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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沈阳化工大学/辽宁省高等学校能源化工与技术研究院

特色资源化工与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要依托辽宁省高等学校/沈阳化工大学能

源与化工产业技术研究院创建， 专注菱镁矿、生物质、低阶煤、油页岩等辽宁特有资源

的化工与材料利用， 资源加工转化涉及的工程热化学及低碳科学和技术，开展前沿基础

研究、应用技术开发和高质量成果转化。近年实验室在团队建设、融合创新、项目争取、

平台搭建、服务社会、人才培育、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显著成绩。

2022年， 在疫情防控形势多变的情况下， 实验室全体人员精诚团结、砥砺奋进、勇

挑重担、全面发力，仍然实现了多方面突破， 取得了系列较高显示度的成果， 助力了包

括化学学科进入 ESI世界排名前 1%、新一轮学科评估晋级 B+等学校事业发展的多项

。总结 2022，展望 2023，依托已形成的基础，新一年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全

体成员仍将齐心协力、 兔飞猛进、 再创佳绩、助飞化大。

2022年， 实验室的科学基础研究获得可喜的成绩， 并形成

了突破。在生物基材料方面， 提出的 指导功能材料设计机制被

Nature 等高水平文章报道，肯定其用于指导新型材料开发及动态机理解释。截止 2022

年，该成果被引次数超过 320 次(Advanced Materials, 2021, 33)，成为 ESI高被引的热

点工作。基于此成果， 2022年实验室研究人员进一步提出

，用于开发机械性能与离子导电性能均可动态设计调控的纤维素凝胶材料，在多感

知电子皮肤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力，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中国科协和美国科学促

进会联合出版的综合类期刊 Research IF 11.036 。此外， 实验室还发展了一种“溶剂



诱导自组装”机制， 有效指导了纤维素凝胶快速、高效、可复制性的创制。该工作形成

的成果投稿后受到 Nature子刊 Nature Synthesis编辑与审稿人的高度认可，希望实现化

工大学做为通讯单位在 Nature高影响子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突破。

Geyuan Jiang et al., Research, https://doi.org/10.34133/2022/9814767

Engineering Thermochemistry 是团队提出的新兴交叉学科方向， 其

融合热科学、反应科学和工程科学， 研究“热”诱发、“热”驱动的热化学反应及其工程

化的科学与技术。热化学反应广泛发生于能源、冶金、化工、环境、航天、军工等各种

实际工业领域， 而且是化学、物理、材料、地质等基础科学领域的一类重要反应。实际

上， 所有碳基燃料转化生产能源及化学品、矿产资源加工生产化学品及材料等大都基于

热化学反应。可以说， 热化学反应占据了工业反应的 80%以上， 而工业 CO2排放源于各

种有机碳资源和无机碳酸盐的转化加工， 95%以上是通过热化学反应而形成， 成为人类

活动碳排放的主体途径。事实上， 热化学反应是所有高碳排放工业领域或过程的核心基

础反应，如燃烧发电、工业供热、钢铁冶炼、有色冶金、建材生产等， 分别基于燃烧、

气化、热还原、热氧化、热煅烧(热分解)、热烧结等热化学反应。因此， 热化学反应及

其工程化科技的创新或变革性替代是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基于这一认识，“工程

热化学”被认为是发展绿色碳科学、推进 “碳中和”的新兴交叉学科， 其创立和发展十

分迫切、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 在何鸣元院士等高水平科学家的指导下， 团队成功在

我国自然科学顶级期刊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上发表了题为“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ngineering thermochemistry in carbon-neutralization technologies ”的

https://doi.org/10


Perspective论文， 揭示了通过“工程热化学”科技创新， 在我国可实现 50亿吨以上 CO2

的碳减排、碳替代、碳循环， 以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碳中和”目标的达成。该文的发表

为进一步推动“工程热化学”普遍认可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Guangwen Xu et al.,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2, https://doi.org/10.1093/nsr/nwac217

作为工程热化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年度提出了“ Thermo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得到了化工学术届的认可，被接纳为纪念化工学会创立 100

