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无机化学（学科代码：070301）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系统的无机化学理论基础，掌

握现代化学实验技能，了解无机化学的国际前沿领域和发展动态，能在科学研

究中作出创造性的成果，并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发展需要，面向二

十一世纪的从事无机化学研究和教育的高层次人才。

二、研究方向

1. 无机固体化学 2. 纳米化学

3. 仿生材料化学 4. 络合物化学

5. 生物无机化学 6. 新超导材料的设计和制备

7. 非线性光学材料 8. 分离提纯科学

9. 化学键理论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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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基础课和专业课如下所列。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 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4）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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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5201 固体化学原理（3） CH15202 结晶化学导论（3）

CH15203 相平衡及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3） CH15204 结构配位化学（3）

CH15205 高等无机化学（3） CH16207 无机化学进展（3）

专业选修课：

CH15206 生物无机化学（3） CH15207 近代分离方法导论（3）

CH45202 催化作用原理（4） CH44206 绿色化学（3）

PH55220 X 射线衍射（3） PH55219 透射电子显微学（2.5）

PH55222 物质结构的波谱能谱分析（3） CH16202 高等配位化学（2）

CH16206 生物无机化学导论（2）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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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学科代码：070302）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系统的分析化学理论基础和相

应的专门知识，掌握现代化学实验技术，了解分析化学的国际前沿领域和发展

动态，能在科学研究中作出创造性的成果，并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科技、教育

发展需要，从事分析化学研究和教育的高层次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纳米生物分析化学 2．化学发光分析

3．现代电化学分析 4．现代分离技术

5．光谱分析新技术 6．化学计量学与分析仪器

7．烟草化学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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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4）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CH25202 原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7 分析化学中的微机（3）

CH25215 毛细管电泳分析和进展（2） CH25208 环境监测新技术导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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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6202 全分析系统（2）

CH26206 分析化学前沿（2）（进展课）

专业选修课：

CH25210 烟草化学（2） 热分析方法及其应用（2.5）

CH25216 表面活性剂化学（2）

高等分析方法（本科生课） 生命分析化学（本科生课）

材料分析化学（本科生课） 环境化学（本科生课）

分子生物学（生命学院） 细胞生物学（生命学院）

生物化学（生命学院）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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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可再生洁净能源（学科代码：070303、070320）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系统的有机化学理论基础与专

门知识，掌握现代化学实验技术，了解有机化学的国际前沿领域和发展动态，

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并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发展需

要，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从事有机化学研究和教育的高层次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物理有机化学 2.有机合成化学

3.金属有机化学 4.材料有机化学

5.生物有机化学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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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基础课和专业课如下所列。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4）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CH35204 金属有机化学（3） CH35206 立体有机化学（2）

CH35207 材料有机化学（2） CH35701 有机实验技能训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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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5207 化学生物学（3） 有机化学研究生前沿报告（2）

有机化学进展（2）（进展课）

专业选修课：

有机波谱的综合解析（2）

计算有机化学（3）

复杂分子合成（2）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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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学科代码：070304）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能从事化学和物理交叉科学教学研究及高技术研发的高级

人才，要求毕业生具有坚实、系统的化学物理理论基础和实验技能，能正确使

用计算机，熟练应用英语；能够适应我国新时期经济、科技和教育发展的需要，

掌握了解化学物理发展的前沿与动态，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能独立、创造

性地开展研究工作。

二、研究方向

1.单分子物理化学 2.原子分子光谱与化学动力学

3.表面物理化学与催化化学 4.胶体与生物大分子物理化学

5.理论与计算化学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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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基础课和专业课如下所列。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4）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CH44202 激光化学(4) CH45202a 催化作用基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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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5204 计算量子化学（3.5） CH44206 绿色化学（3）

