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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孑民 ,男，1948年7月生，中共党员，中南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冶金学博士，热能工程教授，博士生导师，挪威

科技大学博士后, 曾在瑞典皇家工学院、CHALMERS 大学任客座教授。湖南省优秀教师、省优秀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

家。  

简历:  

1978.2-1990     中南工业大学读本科、硕士及博士学位  

1991-           中南工业大学教授  

1993-1995       挪威科技大学博士后  

2000            瑞典皇家工学院、CHALMERS 大学客座教授  

1995-           中南大学系主任、院长、博士生导师  

兼任: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  

中国电力教育协会能源动力工程学科教学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热物性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金属学会有色能源与热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国高等工科院校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协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工业炉砌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能源研究会与节能协会副理事长  

湖南省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湖南省动力学会副理事长  

湖南省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  

热工设备计算机仿真  

炉窑热工及节能  

现代热物性测试方法  

热工过程检测与控制  

获奖项目:   

1. 石灰炉仿真技术开发与应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三等奖，2002089，吕子剑，周孑民， 刘宗会， 周乃君， 高纯

生， 邓胜祥  

2. 镍熔炼过程监测—管理—优化决策集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国家有色工业局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7月，国色规字（199

9）347-64-3；梅炽、陈志、周孑民、潘炜、彭小奇、梁羲斌、廖力清、杨进规、韩清波  

3. 镍熔炼节能降耗、智能决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12月，10-3-005-05；梅炽、帅国权、彭小

奇、王安铨、周孑民  

4. 镍熔炼矿热电炉、吹炼转炉、渣贫化电炉计算机辅助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1994

年12月，中色科字（1994）0661号-37-5；梅炽、帅国权、彭小奇、王安铨、周孑民、李楚平、姚汝信  

5. 湖南省优秀教师奖，湖南省教委、省人事厅，1998，No.980003  

6. 政府特殊津贴，国务院，（1999）3600106  

7. 湖南省高校优秀党员，2001  

科研课题:  

1． 《氧化铝气体悬浮焙烧炉热工制度的优化》之热平衡测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2007。 2． 铝电解槽余热综合

利用技术研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2007。 3． 热力厂6号锅炉冷态动力厂及热态燃烧试验研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热力厂， 2006-2007。 4． 电解槽槽膛内形仿真、专家诊断系统及焊接式槽壳温度在线检测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中国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2010。 5． 粉煤料位计的开发，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热电厂，2005-2006  

6． 600KA预焙铝电解槽多物理场偶合仿真及阴极内衬热应力的优化设计，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2006  

7． 超大型铝电解槽电磁流场仿真与MHD稳定性研究，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创新选题资助，编号：043510001， 2005

年7月-2007年7月  

8． 智能热物性参数测试方法的研究，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创新选题资助，编号：043520009， 2005年5月-2006年5月  

9． 晶种分解过程的多相流动研究，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创新选题资助，编号：030620， 2003年7月-2005年7月  

10． 能源动力类专业＂三位一体＂人材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湖南省教育厅， 2005-2006  

11． 喷射油道试验器研究, 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 2004-2005  

12． 研究生指导教师梯队与创新机制研究与实践，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财政厅， 2004-2006  

13． 风机运行状态实时监测系统， 郑州慧信电子有限公司， 2004-2005  

14． 煤粉锅炉膜富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朝阳海达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2004年—2005年  

15． 空气冷却电子封装器件多物理场耦合热设计优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50376076， 2004年1月至2006年1

2月  

16． 9#锅炉参数在线检测及理论研究，河南长城技术有限公司， 2004年－2005年  

17． 石灰炉智能控制技术开发，中国铝业公司山西铝厂， 2004年—2005年  

18． 熟料窑在线仿真技术开发，中国铝业公司河南分公司， 2003年—2005年  

19． 氧化铝种分槽流场的计算机仿真，中国铝业公司河南分公司， 2002年-2003年  

20． 高密度电子封装传热过程的计算机仿真与优化及无铅焊料和导电胶的热物性测定，中瑞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国家科学

技术部，国科外字（2002）128号，2002年1月-2004年12月  

21． 高密度电子封装传热的全息仿真及无污染焊料的热物性测试，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0105330

09， 2002年1月至2003年年12月  

22． 研究性实验教学FOCS集散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研究，中南大学，2002-2003  

