

使学生对分离

工程的发展和

趋势及新分离

技术及其工程

化有一定的认

识。 

中文 

5 高等有机化学 必修课 1.50  王亮 

本课程深入阐

述现代有机化

学的主要理

论，研究有机

分子结构与性

能的关系，进

一步探讨重要

有机化学反应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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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的规律，

如反应途径、

反应活性中间

体与过渡态，

各种能量关

系、立体化学

特征、 有机分

子间的弱相互

作用等。 

6 高等精细化学品化学 必修课 2.00  王强 

该课程应用有

机化学的基础

理论讨论精细

有机化学品的

化学结构与其

特殊性能之间

的关系,广泛介

绍本学科的研

究前沿,使学生

在今后的开发

新产品、研究

新技术等科研

工作中会有所

启发和帮助。 

中文 

7 高等无机化学 选修课 2.00  宋祖伟 

高等无机化学

课程是以无机

化合物的结构

为基础，重点

对其结构特

征、反应机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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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形成材料

的性能，以及

结构和性能之

间的关系进行

阐述，并对前

沿方向，特别

是与配位化

学、固体材料

化学和生物无

机化学的结合

领域展开讨

论。 

8 高等物理化学 选修课 2.00  颜世海 

该课程从微观

结构内容着

手，讨论了平

衡体系热力学

和反应体系的

动力学等性

质，使微观理

论成为学习和

理解物理化学

原理的基础，

突出基础理论

与实际应用相

结合的原则。 

中文 

9 现代催化技术 选修课 2.00  康武魁 

本课程主要梳

理和归纳了催

化剂制备的科

学原理和物理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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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基础以及

技术，目的是

使学生认识到

催化剂制备过

程的科学化、

系统化。讨论

催化剂制备的

一些共同性技

术，即制备单

元操作，活化

单元操作和成

型单元操作

等。 

10 波谱分析 选修课 2.00  张炜 

本课程主要介

绍与分子结构

表征相关的波

谱法。主要内

容包括：质

谱、紫外-可见

光谱、红外光

谱、核磁共振

氢谱、核磁共

振碳谱以及波

谱综合解析。

概要地介绍图

谱产生的基本

原理、仪器构

造、样品处理

方法等。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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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精细有机合成 必修课 2.00  孙家隆 

精细有机合成

系统地介绍有

关精细有机化

工产品的研制

与生产过程中

所涉及的常用

的重要单元反

应和合成新技

术，并结合合

成实例，讲述

合成原理、操

作技术和产品

用途等内容，

最后介绍精细

有机合成最新

进展和新的研

究成果。 

中文 

12 催化剂设计及制备 必修课 2.00  牛永盛 

本课程介绍催

化剂的分子设

计方法，并通

过工业催化剂

的制备实例对

催化剂的制备

方法及工艺等

方面加以系统

讨论。注重理

论与实际相结

合，并介绍了

工业催化剂在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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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应用方

面取得的新成

果。 

13 绿色催化过程与工艺 必修课 2.00  马永超 

绿色催化过程

与工艺主要介

绍催化作用基

本概念，绿色

催化技术在绿

色化学品合

成，精细化学

品合成，环境

保护等领域的

应用，了解绿

色催化技术的

发展趋势等。 

中文 

14 现代制药工艺与工程 必修课 2.00  郝双红 

现代制药工艺

与工程主要介

绍有关化学制

药、中药制

药、生物制药

生产中的单元

操作和工艺路

线设计、选择

和改进，以及

中试放大、质

量控制和“三

废”防治等知

识，使学生具

备生产各类药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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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基本能

力。 

15 发酵工程 必修课 2.00  金玉兰 

发酵工程通过

对工业微生物

菌种来源、保

藏，微生物菌

种改造技术，

微生物发酵动

力学、培养基

制备、生物反

应器设计及发

酵生产的工艺

控制的学习，

初步掌握工业

发酵的机制和

理论基础，并

掌握发酵产物

的提取与精制

方法。 

中文 

16 生物源农药研究方法 选修课 2.00  郝双红 

生物源农药研

究方法主要介

绍几种商品化

的生物源农药

的先导化合物

及这些农药的

来源、 结构、 

作用机理和特

点 ,其中包括除 

虫菊酯、 氨基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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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酸酯类、沙