年、由国家基金委立项支持的《化工学科发展史》中并列“催化反应工程”、“光/电反应

工程”、“聚合反应工程”等的“反应工程”学科方向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热化学反

应工程”在本年度也被列为国家基金委的学科代码“B0803反应工程”的重要方向。这

些工作为提升化工大学在化工学术界和学科领域的地位将发挥重要作用。

B0803 非平衡热化学，热转化化学，热化学物理， 材

料热化学，冶炼热化学，环境热化学，熔盐热化学，热侵蚀化学， 反应途径与机理，反应动力

学， 热自由基反应，等离子体反应，溶剂热反应，微纳热化学反应，新型热化学反应，量化模



Liangliang Fu et al.,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https://doi.org/10.1016/j.ces.2022.118396

拟，外场耦合， 过程强化，热化学测试与分析，热分解， 热裂解， 热合成， 热烧结， 热氧化，热

还原， 热改性， 爆燃爆轰，碳减排， 碳替代，波光场诱发， 多相流， 反应解耦与重构， 高温反应

器材料， 反应器，工程化，热化学反应工艺。

这一年， 实验室还国内外率先开启了高温流化床研究， 并应用于热烧结、热合成构

建高密度镁砂等高端材料制备的高效新工艺，首次研究并报导了固体颗粒在温度 1500℃

以上超高温环境下的流态化特性， 发现了最小流化速度在高温条件下与中低温条件下的

不同规律， 并开展了高温流态化稳定性研究， 成功实现了 1600℃条件下氧化镁和氧化铝

等颗粒物料的稳定流态化，其高温流态化的物料加工新技术已在菱镁矿制备烧结高品质

镁砂方面取得显著效果，较传统竖窑工艺烧结时间缩短了 100倍以上。研究成果已发布

在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和 Powder Technology期刊。该创新技术同时获批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基金资助 (基金编号 U22A20410，获批 255万元资助)。

Liangliang Fu et al., Powder Technology, https://doi.org/10.1016/j.powtec.2022.117552

https://doi.org/10.1016/j.powtec.2022
https://doi.org/10.1016/j.ces.2022


虎虎生威的 2022年，实验室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支持，

撰写出版沈阳化工大学首本英文专著： Micro Fluidization: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本年度已经完成书稿的撰写， 年底前提交出版社正在印刷发行。其中， 国内发行化学工

业出版社，国外发行由 Chemical Industry Press和 Elsevier实施。著者是 Guangwen Xu,

Dingrong Bai, Mingyan Liu, Vladimir Zivkovic。本年度还与天津大学等合作， 联合出版了

研究生教材《多相流态化》，主编是刘明言、马永丽、白丁荣、许光文。

2022年， 实验室新见刊学术论文近 70 (含接受，见 1)，其中 SCI

50 ，TOP SCI 34 ，包括 2篇 AdvancedMaterials (IF 32)、3篇 Applied

Catalysis B (IF 24.3)、1篇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IF 23.2)、2篇 Chem. Eng. Journal

(IF 16.7)、1篇 Small (IF 15.1)、2篇 ACS Catalysis (IF 13.7)、 1篇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IF 12.7)、 1篇 Research (IF 11.0) 2篇 Applied Energy (IF 11.4)、以

及 10余篇 IF 8以上的其它期刊论文， 如 EcoMat (IF 12.2)、Carbohydrate Polymers (IF

10.7) 、Nano Research (IF 10.3) 、Journal of CO2 Utilization (IF 8.3)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IF 8.1)、Journal of Catalysis (IF 8.0)、Fuel (IF 8.0)等。其中，在 Advanced

Materials, NSR, Small, Research, Applied Energy等高影响顶级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均是沈阳化工大学作为第一单位完成研究工作的首次， 实现了学校在这些高水平杂志的

论文发表的“零”突破。

本年度末学校共有的 6 ESI ，其中 4篇由实验室的研究者或与其合作

的研究者发表。在 2018年以来的近 5年，学校共有 100 9

(Scopus检索)，实验室相关工作占据了 4篇。因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极大