PH05101 高等量子力学（理学院） PH55201 高等固体物理（理学院）

CH44210a 量子化学（2） CH46212 现代化学物理进展（2）（进展课）

专业选修课：

CH46201 高等量子化学（2） CH46202 高等分子光谱学（2）

CH46203 高等分子反应动力学（2） CH46204 非平衡统计动力学（2）

CH46208 单分子化学物理（2） CH46209 高等计算物理（2）

CH46211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CH45203 非线性化学（4）

CH44205a 统计力学（3） CH44207 现代统计力学导论（2）

CH44208 表面与胶体化学（2） CH44209 应用电化学

CH45210 现代科学中的化学键能（2） CH45211 电化学科技前沿（3）

CH45212 高等分子建模和设计（4） CH45203 电化学研究方法 （4）

CH45701a 研究生化学物理专业实验（2）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3、选修物理学院相应的基础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可，具体由导师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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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学科代码：070305）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系统的化学、基础物理理论和

实验技能，了解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的发展前沿，有一定的化工知识，熟练使用

计算机和掌握一至二门外语，能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开展科研、开发和教

学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 新的聚合反应和机理 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

3. 高分子合金 4.功能高分子

5. 高分子成型物理与化学 6. 高分子溶液

7. 纳米高分子材料 8. 高分子辐射化学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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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基础课和专业课如下所列。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4）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15

CH55203 高等高分子化学（3）（进展）

CH55214 高分子标度理论（2）

Z02001800 高聚物结构（2）

专业选修课：

CH54201 高分子链构象统计学（2） CH55205 高分子合金（2）

CH55207 高分子辐射化学（2.5） CH55208 天然高分子（2）

CH55210 多相聚合物合成与表征（2） CH55213 有机高分子固体（2）

CH55215 高分子理论与模拟（2） CH55216 热塑弹性体概述（2）

CH55217 辐射化学（2.5） CH55218 电离辐射防护与剂量学（2）

CH56201 聚合反应原理专论（2）（进展）

CH56202 二维状态下的聚合（2） CH56205 辐射乳液聚合（2）

CH56207 聚合物光子材料（2） CH55219 高聚物电学性能（2）

Z02005200 高分子溶液（2）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3、选修材料加工过程专业的基础课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可，具体由导师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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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学科代码：070321、081704）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的应用化学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

了解应用化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有一定的化工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既能从事应用化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开发，

又能从事高等教育和管理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二、研究方向

1．污染控制化学 2．膜科学与技术

3．能源化学 4. 烟草化学

5. 绿色化学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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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基础课和专业课如下所列。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4）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CH66202 应用化学进展（2）

CH65203 水污染控制原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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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无代号）新型能源技术与应用（2）

CH66205污染控制化学前沿（2）

专业选修课：

CH66204分离科学与技术前沿（2）

（新课，无代号）环境分子生物学技术（2）

（新课，无代号）生物反应器工程（2）

（新课，无代号）废弃物资源化技术（2）

（新课，无代号）化学生态学（2）

CH25208 环境监测新技术导论（2）

PH55222 物质结构的波谱能谱分析（3）

CH44209 应用电化学

CH65207 农药化学（2）

CH65208 食品香味学（2）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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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与化学（学科代码：080501）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有坚实、系统的材料物理与化学理论基础与实验技能，了解

材料物理与化学发展的前沿和动态，能熟练使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国语，适

应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发展需要，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能在本学科及相关学

科领域独立开展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学位获得者应能承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及高科技企业的教学、科研及开发管理等工作。

二、研究方向

1.纳米材料 2.功能材料

3.高温超导电性 4.自旋电子学

5.新型人工晶体材料 6.材料理论与模拟

7.太阳能电池 8.生物材料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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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基础课和专业课如下所列。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学（3）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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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15202 材料化学（4） MS15204 薄膜材料科学与技术（3）

MS15205 晶体材料制备原理与技术（3） MS15206 纳米材料学（3）

MS15209 材料热物性学（2） MS25206 材料力学与热学性能（3）

MS15210 计算材料学（2） MS25204 陶瓷科学与工艺学（3）

专业选修课：

MS16201 新型半导体薄膜材料与技术（3）

MS16203 固体表面与界面（3）

MS26203 先进材料制备技术（2）（进展课）

MS26202 新能源材料与技术（2）（进展课）

MS26204 功能材料性能与表征（2）（进展课）

MS26205 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2）（进展课）

Z206SD101先进光电材料（1）

PH56206 材料物理实验方法（4）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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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学科代码：080502）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材料的制备、结构、性能及应用方面