蚕毒素等，同

时以这些农药

为例，介绍常

用的研究方

法。 

17 英语科技写作 选修课 2.00  李玉文 

本课程从文献

阅读，论文写

作，论文修改

和审阅，会议

报告等方面完

整的将科学研

究相关的英文

内容呈现给学

生，为将来英

文论文写作提

供基础，激发

其科研兴趣，

为其今后更好

的从事科学研

究并展示其科

研成果打下坚

实基础。 

中文 

18 胶体与界面化学 选修课 2.00  陈蔚燕 

该课程主要介

绍胶体与界面

化学的基本原

理与应用，了

解表面活性物

质、乳状液、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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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体系、高

分子溶液领域

的研究与应

用。在此基础

上介绍胶体科

学的新发展以

及胶体与界面

化学在环境、

信息、生物、

能源等领域的

应用。 

19 应用电化学 选修课 2.00  王进平 

应用电化学是

将有关电化学

原理应用于与

实际生产过程

相关的领域。

本课程的主要

任务是介绍电

化学的基本概

念、原理和方

法以及其重要

的应用领域，

包括化学电

源、金属腐蚀

与防腐蚀、电

镀、电解及环

境电化学等。 

中文 

20 纳米材料 必修课 2.00  郝龙 
该课程主要介

绍纳米材料的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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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和基本

制备方法，纳

米材料的量子

尺寸等基本效

应，纳米材料

对纳米材料的

电子行为、表

面性质以及物

理化学性能的

影响。介绍纳

米材料在机械

和汽车产业中

的应用。 

（四）导师指导 

学位点严格按照《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遴选

导师，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求导师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提

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2023 年，根据学校导师遴选原则与基本条件，

优中选优，新遴选硕士生导师 3 人，均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和博士学

位，且科研能力突出，拥有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 

按照学校相关要求严格落实导师在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过程中的

责任，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讲座、导师能力提升培训等。为进一步加

强科研诚信建设，严明学术纪律，2023 年 5 月 25 日，青岛农业大学

化学与药学院于化学楼会议室开展科研诚信主题教育活动。会上李帅

帅院长领学了科研诚信教育的相关文件精神，通过介绍如何界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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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端行为，展示典型案例，强调作为科研主体的高校师生应该恪守科

研诚信底线、严谨治学。科研诚信是每一位教师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

要求大家必须高度重视，对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零容忍。同时要求导

师对每位研究生开展科研诚信教育，确保学院研究生培养高质量发展。 

为加强学院研究生导师的队伍建设，增强综合能力。2023 年 10

月 26 日，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于化学楼会议室召开研究生导

师培训会。会议邀请到浙江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钟为慧教授主讲，会

上钟为慧教授以《研究生协同培养的创新与实践》为题，分别从浙江

工业大学药学院、协同中心简介，研究生导师选拔与招生机制，研究

生协同培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组研究生培养体会点滴四方面展开报

告，详细介绍了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校校（院）协同的人才培养模

式，校企（行业）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校地（区域）协同的人才培

养模式以及国际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钟为慧针对研究生的选拔与管

理，总结为兴趣驱动、持之以恒、肩负使命、追求卓越四点心得体会。 

此外，为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能

力，2023 年 11 月 2 日，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于化学楼会议室

开展研究生导师培训会。此次培训会旨在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

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推动导师们学习《研究生导

师指导行为准则》，提高导师的职业素养，从而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

生导师队伍建设，构筑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五）学术训练 

为进一步强化对研究生的学术指导和训练，在培养方案中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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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科技写作》课程，规范了研究生科研论文的撰写；邀请校内外

专家，开展了学术论文写作技巧、专利撰写、科技 PPT 制作等讲座，

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学术表达能力。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认真开展学

术训练，均以主要参与人参与导师的各级科研项目中；积极协助导师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本科生进实验室等，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学院长期开展研究生年度学术进展报告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

校组织的学术活动。此外，本年度学院组织本学位点研究生参加 7 余

场学术报告、专利讲座和论文写作等（见表 8）。 

（六）学术交流 

本学位授权点积极主办和承办的各类学术交流会议，吸引了境外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专家参会，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国际交流平

台。另外，采用“请进来”的办法，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见

表 8），使研究生感受学术大师严谨的学术风范和勇于探索的科研精

神。 

表 8. 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报告题目 会议主旨 专家 时间 地点 

1 

利用 CAS 

SciFinder 

Discovery 

Platform 

(Academic) 

全面高效获

取科技信息 

以“利用 CAS SciFinder 

Discovery Platform 

(Academic) 全面高效获

取科技信息”为题作了培

训讲座，主要围绕对物

质、反应、信息三项内容

的检索方法进行了详细阐

述，同时，通过多个实例

钱欣 

博士 

2023.