地贡献了学校高水平代表型学术成果的产出。



在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方面， 实验室同样形成了多

项重要成果。 其中，本年度共获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8项，俄罗斯、奥地利授权专利各 1

项，申请国内发明专利7项 (附件 2)。实现转化应用或应用进展明显的技术 5项， 包括

非均相酯交换催化剂生产碳酸甲乙酯 3 万吨/年示范运行、 草酸二甲酯定向合成烷基酯

200吨/年中试、 40万吨/年菱镁矿输送床闪速轻烧工程、 10万 Nm3/h直接加热菱镁矿回

转窑轻烧烟气深度净化工程、以及糠醛渣流化床解耦燃烧应用工程。

首先， 开发的非均相酯交换催化剂实现第一套示范应用， 在催化 3万吨/年锂电池电

解液“碳酸甲乙酯(碳酸二甲酯和乙醇路线)”装置稳定运行 3年的基础上， 2021年新

制备 30吨固体分子筛类催化剂， 应用于 5万吨/年碳酸甲乙酯装置(国内首套 5万吨产

能) 实现稳定运行；开发的聚合离子液体类催化剂实现 4吨规模量产，并在 5000吨/年

碳酸二甲酯合成 (碳酸乙烯酯和甲醇酯交换路线) 装置完成工业示范。

以现代煤化工的产品为基础，“草酸二甲酯定向合成烷基酯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

目充分依托草酸二甲酯等重要煤化工化合物为原料， 开展下游草酸二乙酯、草酸甲乙酯

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学产品合成的关键技术开发， 实现了煤化工产品的延链、补链、强链

的需求，为现代煤化工行业的高值清洁化发展开辟了创新途径。项目首创以煤制乙二醇

大宗中间产品草酸二甲酯为原料， 经酯交换法生产草酸烷基酯的绿色合成新技术， 开发

的酸-碱催化新工艺过程简单、能耗低，整套流程中没有废水产生，原子利用率达到 100%，

产品纯度高、品质好，节能减碳效果十分明显。该技术在完成 200吨/年中试的基础上，

与中国 500强企业：新疆天业(集团) 控股公司合作， 成立了“新疆至创新材料有限公

司”，研发技术评估 400万元入股， 占公司20%股份。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 2万吨/年

草酸酯绿色合成新技术产业化示范，总投资 2.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2亿元，可研已完

成并获兵团备案，建设用地已购买， 成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点研发项目。同时， 安

评、能评、环评等报告正在审核中，预计 2023年该项目可全面开工建设。



草酸二甲酯合成草酸烷基酯的 200吨/年酯交换法绿色合成技术中试

同时， 实验室研发的自主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40万吨/年菱镁矿输送床闪速轻烧示

范工程”，在国家发改委创新链整合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辽宁省“揭榜挂帅”、辽宁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打通计划”等重大及重要项目的支持下， 与中船重工 711所合作， 已

经完成工程建设、烘炉、设备与系统调试、冷态运行等工作。而且， 项目的能耗指标已

完全落实、能评报告已通过省发改委的审批，该工程将于 2023年初正式开展调试运行

和试生产， 以实际运行数据推动形成可推广应用的标杆型技术。依据设计， 其将成为至

今唯一较传统“反射炉”进一步节能 25%以上的成套技术(2010 的能耗标准)。另外，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下， 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合作， 应用团队研发的

