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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环境新材料（0830Z1）

英文名称：Environment & New Materials

学位类别： 学术学位 培养层次：博士生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源于安徽理工大学环境工程专业。2002年环境工程学科入选安徽省

重点建设学科，2003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17年获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2018

年环境新材料获批二级学科博士点（自设）。本学科拥有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高水

平师资队伍，教授 17人，副教授 24人。学科以控制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技术原理

和工程学方法为主要研究任务，综合运用环境、材料、化学、生物、流体、地学、

矿业和管理等学科的知识，研究开发污染治理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探索

控制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设置固体废弃物资

源化技术、环境新材料结构特性及调控机理、磁电功能材料在环境领域的应用、

生态催化材料理论与技术、电化学能源高效储存与转化技术等五个学科方向，拥

有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 3个，省级平台 3个，培养的学生广泛服务环保、

新材料、化工等行业及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

二、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

环境新材料学科为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科研作风，具有合作

精神和创新精神，掌握环境新材料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掌握控制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新方法和技术。能够针对学

科发展的前沿问题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能够独

立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研发、管理、教学等，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1. 博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6年。

2. 博士研究生因故需延长学习年限，由博士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导师签

署具体意见，经院长同意后，报研究生处批准。但在最长年限内不能毕业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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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终止学籍，予以结业或退学。

3. 愿意创业的在读研究生，本人提出创业申请并经学校批准，办理休学手

续离校保留学籍，修业年限可以适当延长。

四、主要研究方向简介

1.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技术

研究天然可再生生物资源的循环利用及其在环境和化学生物学中的利用技

术，将天然生物大分子材料与纳米制备技术相结合，开展新型环保材料的制备技

术研究及其在选择性生物分子吸附，重金属污染控制等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

用技术开发；基于煤矸石、粉煤灰及煤系伴生矿物物理化学特性，开展煤系固体

废弃物资源化与综合利用研究。

2. 环境新材料结构特性及调控机理与技术

面向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领域的关键理论难点和技术需求，开展纳米材料、

光电催化材料、轻合金及其复合材料等环境新材料的制备、组成、微观结构及性

能研究。采用经典热力学理论、相变理论、晶体学基本原理、第一性原理及分子

动力学模拟等方法，揭示环境新材料的界面（表面）结构、物理和化学反应的规

律及相互联系。

3. 磁电功能材料在环境领域的应用

面向磁电功能材料领域的产业重大需求和关键技术问题，开展微波吸收材料、

兼容隐身材料、智能识别材料等磁电功能材料基础理论及先进制备技术。通过新

型结构设计、微观界面控制和宏观性能评价等研究，实现在智能器件与装备、工

业污染防治、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应用技术开发与科研成果转化。

4. 生态催化材料理论与技术

针对能源催化转化、加工、利用与储存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与核心问题，开展

纳米负载的光电催化材料、高温催化材料、多孔催化材料以及膜分离和膜催化材

料等在内的基础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器件和新装备研究，实现高效催化材

料的高催化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的有效调控。

5. 电化学能源高效储存与转化

以设计和开发高效稳定的新能源材料及器件为主要目标，系统研究太阳能电

池、电解水制氢、锂离子电池、锂硫电池、钠离子电池、金属空气电池、燃料电

池以及超级电容器等电极材料和电解质材料的制备方法、表征及光/电化学特性；

探索材料结构与其在新能源领域应用性能之间的关系，并开展储能器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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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以及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五、培养方式

1. 博士生采用课程学习、创新能力培养和学位论文结合的培养方式，注重

其专业素养和创新潜质的培养。分两个阶段培养：第一阶段完成课程学习，第二

阶段创新能力培养和学位论文撰写，同时注重社会实践和学术交流。

2. 根据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的规定、学位论文工作的需要和博士生个人特

点，继续学习一些有关课程，在拓宽和加深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以及掌握学科前

沿动态的基础上，学会创造性研究工作的方法和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

3. 博士生培养实行双导师制，采取导师和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方式，

即根据培养工作的需要，成立以博士导师为首的指导小组，指导小组成员由指导

老师提名报学院批准，一般由 3-5人组成，包括本学科领域不同研究方向和相关

学科的专家，以利于拓宽直博生的知识面。要充分发挥博士学科授权点所在学院

（系、所）、教研室（研究室）的作用，为培养直博生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4. 开展研究生产教融合联合培养，推进研究生入校后即进项目、进团队、