03.29 

化学

楼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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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操作加深大家对该数

据库的使用方式和检索技

巧的掌握。 

2 

新型缓释肥

料及农药新

合成工艺发

展开发与应

用 

苗志伟教授依据我校特点

分别从项目研发背景、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目

标、现代农业设施灌溉模

式、农户对水溶性肥料的

需求等多个方面进行讲

解。 

苗志伟

教授 

2023.

06.15 

化学

楼 207 

3 

过渡金属催

化下联二茶

酚骨架的 C-

H 官能团化

及结构修饰 

重点讲述了在不同反应体

系下，利用过渡金属催化

高选择性活化吲哚骨架的

不同位点成功构造系列多

环系吲哚化合物的衍生

物。 

董琳教

授 

2023.

06.13 

化学

楼 207 

4 

化学原理驱

动的人工酶

生物催化 

重点围绕通过化学催化和

生物催化的交叉耦合对蛋

白进行理性设计和结构重

塑，发展具有高效催化活

性和选择性的人工酶，探

索非天然高值化学品的绿

色生物制造展开讲述。 

钟芳锐

教授 

2023.

06.13 

化学

楼 207 

5 

铜催化的叠

氮和炔烃的

不对称环加

成反应 

研究工作重点在于立足协

同催化的理念，结合新催

化剂和新试剂的设计开

发，发展导向具有手性季

碳的药物优势骨架的不对

称催化构建新方法。 

周剑教

授 

2023.

06.19 

化学

楼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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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动物源细菌

耐药性:产

生，传播及

控制 

报告分别从研究背景、细

菌耐药性的产生、传播以

及细菌快速检查与噬菌体

/裂解酶控制等方面展开

介绍。 

杜向党

教授 

2023.

06.20 

化学

楼 207 

7 

聚焦天然源

先导与新化

学实体库的

构建 

报告聚焦天然源先导与新

化学实体库的构建、天然

源生物碱与新化学实体库

的构建，分别从结构多样

性抗菌先导发现与结构优

化、生物碱导向的抗菌先

导库的构建与结构优化两

个方面，以源于异喹啉类

生物碱导向的全新杀菌化

学实体的先导发现、源于

常山碱导向的全新杀菌化

学实体的先导发现等要点

展开详细介绍。 

刘映前

教授 

2023.

10.20 

化学

楼 207 

（七）论文质量 

严把招生“入口关”、严抓毕业“出口关”，把好培养“过程关”，切

实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培养环节包括开题、中期、学术交流

和实践教育四个方面，完成四个环节并修满规定学分，学院对硕士研

究生的答辩资格和科研原始资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后方可申请预答

辩。预答辩通过后可报学校申请双盲评审。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中期

考核、预答辩、答辩等环节，均由申请点统一组织，成立校内外联合

专家组。 

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开题按所在学科方向分组进行，由校内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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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成立评审组，成绩 70 分以上为及格。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所

在专业的培养要求及研究方向高度契合。 

中期考核：研究生中期考核按所在学科方向分组进行，重点考核

研究生思想政治和道德表现、课程学习、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等情况，

成绩 70 分以上为及格。强化对未通过学生的学习状态跟踪、预警、

帮扶等工作，实现检查关口前移。 

学位论文：论文选题应面向农业相关领域，紧密结合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以及发展新材料、高端化工等现实需求，有明确的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严格学位论文双盲评阅制度，每篇论文的省内外评阅专家不少于

2 人，评阅通过后方可参与答辩。 

论文答辩：严格落实预答辩制度，预答辩专家组不少于 5 名专家，

且至少包含 1 名行业专家，成绩 70 分以上为通过；严格论文答辩资

格审查，包括课程学习、科研成果要求和学位论文送审情况审查等；

严格学位论文答辩程序，答辩委员会由 5-7 人组成，至少 3 名以上校

外专家，且不少于 1 名行业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须由校外专家担任，

答辩成绩 70 分以上为通过。 

2023 年研究生共发表 20 篇论文，授权 8 项专利；参加学硕学位

毕业论文双盲评审 24 篇，全部通过盲审。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

论文抽检中均未出现问题论文。 

（八）质量保证 

学校制定了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管理办法，明确了论文抽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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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方式和抽检结果的使用，强化“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研究生、指

导老师和培养学院的责任和提出处理措施。 

学院要求本学位点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盲审，盲审率为

100%。由于质量把关过硬，2023 年，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通过

率为 100%。 

（九）学风建设 

为适应研究生教育的结构调整和提升指导水平，推进研究生导师

队伍制度化建设，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和解聘等，颁布并实

施《青岛农业大学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青岛农

业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学院管理办法中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生