“宽温活性脱硝催化剂”解决菱镁行业典型烟气脱硝、并集成脱硫问题的成套技术也在

海城市光大高纯镁砂有限公司建成了 10万 Nm3/h直接加热回转窑轻烧烟气深度净化示

范工程，目前正在调试，将在 2023年实现稳定运行。

40 万吨/年菱镁矿输送床闪速轻烧成套技术示范工程



10 万吨/年直接加热回转窑菱镁矿轻烧烟气净化示范工程

另一方面， 2022年进一步推广了优势的生物质废弃物解耦燃烧技术。针对辽宁乃至

东北的特色生产流程：玉米芯生产糠醛过程每吨产品产生 12吨含水 50%的糠醛渣，实

验室推广应用流化床解耦燃烧技术， 清洁高效燃烧糠醛渣生产蒸汽， 为糠醛的生产提供

过程蒸汽，实现糠醛生产的零碳排放。 2022年已在朝阳建平县建成运行 20吨/h蒸汽的

锅炉生产线， 集成糠醛生产和糠醛渣能源化利用， 实现了连续生产， 创造了较明显的经

济环保效益(如下图)，且 2023年将进一步吸纳投资， 实施产能的扩大， 达到年产糠醛

8000吨。同时， 实验室还与光大环保公司合作， 在垃圾焚烧炉升级改造中应用解耦燃烧

技术原理，已获得初步成效，因此联合申报获批了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22年， 实验室获批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及深度合作横

向项目。沈阳化工大学作为牵头单位、许光文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成功获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重点专项项目“快速热化学反应过程

分析仪”；实验室白丁荣教授成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高

温流态化烧制高密度优质镁砂流化与反应基础”；许光文教授、贾鑫副教授分别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项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使得产研院是学校 2022年获批科技部项

目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关键部门。其中， 专项基金“热化学反应工程科学与技术发展

研究”将开启首次对“热化学反应工程”的系统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实验室还获批辽

宁省科技厅/省教育厅、齐鲁工业大学教育部开放实验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南省重

点研发计划、沈阳市科技局等纵向项目 10余项， 签订横向项目 10余项。 2022年， 实验

室经费进款总额 3000余万元， 其中横向经费到款 1000余万元， 当年费用支出也超 1500

万元。这一年，实验室共获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8项，申请国内发明专利 5项。

( )

1
快速热化学反应

过程分析仪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础

科研与重大科学仪器设

备研发”重点专项

2022YFF070

5100
许光文 2000 2022.11

2

高温流态化烧制

高密度优质镁砂

流化与反应基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区

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U22A20410 白丁荣 255 2022.11

3

战略研究： 热化

学反应工程科学

与技术发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专项项目
22242018 许光文 20 2022.08

4

煤热解定向制轻

质焦油的选择性

裂解特性与调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2208225 贾 鑫 30 2022.09

为贯彻落实辽宁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一批中试

基地， 提升中试能力， 推动科技成果对接产业需求转移转化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提升朝

阳柳城经济开发区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增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动力， 朝阳市委市政府

统筹谋划、一体推进， 推动朝阳柳城经济开发区与沈阳化工大学共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

基地，并于 2022年 1月签订共建协议。根据中试基地共建协议，朝阳县委县政府全力

推动协议落地，克服疫情期间施工困难，于 2022年 5月完成了协议中拟定的柳城开发



区二期标房的整修工作； 同时， 协议中拟定的纳米氧化锌生产项目也启动了生产设备建

设工作，且部分设备和生产原料已运输到二期标房。但在纳米氧化锌项目办理生产许可

时发现： 因柳城开发区化工园区规划调整， 原协议中拟定为中试基地建设场地的二期标

房被划出化工园区，造成中试基地建设延后。

经与沈阳化工大学协商，将中试基地建设场地调整为“朝阳(台州) 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场地，场地占地 43.5亩，已有建设厂房面积 12000 m2。自 2022年 6月开始，朝

阳县委县政府积极推动辽宁中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场地持有人沟

通协调，于 2022年 8月完成场地和厂房购置， 2022年 10月完成部分场地整修。下一

步，双方签订共建中试基地补充协议，完成注册中试基地有限公司并开始运营。

实验室稳定保持拥有多位高端人才全职工作的状态，

目前包括 973

863/ 等国家及国际级人才。2022年，通过有

效发挥实验室获批的科技部学科创新引智(111) 基地对国际合作的巨大作用， 973首席

科学家、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 863计划/重点研发计划主题专家组专家、实

验室主任许光文教授被提名并 ，使实验室的高端人才

水平标志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是当年(2022年) 唯一当选的中国籍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

院士，也是至今中国籍科学家当选的第 11名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至今当选的中

国籍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很多都是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的重要领导及我国的两