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技能，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和动态，具有独立开展

本学科科学研究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学位获得者应能承担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及高科技企业的教学、科研及开发管理等工作。

二、研究方向

1.材料结构与性能关系 2．材料制备与加工

3．先进能源材料与应用技术（包括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材料，太阳能电池

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透氧透氢陶瓷膜反应器材料）

4．先进结构材料与无机膜 5．荧光材料

6. 新型碳纳米材料 7. 陶瓷敏感材料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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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基础课和专业课如下所列。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学（3）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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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25204 陶瓷科学与工艺学（3） MS25205 固体化学（3）

MS25206 材料力学与热学性能（3） MS25208 溶胶凝胶化学与工程引论（2）

MS25209 化学气相淀积化学与薄膜工艺（2）

MS25211 固体电化学与技术（3） MS15206 纳米材料学（3）

MS15210 计算材料学（2）

专业选修课：

MS26202 新能源材料与技术（2）（进展课）

MS26203 先进材料制备技术（2）（进展课）

MS26205 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2）（进展课）

MS26204 功能材料性能与表征（2） （进展课）

MS16201 新型半导体薄膜材料与技术（3）

MS16203 固体表面与界面（3）

PH56206 材料物理实验方法（4）

Z206SD101先进光电材料（1）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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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工工程（学科代码：080503）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系统的材料知识理论和熟练的实践

技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了解材料化学与物理的发展前沿，有坚实的化工知识，

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独立开展科

研和开发以及教学工作，并能作出创新性研究成果。

二、研究方向

1.聚合物加工工程 2.聚合物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应用

3.聚合物材料的改性 4.聚合物材料的功能化

三、学制及学分

1、硕士生学制为 2-3 年，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低

于 35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7 学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

学分不低于 10分，院定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

2、博士阶段学制为 3-4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不

低于 10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4 学分；院定基础课（累

计考核）为 2 学分；进展课至少2 学分。

3、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6 年，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总学分

不低于 45分（包括硕士阶段）。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为 11学

分；院定基础课获得的学分不低于 12 分（包括累计考核 2 学分），院定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获得的总学分不低于16分；总学分中至少包含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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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课 2学分。

四、课程设置

1、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环节按研究生院统一要求。

2、专业课程分为院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选修课。

基础课和专业课如下所列。

院定基础课：

累计考核（2）（博士生必修）

纳米化学（３） CH16205 团簇和团簇化学（2）

CH25203 分子光谱分析进展（3） CH25204 近代电分析化学（3）

CH25205 分离科学与进展（3） CH35201 高等有机化学（4）

CH35202 有机合成化学（4） CH34201 有机结构分析（4）

CH45208 量子化学（4） CH44203 反应动力学（4）

CH44202 分子光谱学（4） CH55201 功能高分子（4）

CH55202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4） CH55204 聚合物研究方法（4）

CH65205污染控制材料（2）

CH65201 膜科学与技术（3） CH65202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3）

MS15203 固体物理（4） MS15207 固体材料结构（4）

MS15201 材料物理（4） MS25201 热力学与相平衡（3）

MS25202 材料中的速率过程（3） MS25203 材料合成化学（3）

专业基础课：

MS35201 高分子表面与界面（3）

MS34201 聚合物加工流变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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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55210 多相聚合物合成与表征（2）

专业选修课：

CH55205 高分子合金（2） CH55207 高分子辐射化学（2）

CH55216 热塑弹性体概述（2） CH56205 辐射乳液聚合（2）

CH56207 聚合物光子材料（2）（进展）

说明：1、经导师同意，研究生可任选各学位点开出的进展课。

2、其它专业的课程及跨院系课程（含本科生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

可，具体由导师确定。

3、选修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的基础课所获得的学分予以认可，具体由

导师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