指导教师的资格和研究生日常管理以及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要求，制

定了研究生教学与管理工作量计算办法，量化了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研

究生教学与管理任务。 

为加强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在每年研究生入学教育

时，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会，使新生了解学术规范，教育

新生按照学术诚信承诺书要求，自觉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杜绝学术不

端行为，积极营造一流的学风校风。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开展潜移默化

的教育、利用思想政治课堂开展启发和渗透教育、利用导师开展模范

教育、开展学生的自律教育和开展科学精神教育。化学与药学院在研

究生的学术成果方面有严格的规定，根据《学生学术行为规范》、《青

岛农业大学科研诚信规范与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等文件，对于抄

袭剽窃他人成果、伪造篡改实验数据、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和一稿

多投等学风不正问题，一经查实，取消学籍。已经取得学位者，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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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情节恶劣的，送交有关部门查究。2023 年，本学科未发生学术

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学院配备研究生专职管理人员，学科建立了动态监测、定期评估

和专项督导相结合的研究生权益保障体系，实施学院-导师-辅导员协

同管理办法，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障研究生学习、生活等权益。

学科健全完善了研究生导师师生双向选择制度，并设有专门的机构调

解学生与导师的矛盾；学科在保证学位论文 100%盲审的同时，设盲

审结果申述处理机构，对存在争议的论文组织专家二次盲审，确保研

究生权益。通过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研究生对学院和导师

的满意度常年保持在极高水平。 

（十一）就业发展 

学校不断强化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和“全员工程”，并坚持就业

教育、指导、管理、服务“四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此外，学校还加强

和提升就业工作信息化服务水平，聚焦“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强力

打造“网站、微信公众号、网络招聘平台”等多元化信息平台，加强毕

业生就业指导，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2023 年，化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毕业总数 24 人，签约人数 23

人，签约率为 95.8%。从就业单位性质来分，党政机关 1 人，医疗卫

生单位 1 人，国有企业 2 人，民营企业 11 人，升学 8 人，（如表 9）。 

表 9.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签约情况 

单

位

类

别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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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约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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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日

制

硕

士 

2023  1  0  0 0  1 0  2  11  0  0  0  8  0 95.8% 

（十二）培养成效 

2023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获奖情况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学生参加的竞赛获奖项目 

获奖人 奖励名称及级别 获奖时间 批准单位 

谢慧慧 长和奖学金 2023.03 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

药学院 

张艳丽 山东省研究生先进结构与功能

材料学术创新论坛-一等奖 

2023.04 山东省学科评议组 

李世森 山东省研究生先进结构与功能

材料学术创新论坛-二等奖 

2023.04 山东省学科评议组 

张玉翠 长和奖学金 2023.03 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

药学院 

张玉翠 青岛市千名优秀大学生 2023.05 青岛市教育局 

李佳珠 长和奖学金 2023.03 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

药学院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围绕全球第二大农用杀菌剂丙硫菌唑产业化中高危工艺问题，与

青岛恒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低耗的丙硫菌唑连续流生产攻

关，该生产项目 2023 年初已通过安评、环评，依托该生产项目，与

该公司合作申报并获批了青岛市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示范类项目

连续流制备丙硫菌唑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示范（300 万），该项目将

形成年产万吨的连续化生产。 

（二）经济发展 



43 

 

强化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强化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能力；举办科

技成果转化培训会，邀请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就“如何进行科研成

果提炼，加快科技成果应用和转化”对全院老师进行培训。邀请科技

处针对报奖和知识产权保护开展关于“科技奖励工作情况介绍”和“十

四五知识产权保护要点培训讲座”。强化社会服务意识，与周边城市

进行技术对接，2023 年签订横向课题 12 项，合同总金额 362.9 万元

（见表 11），相关技术成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表 11. 年度横向课题 

序号 合同名称 负责人 
合同经费

（万元） 
课题来源 

1 

汽油发动机尾

气无害转化设

备造雾机 

马永超 100 企业委托 

2 
高分子吸水树

脂开发 
翟乃华 100 企业委托 

3 
高分子功能材

料开发 
翟乃华 60 企业委托 

4 
兽用泡沫消毒

剂的研发 
刘志海 10 企业委托 

5 

选择性除草剂

莠灭净原药的

开发研制 

安孝德 30 企业委托 

6 
光催化制备间

苯二甲胺 
唐斯甫 12 企业委托 

7 

植物及微生物

功能成分抑菌

及除草等农用

活性测定 

杜丰玉 4 研究所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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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种快速分析

