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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专业简介 

一、概况 

在生物化工二级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 2010 年获

批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13年获批为广西博士学位授权点重点建设

学科，2018、2022年分别获批为广西首轮、第二轮一流学科。本学科下设

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生物化工、应用化学、工业催化、糖资源科学与工

程（自主设置）、食品化工（自主设置）等二级学科。学科拥有博士研究

生导师 3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61 人，具有博士学位 53 人，具有海外经历

教师 9 人，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1人，广西高校百名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 人，广西高校优秀人才 4 人。 

学科拥有蔗糖产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单位）、广西糖资源

绿色加工重点实验室、广西柳州螺蛳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科研及

育人平台。学科紧密围绕广西甘蔗、木薯、蚕茧、药用植物等特色资源优

势，致力于将化学化工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生物技术等交叉融合，结合

食品、医药等广西千亿元产业和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需要，培养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近年来，学科获广西科学技术奖 11 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

项，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 48 项，承担市厅级项目 33 项，发表学术论文 50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 88 篇，获发明专利授权 85项，有 19 项科研

成果实现转化。2016 年以来，研究生主持研究生创新项目 29 项，参与科

研项目 87 项，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79 篇，研究生署名的获授

权发明专利 9 项；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9 名，广西优秀毕业生 1 名，广西

三好 学生 1 名，广西青年英才助学金获得者 1 名；4 名毕业生考上博士

研究生。研究生参加 第五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获金奖 1 项、铜

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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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向食品、纺织、医药等广

西千亿元传统产业和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贯彻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能力为重的人才培养理念，整合科研、教学

与实践资源，创新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机制，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培

养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为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和战略新兴产

业的可持续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掌握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熟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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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种实验和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化学工程与技术问题的能力，以及在实践

中发现问题、凝炼科学问题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的科学态度，身心健康、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研究方向 

（一）化学工艺 

化学工艺学科立足广西特色生物资源、稀土矿产资源、铟锑锡铝锰锌

铜金银矿产资源以及食品工业、日用化工业、石油工业、涂料工业等，开

展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科学研究，形成“糖资源化工技

术与过程强化”、“精细化学品合成工艺”、“水处理技术”等三个方向。 

（二）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学科针对广西特色农林、矿产等优势资源，积极开展科学研

究与技术开发，形成了“化学反应与分离工程”、“产品工程”、“过程

强化与系统工程”等相对稳定、相互支撑、具有特色的学科方向。 

（三）生物化工 

生物化工学科是我校首批硕士授权二级学科，学科注重化学、化工、

制药、食品、生物工程等多学科交叉渗透、优势互补，形成了“生化过程

检测与控制”、“生物分子的化学修饰与功能”、“微生物育种与代谢控

制发酵”、“生物资源化工技术与过程强化”等四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

和相互支撑的研究方向。 

（四）应用化学 

应用化学学科针对广西特色农林、矿产等优势资源，积极开展科学研

究与技术开发，形成了“工业分析新技术与新方法”、“天然有机化学”、

“新型无机功能材料”等三个相对稳定、相互支撑、各具特色的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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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业分析新技术与新方法”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天然有机化学”

立足于广西特色的香料和药用植物资源研究，特色鲜明,成果突出；“新型

无机功能材料”方向注重产学研相结合，在利用化工新技术开发贵金属及

稀土金属新工艺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五）工业催化 

工业催化学科立足广西特有生物质资源、稀土矿产资源、铟锑锡铝锰

锌铜金银矿产资源以及糖业、日用化工业、石油工业、涂料工业等，开展

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能源开发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可再生物质