进实验室“三进”全覆盖，积极落实“四个融入”战略。

六、课程设置、必修环节及学时、学分分配

1.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博士生的课程设置分为三部分：学位课程（公共课程、学科基础课程）、非

学位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补修课程。其中外语或双语授课比

例不低于专业课的 25%。学分要求：总学分 16学分（学位课，10学分，非学位

课，6学分）。

2.课程设置：详见附表。

七、创新能力及科研素质培养（博士生）

在创新能力及科研素质培养环节，开设《创新能力和学术道德规范系列讲座》，

要求博士生阅读近 10年国内外重要文献不少于 100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50

篇），培养博士生的文献综述能力和科学实践动手能力。考核项目主要为发表高

质量学术论文、科研实践、独立研究与自主创业、专利发明、课外作品竞赛及其

它各类创新创业活动等。对以上活动的考核一般以直博生参加具体活动的类型、

获奖级别、承担的角色等分别计入学分。直博生在读期间创新能力及科研素质培

养要达到《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成果的要求（2021年修订）》（校

政〔2021〕77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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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环节：4学分。其中，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含主讲学术报告

1 次），1 学分；参加校级或院级学术研讨活动 10 次以上（含主讲学术报告 2

次），1学分；参加社会实践，1学分；开展选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环节，

1学分。

八、劳动教育

结合环境新材料学科特点，在创新创业、专业实践、实验实训活动中有机融

入劳动教育内容，形成四位一体的研究生劳动教育体系。劳动教育安排不少于

18学时，劳动教育过程须做好记录。

九、学位论文

1．学位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应在科学上或专

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应能反映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宽广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教学或科学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实行中

期检查制度。在学位论文进行的中期按二级学科或跨部分二级学科组织考核小组

对研究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状况以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等全方位的考

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

般不少于 2年。论文中期检查可与学术报告统筹安排。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

后，经导师审核认为符合要求，由主管领导和导师组织有关专家，对学位论文进

行预答辩。博士生根据预答辩中提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后，经导师和所在

分委员会同意后，报研究生处审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送审和答辩工作。

学位论文工作全过程，如选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和学位

授予等环节的要求，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2．其他环节与要求详见《安徽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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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工大学 环境新材料 学术学位博士生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

位

课

公共

课程

A

014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311004 英语 60 2 1 外国语学院

01311003 日语 60 2 1 外国语学院

02011001 高等应用数学 36 2 1 数大学院

01700010 体育 18 不计 1 体育部

学科

基础

课程

B

00611007 材料界面物理化学（双语） 36 2 2 材料学院

00111011 环境科学与工程科学方法 36 2 1 地环学院

非

学

位

课

专业
必修
课程
C

01312001 国际会议交流英语 30 1 1 外国语学院

01612001 创新能力及学术道德规范系列讲座 18 1 1 研究生院

专业

选修

课程

D

00612017 环保材料学 36 2 2 材料学院

00612019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理论与技术 36 2 2 材料学院

00612020 环境生态学 36 2 2 材料学院

00612022 磁电材料及应用 36 2 1 材料学院

00612029 环境纳米材料学 36 2 2 材料学院

00612030 催化剂基础理论与催化剂设计 36 2 2 材料学院

0061203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36 2 2 材料学院

00612037 材料模拟与设计（双语） 36 2 2 材料学院

补修课

E

导师指定 不计 2 材料学院

导师指定 不计 2 材料学院

必修环节

F

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含主讲学术报告 1次） 1

不计入总学分
参加 10次以上学术研讨活动（含主讲学术报告 2次） 1

参加社会实践 1

开展选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 1

课程类别：A 公共课程；B 学科基础课程；C 专业必修课程；D 专业选修课程；E 补修课程；F 必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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