微生物菌剂发

酵烟叶特征香

气成分的方法

开发 

刘聪敏 10 研究所委托 

9 
系列清洗配方

的开发 
王杰 10 企业委托 

10 

青岛市零售整

鸡中食源性致

病菌污染状况

调查研究 

赵莉 6.9 事业单位委托 

11 
PQQ 合成工

艺研发 
李玉文 8 企业委托 

12 

用于环境污染

物分离的纳米

颗粒修饰硅胶

固定相的制备

技术研发 

武琪 12 企业委托 

（三）文化建设 

学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做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1）完善师德师风制度 

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有针对性的制定

了《青岛农业大学教师师德师风考核办法》等制度办法，明确了师德

师风在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聘任、教职工评优和年终考核等工作中

的一票否决地位。 

（2）加强模范引领作用 

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强化教师提升师德师风的内在动力。发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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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望重的老教师言传身教和传帮带作用，帮助中青年教师进一步树立

了正确的教育观。 

五、其他 

六、存在问题 

目前本学位点学科建设上主要存在以下四点问题： 

1. 从学科层次上看，虽然本学科于 2020 年进入 ESI 前 1%，但

冲击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实力还需提高。 

2. 学位点各研究方向的实力不均衡，学科特色需要进一步凝练。

目前仅有应用化学和化学工程方向在本学科领域标志性国际顶级学

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3. 师资队伍的整体实力还不够强，缺乏团队带头人，影响了冲击

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机会和能力，缺少省级及以上的科技成果奖。 

4. 研究生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七、建设改进计划 

结合学校“十四五”规划、学院发展规划及学位点建设规划，下一

年度重点建设计划如下： 

1. 发展目标定位 

（1）进一步促进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实力的提升，提升化学工

程与技术学科在省属同类高校中的排名；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优势研究方向力争培养省部级以上

人才 1-2 名；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的研究方向，力争引进省部级以上

人才或具有重大发展潜力的高水平青年人才；努力践行“特支”计划，

凝练学科特色方向； 

（3）建设农业农村部农膜应用重点实验室，建立具备一流硬件

设备的教学科研平台，加强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进一步促进和提高科

研水平，培育标志性高水平科研成果，获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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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及社会服务能力，争取成果转化 1-2项； 

（5）强化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6）加强学生过程管理工作。 

2. 发展思路 

通过实施“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加强学科建设，提升科研水

平，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凝炼人才培养特色，深化党建和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实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

协调发展，努力把化学学科建成省级一流学科。 

3. 主要建设内容 

（1）学科建设方面 

聚焦学科前沿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进一步凝练学科交叉融合特

色，完善、优化和提升学科方向的设置，实施学科方向负责人制度，

提升应用化学、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和材料化学工程等研究方向与农

业和生命学科的交叉融合度，进一步凝聚凸显研究特色，鼓励按照学

科方向组建大团队、建设大平台、主持大项目、产出大成果；探索学

科交叉平台建设，争取 2-3 个省级交叉学科共享平台；实施新增材料

与化工一级硕士点学科培育计划。 

（2）研究生培养与导师队伍建设方面 

学习和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精神，以学科方向特色为引导，以提升研究

生培养质量为目的，进一步探索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完善课程体系，

打造研究生优质课程；充分发挥研究生实践基地优势，将更多来源于

行业和产业的科学问题转化为研究生课题，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强

化研究生课堂教学、学术指导、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

的培养环节检查和评价，注重过程管理。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意见》（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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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的实施意见》（鲁教研发〔2019〕1 号）等文件要求，依照《青岛农业

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办法》、《青岛农业大学关于加

强立德树人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进一步落实导师作为研究生培

养第一责任人的使命，明确导师育人责任和义务，强化导师学术道德。

依据《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导师

招生资格认定标准，严把导师遴选关卡。树立优秀研究生导师榜样，

表彰先进，带动导师队伍创先争优。 

（3）研究生招生质量方面 

加强内涵建设，不断增强学科吸引力。结合学院“十四五”学科发

展建设规划，强化优势学科方向的建设和实力提升。突出重点优势学

科方向，合理配置招生资源，将研究生指标向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培

养质量优秀、工作业绩显著的方向倾斜。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吸引优质生源，特别是具有推免和创新人才资格的学生报考。采用校