制氢技术研究、生物质燃料开发、燃料电池的电极材料研究、高附加值精

细化学品催化合成研究、新型催化剂制备、新型催化体系研究、催化材料

及功能分子的量子化学计算等。设置“生物质催化转化与新能源开发”和

“催化新材料与新工艺”两个研究方向。 

（六）糖资源科学与工程 

糖资源科学与工程学科以广西特色的蔗糖资源及其它多糖资源为对象，

主要研究甘蔗制糖过程的化学过程与物理过程的共性规律、生产原理、工

艺实施、过程强化与装备技术、理论，以及蔗糖、淀粉、壳聚糖等糖类物

质的性质、分离及高值化转化与综合利用等的理论、方法、应用技术和装

备。在糖资源化学与加工领域已经形成了“糖资源加工过程基础理论与技

术”、“糖资源加工过程强化与技术装备”、“糖类物质微生物发酵转化

技术”等三个稳定且富有特色的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研究方向。 

（七）食品化工 

食品化工学科针对广西甘蔗、木薯、食用油脂、果蔬等特色食品原料

的深加工，探索相关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绿色生产技术，研究食品化学组

成与加工过程中化学变化，对食品潜在有害成分进行分析和评价。形成了

“食品活性成分与有害成分的检测分析与评价”、“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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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生产技术构建与应用”、“食品化学组成与加工过程中化学变化研究与

质量控制”三个适应广西经济发展需要、富有特色的学科方向。 

四、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充分发挥指导小组的集体作用。

研究生入学 1 个月内确定导师，导师应根据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生的

实际情况，和研究生共同制定课程学习计划，研究生课程学习计划须报研

究生处和所在学院备案。培养工作遵循如下原则： 

（一）政治理论学习与经常性政治、思想、纪律和理想教育相结合。

对硕士生除开设必修的政治理论课外，还应加强形势、政策、理想、法纪、

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文

化、学术和体育活动，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公益和社会实践活动，增进身心

健康，提高人文素质。 

（二）课程教学采用讲授、讨论、专题报告、自学、实验和课程论文

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具体的教学方式主要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的特点和授

课对象确定。课程教学应注重实效，严格考核。 

（三）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并重。在重视打好坚实的理论和掌握系统

的专门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实验技能和科研工作能力的锻炼。培养硕士研

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或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四）充分发挥导师和硕士研究生两方面的积极性，尊师爱生，教学

相长。 

（五）注意因材施教，加强硕士研究生自学、独立思考和科研创新能

力的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六）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具体培养方式可以灵活多样，不断

借鉴、总结和创造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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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非学位课和补修课三类。

学位课包括学位公共课（3门，6 学分）、学位基础课（6学分）、学位专

业课（4学分）；非学位课（选修课）8学分，按研究方向设置，补修课不

计学分。 

 

课程设置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子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位 

课 

学位 

公共课 

006A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2 36 0 

010A001 英语 3 48 0 

000A0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16 0 

学位 

基础课 

004B101 数理统计 2 32 0 

004B102 传递原理 2 32 0 

004B103 反应工程 2 26 6 

004B104 现代科学分析与技术 2 32 0 

学位 

专业课 

004C101 分离工程 2 32 0 

004C102 催化反应原理 2 32 0 

004C103 化工热力学（2） 2 32 0 

004C104 材料化学 2 32 0 

004C105 生物工程原理 2 32 0 

004C106 高等生物化学* 2 32 0 

004C107 化学工程与技术综合实验(一） 2 0 32 

004C108 化学工程与技术综合实验(二） 2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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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子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非 

学 

位 

课 

专业 

选修课 

004D1116 专业英语 2 32 0 

004D101 数值分析 2 32 0 

004D102 分子模拟与设计 2 32 0 

004D103 波谱分析 2 32 0 

004D104 电化学分析 2 32 0 

004D105 化工系统工程 2 32 0 

004D106 化工流体力学 2 32 0 

004D107 天然产物化学 2 32 0 

004D108 基因工程原理 2 32 0 

004D109 代谢控制发酵 2 32 0 

004D110 生物分子的化学修饰与功能研究 2 32 0 

004D111 微生物工艺实验 2 0 32 

004D112 表面与界面化学 2 32 0 

004D113 纳米材料 2 32 0 

004D114 化学信息和化学计量学 2 32 0 

004D115 精细化工工艺学 2 32 0 

公共 

选修课 

000E001 研究生人文素质理论 1 16 0 

000E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0 

补 

修 

课 

004F101 化工原理 不 

记 

学 

分 

48 0 

004F102 物理化学 48 0 

004F103 生物化学 48 0 

004F104 微生物学 48 0 

必修实践环节 

文献阅读 1   

学术活动 1   

劳动教育课程 2   

教学实践或专业实践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