院院士及资深学者， 或者香港、澳门高校的校领导等。因此， 团队学者当选表明我校及

实验室高端人才素质较好地达到了国际认可的水平。

另外， 通过骨干人才的引进， 2022年实验室成功引进了从事 DFT计算(郑鹏)、热

还原研究(赵坤) 的专业对口人才各 1人， 弥补了学校高水平科学研究一直存在的人才

或能力短项， 同时高度结合了地方经济及产业科技的发展需求。同时， 也基本达成了再

从某 985高校引进 1名高水平教授的工作意向。本年度， 实验室还获批中国化工学会会

士 1人、中国菱镁行业协会青年科技人才奖 1项、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 1人。

2022年， 实验室团队共获得教学和科研奖励 7项 (如下)，

其中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 2项、青年科技奖 1项、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其他

奖项 2项。在个人荣誉方面， 如在“高端人才引育留用”中所述， 许光文教授成功入选

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荣获中国化工学会会士。

1) 中国化工学会基础研究成果奖一等奖“碳氢原料热解的产物生成调控与高值利

用科学基础”，2022年，中国化工学会，完成单位：沈阳化工大学、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 完成人： 许光文、 苏发兵、曾玺、古芳娜、余剑、 韩振南、高加俭、 韩江则、

岳君容、高士秋。

2)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菱镁窑炉烟气深度净化技术开发及应用”，

2022 年，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山东乐辰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沈阳化工大学、海城市谦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完成人： 孙国刚、

王中原、余剑、张玉明、韩振南、李玲密、张炜、李政凡、郭海宾。

3) 中国菱镁行业协会青年科技奖， 2022年，获奖人：韩振南 (沈阳化工大学)。

4) 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行业特色高校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的改革



与实践”，2022年，辽宁省教育厅，完成单位：沈阳化工大学、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 完成人： 金志浩、许光文、于三三、张锁江、李漫红、李双明、张本贵、李增喜、

刘鹏、姚慧、王康军、龚斌、王娜、樊立萍。

5) 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面向行业 赋能学生—地方高校新工科人才

培养改革与实践”，2022年，辽宁省教育厅， 完成单位： 沈阳化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昆明理工大学， 完成人： 于三三、 许光文、李漫红、李双明、金志

浩、魏中华、孙延鹏、邹永松、姚慧、孔晓光、于智、伞晓广、战洪仁、孙昊昉、罗杰、

杨中秋、刘艺、王爱文、张万忠、张学军。

6) 第九届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 2022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获奖人：

许光文 (沈阳化工大学)。

7) 第七届“创客中国”全国 50强及新疆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草酸烷

基酯绿色合成关键技术的工业化应用”，2022年，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以及新疆兵

团工业和信息化局 / 兵团财政局 / 兵团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完成单位：新疆至创新材

料有限公司、沈阳化工大学、新疆至臻化工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完成人： 石磊、许

光文、熊新阳、夏锐、殷双杰、李春华、李国栋、于国栋、周佳、王伟。





实验室积极响应大力发展我国自主学术期刊的国家战略，

抢抓国家大力扶持国内卓越期刊建设机遇， 成功创办由我校主办、许光文教授任主编的

英文杂志 Resources Chemicals and Materials (RCM)，由我国科学出版社与 Elsevier合资

的出版商 KeAi编辑出版，已于 2022年正式上线， 该年度完成 28篇高质量学术论文的

刊载， 并发表了“沈阳化工大学 70周年校庆”专刊。 同时， 本年举办 “海归创业 ·聚焦

辽宁”2022年资源化工与材料青年学者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 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

和企业的 200余名海归创业者和青年学者， 深入交流讨论了资源加工、能源化工、合金

材料、生物基材料、催化材料及高端化学品炼制等领域的最新科技进展， 凝练并展望了

RCM期刊未来在能源与材料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

另外， 实验室许光文教授与英国爱丁堡大学郑莹教授合作， 早在 2018年依托 KeAi

创办了英文杂志 Carbon Resources Conversion (CRC)，紧密结合了国家“双碳”战略对科

技创新的需求，杂志在过去几年得到了很好发展，于 2021年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

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2022年被 EI、ESCI收录。杂志 2022年的 CiteScore高达