内讲座宣传、考研辅导机构招生直播、新媒体推送等宣传途径，强化

学科方向特点的招生宣传，确保一志愿生源报考率和上线率稳步提升。 

（4）研究生政治思想教育方面 

全面落实立德树根本任务，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创新理想

信念教育模式，持续开展为研究生广泛接受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和

实地考察等活动，培育入党积极分子，并做好研究生党员的教育工作，

引导其树立责任感和使命感，升华报国情怀。强化研究生综合素质和

能力的提升。调动研究生参加学科竞赛的积极性，培育创新创业项目，

提升研究生科研素养；通过校内培训讲座、选修课程设置等方式，进

一步提升研究生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内省能力、观察能力和实践能

力。 

（5）研究生国际交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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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索国际化交流模式，充分利用线上交流优势，加强与国

际高水平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和育人管理经验交流；鼓励研究生参与

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进一步呼吁和完善研究生出境交流的

奖助机制，推进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进程。 

4. 保障措施 

（1）组织管理：学院成立以学院院长、书记为组长，学院其他

领导和教授委员会委员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学院学位建设工

作的落实实施。 

（2）运行机制：建立统筹协调、会议协调、责任落实、工作推

进、督察督办等机制，保障学位点的发展建设。 

（3）条件保障：学院将在经费、软硬件条件方面，为学位点的

发展实施提供全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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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学位授权点现行培养方案及学位授予标准 

 

青岛农业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 

一级学科代码：0817 

一级学科名称：化学工程与技术 

 

一、学科简介 

青岛农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于 2010 年获批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含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应用化学和

材料化学工程四个二级学科。拥有农用生物制药创制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实验室、山东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

东省农用药物绿色创制与应用特色实验室、山东省动物新药

创制与评价工程实验室、山东省农业碳中和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青岛市农用生物制药工程研究中心等 8 个地厅级及以上

科研平台。 

本学科聚焦国家和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积

极对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八大发展战略”中对

高端化工和新材料产业的技术与人才需求，立足于与学校的

农业和生物特色相结合，持续加强学科内涵建设，目前在生

化分析及生物传感、功能分子合成与应用、功能材料制备与

应用、生物制药技术及应用等学科方向上培育形成了学院的

特色和优势研究方向。 

二、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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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学科名称 研究方向 

081701 化学工程 
流体相平衡与过程开发，能源化学工程，绿色化学催化工

程，过程模拟与强化。 

081702  化学工艺 
精细化学品与绿色化学工艺；聚合物合成工艺；聚合物改

性及复合材料制备工艺。 

081704 应用化学 
肿瘤、疾病等标志物的生化传感分析；光电分析；药物残

留分析；天然资源加工利用；制药与精细化工。 

081721 
材料化学工

程 

光电材料制备与应用；金属框架材料制备与应用；有机框

架材料制备与应用；纳米材料制备与应用。 

三、相关学科 

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

工程、生物工程等。 

四、培养目标 

把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和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坚

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有

较强的创新精神和良好的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分析与解决

问题能力，综合素质优秀，能适应现代化工及相关行业需要

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基本

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具有

良好的科研道德和学术精神。 

（二）掌握坚实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与技能，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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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科学研究、解决相关领域科学技术

问题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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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熟练的阅读能力，能够

较顺利地进行中、外文互译和撰写研究论文，做到文理通顺，

语法正确；具有较高的听、说能力，能满足本学科学习、研

究和学术交流的需要。 

（四）积极锻炼身体，增进身心健康，增强劳动观念，

提高个人修养，培养审美情趣。 

五、学习方式及年限 

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最长学习年

限为 5 年。 

六、培养方式与要求 

采取导师指导下的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科学研究相结

合的培养方式。 

（一）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以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并重，

注重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实行导师负责制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成立导师组，导师组由本学科方向的全体导师组成，负

责对研究生各个培养环节进行监督、检查、指导与培养。 

导师作为落实立德树人职责第一责任人，应全面负责研

究生知识与能力素质培养，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

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创新意识、加强研究生科

研能力、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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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究生日常教育和管理。 

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明确课程学习、

文献阅读、社会实践、论文选题、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和论

文撰写等。导师要对研究生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实践活动

及其他培养环节进行指导和检查每两周至少 1 次。 

七、课程设置与必修环节 

（一）课程体系与学分要求 

申请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要求获得总学分不少

于 30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6 学分，必修环节不少于

4 学分。 

学分

上限 

毕业

学分 

公共学

位课学

分 

公共必

修课 

专业学

位课学

分 

专业必

修课学

分 

专业选

修课学

分 

公共选

修课学

分 

必修环

节学分 

33 30 7 3 6 5 4 1 4 

（二）课程设置与必修环节要求 

1.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详见附件一。考试课程成绩按百分制评定，必

修课要求 70 分以上、选修课 60 分以上可获得相应学分。所

有的理论课按照每学分不少于 1 个课程思政育人案例的要求，

提交课程教学大纲。补修课程按合格或不合格评定，不计学

分。 

2.必修环节要求 

1）创新创业教育（1 学分） 

通过参加创新创业专题讲座（需提交 2 次不低于 2000 字

的总结）、创新创业竞赛或项目（获得校级及以上竞赛奖励）

等方式开展，获取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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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研讨班（1 学分） 

