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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自 1982 年开始招收培

养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2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批准为化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位点面向国家重

大战略任务需求和龙江振兴发展需要，紧跟国际科技前沿，

聚焦我国航空航天、船舶、建筑、轨道交通、电子等相关重

点领域，在复合材料领域开展原创引领性科技攻关，在特种

结构胶接和密封材料的研制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系列科研

成果在国家航空航天、国产大飞机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为

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位点拥有国家XX特种胶粘剂XX研发能力建设平台、

国家科技部化工新材料国际科技合作联合研究中心、国家发

改委特种粘接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有机高分

子材料”、“复合材料”及“精细化学工程”三个省级专业

技术领军人才梯队、省科技厅“三位一体”的省胶粘剂中试

基地、省胶粘剂重点实验室、省胶粘剂工程技术中心和省精

细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创新平台。在学位点的建设

中，积极发挥我院在相关重点领域的优势，充分利用我院现

有师资和研发平台，将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开发紧密结合，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国家和社会输出高水平的实用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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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2、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设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三

个培养方向。

（1）有机化学

本专业主要针对我国航天航空电子等高尖端领域用先

进材料和功能材料的发展需求，从事有机单体结构的设计、

制备及应用基础研究。涵盖了系列化特种单体，如芳香二酐、

芳香二胺、萘环、杂环等结构，阐明了相关亲核/亲电取代等

复杂合成反应机制机理。研究成果广泛应用高性能聚合物和

功能化材料。通过合成新单体和新技术拓展了特种复合材料

应用技术范畴，进一步推动高性能尖端材料在航空航天电子

等应用领域发展。

主要研究内容：基于亲核取代反应的芳环及杂环单体设

计、合成与应用性能研究；多相复杂有机反应体系的机制及

反应动力学研究。

研究方向为芳环及杂环特种单体合成及应用性能研究；

高性能树脂单体环加成、点击反应等反应机理及动力学研究。

（2）物理化学

本专业以催化理论与结构化学为基础，开发新型催化材

料和相关配套工艺研究与工业化试验，具有理论与应用紧密

结合的特色。本专业从催化剂分子设计理论入手，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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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系列负载型纳米金属催化剂、芳烃氧化催化剂和新型光电

材料合成催化剂，并将其用于催化直链烷烃加氢异构化制高

品质燃料，催化有机液体储氢与释氢，催化芳烃氧化及光电

材料合成等领域，不仅解决新能源化工中的催化问题，也为

新材料的开发提供新路线。

主要研究内容：沸石负载贵金属纳米催化剂的设计及催

化直链烷烃加氢异构化的研究；功能性碳-碳偶联反应催化剂

的设计与制备；高效液体有机储氢和释氢催化剂的设计与制

备；芳烃氧化和烷基化催化剂。

研究方向为环境友好催化材料与催化技术。

（3）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本专业通过对聚合物的合成、聚合物材料共混、改性及

成型加工技术的研究，探索聚合物的合成机理、聚集态结构

及其与宏观性能的关系。主要从事特种高性能树脂等高分子

材料合成、改性、功能化，复合材料基体树脂和预浸料等研

究，以及相关高技术产品的开发。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

航天、船舶、建筑、轨道交通、电子等相关重点领域。

主要研究内容：树脂合成方面，新型环氧树脂、杂环聚

合物、氰酸酯树脂、聚酰亚胺树脂、光固化单体等的合成研

究；高分子树脂结构与性能研究，开展高分子树脂高温增韧

改性及功能化改性研究，阐明热固/热塑树脂复合微观结构演

变及宏观性能之间构效关系；应用研究方面，开展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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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浸料、多温度温区胶粘剂用特种环氧树脂、双马树脂、氰

酸酯及聚酰亚胺树脂应用性能及功能化性能研究。

研究方向为特种高分子树脂合成；热固-热塑树脂复合结

构与性能研究；复合材料及胶粘剂用高分子树脂及其功能化

应用。

3、导师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

2024年我院硕士生导师中 1人被评为国家级高层次 XX

人才，1 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3 人申报黑龙江省高层次人

才，1人被聘为东北林业大学客座教授，1人获 SAMPE中国

北京分会理事和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导师综

合素质进一步提高。

4、科学成果取得新成绩

2024年，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45项，获批 26项，其

中：申报国家级项目 2项、省部级项目 9项；落实科研经费

2016.45万元。完成科研项目鉴定验收 24项，其中部委项目

7项、省自然基金项目 1项、省财政基本业务费项目 7项、

省科学院项目 9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项，发表学术文

章 47篇，其中 SCI收录 22篇。

5、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状况取

得新进展

2024年学位点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培养工作，具体工作进

展如下：严格执行《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硕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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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招生工作暂行规定（修订）》《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化