9.7, 位列所在学科的前 10%，2023年将获得首个 IF，目前预计 IF为 6.0左右。



：实验室作为依托或主持部门的创新平台争取及建设方面

也取得了较显著成绩。 首先， 在国家奖励版备案并首次实施了

，包括合作奖、成就奖、 创新奖、青年奖等四个奖项， 于新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工

程热化学学术会议上进行了首次颁发。 2022年度创立了 ，成

功召开“辽宁省工程热化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与加拿大 UBC、

法国科学院等多个国家的著名专家合作， 在温哥华注册创立了 World Society of

Engineering Thermochemistry (世界工程热化学学会， WSETC)，并成功召开“WSETC

发起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有效推动我国引领创建的“工程热化学”新兴交叉学科方向

的国际化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2022年度， 在年

度考核中获评“优秀”，且专委会的会员超过 1000人，成为规模最大的专委会之一。



本年度增设了 ，我校作为依托单位，汇聚了

全国 30余家科研及企业的专家，在国家奖励办备案 ，

包括成就奖、创新奖、青年奖， 并首度评奖、于 2022年度首次召开的“全国镁资源利用

学术会议”上首次颁奖。我校作为依托单位， 还设立了

和 。此外，实验室在 2022年

还获批 平台， 被中国化工学会选为

的主任单位，实验室许光文教授出任委员会主任。



在疫情依然严峻的 2022年，实验室抬头

前行， 克服困难， 顺利举办了多个高质量、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营造与建立了良好

的海内外合作与交流友谊， 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与知名度。实验室与新

疆大学共同承办“第四届全国工程热化学学术会议”，首次颁发了中国化工学会工程热化

学奖，与德国 Hambur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南京师范大学等召开“Sino-German

Workshop on Research Cooperation of Energy Thermochemical Conversion and Fluidization”

学术交流会， 探讨未来在能源热转化和流态化等领域合作；牵头发起， 并与中国菱镁行

业协会、鞍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承办“第一届全国镁资源利用学术会议”，来自全国的

60余家高校及科研院所，150余家镁资源利用行业企业，共计 4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联合辽宁产业技术研究院、致公党辽宁省委员会主办 “海归创业·聚焦辽宁”2022年资源

化工与材料青年学者论坛， 与海内外 200余名青年学者， 深入交流讨论了资源与能源领

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同时提出了未来化石能源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发展方向。

与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 成为教育部、 辽宁省教育厅主办的“2022国际产学研

用合作论坛”的承办单位， 成功举行主题论坛“绿色低碳发展与工程热化学”分论坛，邀

请到来自中国、英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等国家 13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14位专家

学者，包括近 10位院士，如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丁玉龙，加拿大工程院院士JamalChaouki、



Ying Zheng、Charles Xu、Josephine Hill、Ajay Dalai、Xiaotao Bi，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布

兴、张锁江、元英进等， 以及日本弘前大学、西安建筑大学和我校长江学者、国家特聘

专家等， 围绕绿色低碳发展和工程热化学相关前沿问题和技术发展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并形成了主题论坛的总结报告，将在我校杂志 RCM发表 Perspective论文。

：实验室十分注重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与科研能力训练， 依托日本弘前

大学、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辽宁科技大学，沈阳工业大学的博士学位培养点，

已培养了多名博士毕业生。其中， 2022年重点实验室与沈阳工业大学合作共招收博士研

究生 8名， 与日本弘前大学合作培养毕业生 2名， 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合作培

养外国博士留学生 1名。2022年， 由重点实验室自主培养、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大连化物所等机构联合培养了硕士毕业生 26名， 招收硕士研究生 18名。重点实验

室结合研究工作需要也培养本科生， 2022年指导本科毕业设计 33人。还指导研究生参

加创新创业比赛 4次，校征文活动 1次，获得 2022年“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校