研究生应当积极参加学术交流与研讨，努力提高学术水

平。 

在读期间要求作院级及以上研讨班报告至少 1 次（含 1

次），采用登记条（学院盖章）的形式认定。 

3）学术活动（1 学分） 

研究生在答辩前至少应参加 5 次校内外的学术活动，鼓

励参加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含线上）。

每次活动要有至少 500 字的总结报告，注明学术活动时间、

地点、报告人、学术报告题目、报告内容，并阐明自己对相

关问题的学术观点或看法，经导师组认定后，记 1 学分。 

4）劳动教育与实践活动（1 学分） 

将安全检查、安全培训、危化品出入库管理以及教学助

教等纳入劳动教育与实践活动环节。并提交劳动教育与实践

活动考核表。经学院和导师组认定考核合格后，记 1 学分。 

5）个人培养计划 

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6）开题报告 

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硕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认真做

好论文选题工作，并形成开题报告，其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

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件 (经费、设备等)、

预期达到的目标及存在的问题等。选题须符合学科范畴。开

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 2 学期中期，研究生要在开题报告会上

作公开报告，报告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经不少于 5 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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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2 位校外专家）审核，成绩 70 分及以上方可通过；开题

报告未通过审核的，3 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开题。 

7）中期考核 

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主要检查硕士生学位论文工作

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考核不通过者，3 个

月后方可申请重新考核。 

八、学位论文 

（一）学位论文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研究生独立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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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先进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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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 

学位论文规范性要求按照《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

本要求》以及《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内容与格

式规范》规定执行。 

（二）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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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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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图表规范。学位论文

应能够体现硕士研究生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

力和优良学风。 

学位论文质量要求按照《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

要求》，以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三）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相关科研成果要求 

化学工程与技术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

积极参加科学研究，满足《化学与药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论

文答辩资格科研成果审查办法（试行）》（附件二）中规定

的科研成果条件方可申请答辩。  

九、论文预答辩、评审与答辩 

预答辩前，学院要对申请预答辩者进行资格审查和论文

文字复制比检测，审查内容包括：学业年限、学分、发表论

文等科研成果情况、中期考核等培养各环节成绩。未达培养

要求、未缴齐学费、学业年限超过 5 年以及论文存在抄袭等

情况的为审查不合格，审查不合格的不得参加预答辩。研究

生学位论文预答辩时间原则上每人不少于 30 分钟，预答辩

成绩 70 分及以上为通过。 

答辩前，学院对申请学位的毕业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资

格审查，审查内容包括学分、培养环节、科研成果、学位论

文送审及修改情况等。每篇论文的评阅专家不少于 2 人。学

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未通过者，不得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 5-7 人组成，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研究生的

导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成员至少有 2 名



56 

 

以上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必须由校外专家担任。研究

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原则上每人不少于 30 分钟，答辩成绩

70 分及以上为通过。 

以上工作的开展过程及规范按照《青岛农业大学学位证

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青岛农业大学硕士学位授予

细则》《青岛农业大学关于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实

施意见》《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科研

成果审查规定（试行）》等学校文件规定及学院实际确定。 

十、毕业与学位授予 

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

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学分，毕业论文答辩（硕士学位

论文预答辩视同于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准予毕业，并颁发

毕业证书；符合学校学位授予细则要求的，经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核，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化学

工程与技术工学硕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自 2022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本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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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设置 

类

别 
属性 

课程及培养环节名

称 
学分 

总时

（实验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课程建设单位 

（开课单位） 
备注 1 

选课说明 

必

修

课 

公共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2 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70 分及格 

 

自然辩证法 1 16 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70 分及格 

 

综合英语Ⅰ 3 48 1 外国语学院 

达到规定条件可

申请免修；65

分及格 

 

数值分析 2 32 1 理信学院 65 分及格  

专业

学位

课 

高等反应工程 2 32 1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3 选 2 高等分离工程 2 32 2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高等化工热力学 2 32 2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2 32 1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专业