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调剂复试办法（修订）》等有

关规定，科学制定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方案，积极开展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复试、调剂及录取等工作，规范管

理，积极发布各类信息，及时接听考生问询电话并回答相关

问题。2024年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顺利完成，共招

收硕士研究生 17人。我院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49人，其中

研一 17人、研二 17人、研三 15人。

2024年我院毕业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人，其中 2人

分别考取了东北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14人

被科技型企业聘用，1人被哈尔滨市东方红中学校聘用，就

业率达 85%。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24年研究生开学之际，省科学院党组书记亲自讲授思

政课，教育引导研究生要学好看家本领、刻苦钻研，努力成

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学位点通过组织学生

参观“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举办徒步大赛、排球赛等

一系列党建活动，提高了学生党员的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

发挥了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党建工作和研究生教育

工作充分融合。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6

为优化课程结构，2024年度修订了《黑龙江省科学院石

油化学研究院化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增加了学位

选修课数量，完善了研究生课程结构，具体如下。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修读

方式
备注

公

共

课

必修

16110220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1 笔试 必选

1611022049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专题辅导
16 1 1 笔试 必选

1611022009 研究生综合英语Ⅱ 32 2 1 笔试 必选

161102201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笔试 必选

1611022050 通识教育模块 16 1 1 其他 必选

专

业

课

学位

基础

课

1612013130 现代分子结构分析 64 4 1 笔试 必选

有机化学、

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

学科必选

1612013127 现代材料结构分析 64 4 2 笔试 必选
物理化学

学科必选

学位

方向

选修

课

1912013027 安全教育 32 2 1 笔试 选修

1612013034 高等有机合成 32 2 2 笔试 选修

1612013143 有机功能材料化学 32 2 1 笔试 选修

1612013034 高等有机化学 32 2 1 笔试 选修

1612013018 电化学 32 2 2 笔试 选修

1612013016 催化原理 32 2 2 笔试 选修

1612013015 催化剂制备与设计 32 2 2 笔试 选修

1612013002 半导体光物理 32 2 2 笔试 选修

1612013124 物理化学专业英语 32 2 1 笔试 选修

1612013083 聚合物表面和界面 32 2 1 笔试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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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修读

方式
备注

1612013099 纳米复合材料 32 2 2 笔试 选修

1612013081
聚合物/无机半导体

复合材料
32 2 2 笔试 选修

161201308 聚合物合金 32 2 2 笔试 选修

1612013041 高分子专业英语 32 2 1 笔试 选修

1612013148
有机专业英语与文

献检索
32 2 1 其他 选修

1612013055
化学实验安全操作

规范
32 2 1 笔试 选修

1612013137 现代有机分离技术 32 2 1 笔试 选修

1612013072
计算化学理论与方

法
32 2 2 其他 选修

1612013044 工程复合材料 32 2 2 其他 选修

1612013103
纳米纤维的纺制与

性能
32 2 2 其他 选修

1612013003 表面物理化学 32 2 2 其他 选修

专题

课
专业课讲座 54 3 2 笔试 必选

其他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2
至少参加 5次学术活动，提交学习

心得。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2
撰写 5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与开

题报告

科研实践 2
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科研课题研

究。

2、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我院高度重视导师队伍建设，2024 年先后组织导师 42

人次参加省科学院组织的思政课程、省教育厅组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专题解读等培训，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3、学术训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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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的研究中心、实验室、科研基地等创新平台，全部

对学生开放，学术训练经费由研究院承担，学生能够学习使

用分析测试仪器，也可根据研究方向参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

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起到了推动作

用。

4、学术交流情况

我院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鼓励研究生参加线上、线

下多种形式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2024年共有 70余名学生

参加学术讲座，其中 5名学生代表参加了第一届高能射线探

索与成像材料研讨会、SAMPE中国 2024年国际学术会议等

学术会议。学生通过参加学术讲座及学术交流活动，扩宽了

学术视野，增强了学术能力，为开展科研实验提供了新思路。

5、研究生奖助情况

我院按教育部《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对

研究生进行资助，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元，2024年共

发放助学金 294000 元。同时，导师还根据学生参加科研情

况，给予一定的工作津贴和生活补贴。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创新能力和集体意识，我院