优秀奖 1项、三等奖 1项，辽宁省“双碳”目标工程热化学技术创新与设计竞赛三等奖 1

项， 2022 年“我与化学元素那些事”征文活动校一等奖 1 项。 依托重点实验室培养的学

生，综合素质高、能力强，毕业生大部分就业于能源、化工、环境等领域的大型企业、

国家研究机构、以及出国深造， 不少学生好获得了国家级个人奖励或荣誉。如， 与日本

弘前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王超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2021年优秀自费

留学生奖学金，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联合培养的 2019级硕士研究生罗成俊同

学获得 2022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赴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生。



实验室还致力于打造人才培养的特色平台。依托在“工程热化学”方面的引领地位

和作用， 实验室创新性设置了 “双碳”目标工程热化学技术创新与设计竞赛，得到了辽宁

省教育厅的认可和批准， 于 2022年召开首次学生竞赛， 来自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

沈阳工程学院等辽宁省 15所高校、 175支队伍，共计 782名本科生及研究生申请参赛。

经过评审专家的首轮和次轮匿名评审， 15支队伍获得三等奖，另有 15支队伍进入决赛

角逐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该项学生竞赛紧密结合了国家“双碳”人才培养的战略

需求， 发挥了我校及实验室的学科及科研优势， 是首个由我校创立的省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竞赛项目。其将创新教育贯穿到“工程热化学”人才培养全过程， 探索工程热化学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以及实现我国“双碳”目标提

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得到了参赛师生的好评， 提升了化大和本实验室的知名度。同

时， 团队正在积极推动创立“双碳”目标工程热化学技术创新与设计的国家级赛事， 打

造融合“工程热化学”新兴交叉学科和“双碳”目标的特色人才培养平台。

：遭受多重影响的 2022年，特色资源化工与材料实验室的师生们

持续坚持进取拼搏、争创一流的斗争精神，秉持做好自我、贡献学校的担当责任，不

平凡的岁月中抓住了一些难得的机遇，取得了值得肯定的一些成绩，有力贡献了学校

博士单位通过审核开始招生、第五轮学科评估学校化工学科升级 B+档次等代表的学校

高质量内涵发展业绩。在此，深深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实验室进步和发展的国家及辽

宁省各相关部门和相关领导，各兄弟院校、科研院所的领导和专家同仁们，各级企业

的合作者们等，长期对实验室、对沈阳化工大学的信任和因此给予的大力支持；也感



谢同实验室的师生们一道勇于担当的学校各单位、各部门的同事们，你们努力开辟各

种可能的途径和通道，全力帮助和支持了实验室的各项工作。

这一年，我们也清楚感觉到，实验室和学校整体在全国、甚至省内的影响力，占

据的领域地位等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致使 2022年多件我们努力并希望获得突破的成

果及业绩未能如愿。例如，我们强烈满期待并努力争取实现实验室及学校获得教育部

科技成果一等奖、何梁何利产业创新奖等的“零”突破，但是目标未能实现。现实的

结果让我们真实地认识到了我们依然存在的差距，尤其在置身于全国各类高校、科研

院所的同级别比拼时，我们能在同样层级进行研讨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实力和资源还非

常有限。因此，我们还必须整体提升水平，向优势的高校、院系及科研院所学习，寻

求外部支持和协同发展的机会，同时加强内涵建设，通过引进培育更多高端人才，打

造更高水平人才培养及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更多对外交流合作通道，争取更多高层级

科教资源和成果，确实支撑实验室和沈阳化工大学的高水平发展。

这一年， 实验室还在科技资政方面取得了不少亮点成绩或成果。落实致公党中央关

于“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 2022年度重点调研部署，实验室

煤炭研究团队发挥核心作用， 针对煤炭清洁高效综合利用的新时代要求提出了高度专业

性建议， 在《中国发展》发表了两篇科技性极强的论文， 一些重要观点、数据及论述被

致公党中央纳入了最终获得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批示的调研报告。针对实验室做出的突出

贡献， 致公党中央专门致信实验室主任许光文教授， 对其做出的贡献表达了感谢(共送

发个人感谢全国 5人)。同时，这一年实验室主任许光文教授先后当选为致公党辽宁省

委员会主委、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常委、辽宁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为进一步发挥

实验室科教优势，更好履行“科技/教育资政”职能搭建了极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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