必修

课 

精细化学品化学及

工艺学 
2 32 2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高等有机化学（双

语） 
2 32 1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科技英语及论文写

作 
1 16 1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选

修

课 

专业

选修

课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

科前沿 
1 16 1 化药学院 学术前沿类课程 

 

高等物理化学 2 32 2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高等无机化学 2 32 1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复合材料制备技术 2 32 2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现代催化技术 2 32 2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药物合成设计 2 32 1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回归分析与实验设

计 
2 32 1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波谱分析 2 32 1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高分子化学 2 32 2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光电功能材料 2 32 2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现代仪器分析测试

实验（四个模块）  
1 

各 16

（16） 
1 中心实验室 60 分及格 

 

天然产物化学 2 32 2 化药学院 60 分及格  

超分子化学 2 32 2 中心实验室 60 分及格  

公共

选修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

范 
1.5 24 2  

公共选修课学分

要求由各学位点

 



58 

 

课 知识产权 2 32 2  根据学校要求和

学位点实际确定 

 

安全工程概论与环

保 
2 32 1 

化药学院 

保卫处 

 

必修环节 

创新创业教育 1 16 1-5 化药学院   

研究生 seminar 1 16 3-5 化药学院   

学术活动 2 32 3-5 化药学院   

个人培养计划   1 化药学院   

开题报告   2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中期考核   4 化药学院 70 分及格  

补修课（跨

专业或同等

学力考生） 

化工原理 2 32  化药学院 
补修相关领域本

科阶段主干课程

2 门，成绩不计

入总学分，但须

有考核记录。 

 

化学反应工程 2 32  化药学院 

 

合计：本一级学科培养方案总学分：学分，课程学分：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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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化学与药学院 

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科研成果审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保障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根据《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科研成果审查办法（试

行）》（青农大校字〔2021〕143 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科研成果审查。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科研成果是指研究生基于所属一级学科相关内容

公开发表或获得的，以青岛农业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学术论文和发明专

利以及获得的相关奖励等。学术论文必须是完整的研究论文，论文必须有

原始数据的支撑，除《Nature》《Science》外，不包括综述、会议论文、

摘要、短通讯和快讯等。 

第四条 研究生未达到相应科研成果要求的视为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审查不通过。 

第五条 学术学位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时认定所取得的

科研成果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EI（ The 

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收录期刊以下列作者位次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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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生为第一作者； 

2. 研究生为并列共同第一作者前 2 位； 

3. 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 

4. 导师为并列共同第一作者第 1 位，研究生为第二作者； 

（二）以第一作者投稿 SCI 期刊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

引用报告）分区三区及其以上或 IF（Impact Factor，影响因子）≥2.0，评

审意见为修改（major revision） 以上的视为达到学术论文发表要求； 

（三）以第一作者投稿 SCI 期刊 JCR 分区一区或 IF≥5.0，评审意见为

鼓励重投（resubmission）并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审定为达到学术论文发表

要求的； 

（四）作为作者之一在《Nature》《Science》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五）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以

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2 篇； 

（六）以第一作者在一级学报（以科技处认定的为准）刊物上发表学

术论文 1 篇； 

（七）作为前 2 位发明人获得授权或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的国家发明

专利 1 件（导师作为第一发明人，学生为第二发明人）； 

（八）作为前 2 位完成人获得国家新药 1 个； 

（九）获得由青岛农业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统一认定的 A 类赛事等 1 项

（国家级特等奖或金奖全部成员、国家级一等奖或银奖前 3 位、国家级二

等奖或铜奖前 2 位）； 

（十）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各类科技大赛奖 1 项； 



(十一)以额定获奖人员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等 ;

(十二)硕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全部评阅人总体评价都为优秀 (≥⒇

分 )。

第六条 ScI收录期刊分区及影响因子,学术论文正式发表的按照论文

发表时年份的影响因子认定,学术论文未正式发表的按照论文投稿时年份

的影响因子认定。已网络版发表的论文,或者有导师签字的期刊正式接受

函的稿件视为正式发表。

第七条 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时必须提交 《青岛农业大学研

究生科研成果登记表》、科研成果复印件及原件扫描件电子版。由学院学

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申请者的学位论文答辩资格进行审查,在规定时间内

将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结果通知申请者本人,并报研究生处。

第八条 科研成果审查中,如查出研究生填报科研成果弄虚作假的,一

年内不再受理该研究生硕士学位申请,取消该研究生导师下一年度招生资

格。

第九条 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时未达到科研成果审查要求的 ,

可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延期答辩,延期答辩期限不得超过最长学业年限。

第十条 本办法自⒛19级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