按照《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奖

励办法》，根据学生学习成绩、发表文章、申请专利、参加

文体活动等综合表现，对学生进行奖励。2024年组织开展了

优秀学生干部、科技奖、文体活动奖等评奖评优工作，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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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生干部 2人、科技奖 7人、文体活动奖 2人，共发放

奖学金 3300元。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1、规范论文外审制度，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为不断提高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2024年我院将原

本的校内外各一名专家审核论文改为两名校外专家审核论

文，同时制定了《黑龙江省科学院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论文评分要素》。校外专家按照论文选题、文献综述、研究

成果、专业水平和论文写作五方面评分要素，对学位论文进

行打分、总体评价、编写学术评语、提出论文不足及建议、

判断是否存在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这一方法，有效地提高

了 2024年毕业生学位论文质量。

2、开展研究生导师考核，提高导师专业素质

2024年我院开展了研究生导师考核工作，确定了围绕政

治方向引领、研究生指导、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科研项目、

学术交流等 11个方面的考核内容，21名导师全部通过考核。

通过对硕士研究生导师的考核，加强了导师队伍的建设与管

理，促使导师不断提升指导能力，促进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不断提高。

3、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科研能力得到提高

2024年，研究生韩玉水、张琳昱参与导师主持的省级项

目“某固定床连续催化储氢与释氢工艺研究”，开展脱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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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催化剂的设计、制备及催化脱氢性能评价；研究生梅立鑫

参与项目“某转化途径及反应过程研究”与“用于太阳能电

池的某空穴传输材料的合成与表征”，对原料进行预处理、

测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加强了该领域的基础性研究；

研究生刘跃通过参与“某催化剂制备及催化醇选择性氧化研

究”项目，参与催化剂的合成及表征，依托该项目撰写一篇

发明专利；研究生程斯、王丽萍参在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某

复合结构凝胶打印设计及结构调控机制研究”中进行制备前

驱体溶液、测试纤维与上浆剂的界面结合力以及 3D打印一

体成型的探索。研究生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增强了实践能力、

探索能力和工作能力，为日后从事科研工作奠定夯实基础。

2024年，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

论文 3篇，SCI学术论文 2篇，获授权专利 3项。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进展

2024年 12月，学位点邀请了 5位高校专家进行评议，

专家评议组认为：学位授权点达到合格评估指标的各项要求。

评估结果已上报至省学位办。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我院按照《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化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化学

研究院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



11

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2024年申请毕业的研究生

学位论文外校专家审核通过率为 100%，全部顺过学位论文

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学历证书，未出现学术造假、文字抄袭

等任何学术不端问题。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一志愿报考人数较少，招生主要以调剂为主。一是

由于学位点地处东北，不具备地理位置优势；二是由于学位

点属于科研院所，不具备高校的知名度及综合优势，影响力

较小，无法吸引更多学生报考。

2、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还需加强。一是针对导师队伍

建设开展的培训次数较少；二是导师创新、创造能力有待提

高；三是导师年龄队伍有待完善，尤其是青年导师队伍人数

较少。

（二）改进措施

1、多措并举，加大招生宣传力度。一是加强与高校合

作，通过线下开展招生宣传、印发宣传册等措施，让更多高

校学生了解学位点的科研水平和科研实力。二是充分利用中

国教育和研究生招生网等网络平台，广泛宣传招生政策及报

考优势。三是不断提高研究生导师的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

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报考。

2、推进导师队伍建设，持续提高导师整体科研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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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对导师的培训。围绕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塑造研

究生的健全人格、带好研究生队伍、坚持科研诚信等主题，

制定导师培训计划，开展主题培训。二是积极搭建平台，为

导师开展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平台。充分利用学位点在国家

国防军工领域的特色优势，给研究生导师提供和创造机会，

发挥潜力，鼓励他们承担国家部委项目，学位点在资金上给

与支持。选派研究生导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到国内外高

水大学或研究机构进修学习，开阔学术视野、拓展知识领域，

科研能力和业务水平。三是扩大研究生导师队伍。修订和完

善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补充青年导师数量，为研究生

培养提供可持续的导师队伍保障。

3、鼓励学生参加线下学术交流活动，在经费上给与支

持和资助。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线下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通

过与优秀专家及本专业方向优秀人才线下学习，不断开阔学

术视野、扩展知识领域。学位点也将提供资金投入与经费支

持，对于线下出席学术活动并发表报告的学生给予一定资金

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