23． 住宅区取暖锅炉设计及研究，中国铝业公司中洲分公司， 2003年  

24． 熟料窑、燃烧器的仿真与优化，长城铝业公司， 2001年10月至2002年12月  

25． 石灰炉仿真诊断及智能控制系统开发利用，长城铝业公司， 2001年3月至12月  

26． 金源大酒店乏汽余热利用、冷凝水回收及补水系统改造设计，金源大酒店， 2001年4月至12月  

27． 湖南金源大酒店余热设备及管道安装施工工程，金源大酒店 2001年8月至9月  

28． 煤粉锅炉的计算机仿真技术，长城铝业公司， 2000年9月至2001年3月  

29． 石灰炉炉况诊断及多模型集成智能控制系统开发与应用，长城铝业公司， 2000年9月至2001年3月  

30． 管道化溶出系统管道磨损规律的动力学研究，长城铝业公司， 1998年10月至1999年5月  

31． 石灰竖炉与碳阳极焙烧炉的仿真与优化，长城铝业公司， 1998年10月至1999年5月  

32． 金属相变过程固、液相熔点热物性动态测定方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9676635， 1997年1月至1998年12月  

33． 利用相界面移动速率测定热物性的研究 ， 国家教委回国人员基金项目，编号，教外司1997－436， 1997年至1998年  

34． 有色金属及合金熔点温度下导热系数测定方法和装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中色人技字[1995]154号， 1997年至19

99年  

35． 广西柳钢烧结厂24m2烧结机自动化系统技术开发，广西柳洲钢铁公司，2000年  

36． 广西柳钢烧结厂50m2烧结机自动化系统技术开发，广西柳洲钢铁公司，1998年  

37． 国家教委工科物理教学基地，国家教委，教高{1996}22号。1996-2000  

38． 国家工科物理教学基地建设，中南工业大学， 1996-2000  

39． 粉末冶金钼丝炉的研究，东莞某公司， 1997  

40． 金川公司一冶炼厂熔炼车间计算机综合管理软件及网络研究，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金科冶93-07，1993年至1998年  

41． 金川公司一冶炼厂熔炼车间工艺参数实时在线检测系统，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金科冶93-08，1993年至1998年  

42． 电炉冶金过程的电、热解析模型及计算机仿真与优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8976244，1989年至1990年  

43． 金川公司一冶炼厂熔炼车间智能决策系统，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1990年至1992年  

44． 矿热电炉节约能耗的研究，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1987至1988  

45． 漣钢烧结机热平衡测试及节能分析，涟源钢铁公司， 1989  

论文目录:  

1. 涂福炳 , 周孑民，李长寿，一种掺水和新型热能素的重油乳化燃烧技术在锅炉上的应用，2006，35（5）：44—46  

2. 马爱纯，周孑民，欧俭平，李旺兴，煤种和粒度对回转窑内火焰影响的数值研究，2006，28（10）：114—117  

3. 周孑民，裴文锋，彭好义，邓胜祥，冶金炉窑用高强型煤粘结剂优配的试验研究，煤炭转化，2006,29(4): 50-53  

4. 周孑民，周萍，叶良春，“人才链”式导师梯队建设的理论初探，中国科学教育，2006，（18）：41-42  

5. 曹小林，赵涛，周孑民，周萍， 优化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抓好学科建设，制冷空调学科教学研究进展，2006，91-93  

6. Yifeng Hu, Jiemin Zhou, Ying Ya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Compulsive Cooling of Swirling Jet Impingement.2006 Conference o



n High Density Micro-system Design and Packaging and Component Failure Analysis. 188-191, June 27-30, 2005, Shanghai, China 

7. Bingting hu, Jiemin Zhou, Ping Zhou, Ying Yang. The Effect of Accelerated Thermal Cycle Parameters and Geometry Dimensions o

n Solder Joint Reliability. 69-73, June 27-30, 2005, Shanghai, China 

8. Yang Ying， Zhou Jiemin, An experimental technique for liquid/solid thermal conductivity measurements at the melting point,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THERMOPHYSICS，2006， 27（1）：184-194。EI检索, ISPT检索  

9. 周孑民，涂娟，林燕，陈晓玲，张忠霞，肖志伟，锡和铅锡合金相变电附近导热系数的测定，有色金属，2006，58（3）：3

6-38 

10. 周萍，周孑民，“人才链”式导师梯队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2）：215-216  

11. 曹小林，赵涛，周孑民，周萍，关于高校青年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的考虑，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

6，8（2）：212-214  

12. 杨莺，周孑民，复杂边界条件三维热应力场数值模拟研究，工程热物理学报，2006，27（3），487-489。EI检索  

13. 刘亮，李录平，柏湘杨，涂福炳，周孑民，混煤热解特性及燃烧过程的实验研究，动力工程，2006，26（1）：130-134  

14. 邓胜祥、周孑民、李旺兴, 吕子剑，石灰炉在线仿真与全息监测研究，工业炉，2006，28（2）：10-15  

15. 黄晓峰，周孑民，黄学章，彭伟，VB 与PCL串行通讯在喷嘴性能检测中的应用，制造业自动化，2006，28（3）：65-68  

16. Mu Ai-chun, Zhou Jiemin, Ou Jian-ping, Li Wnag-xing, PFD predication of physical field for multi-air channel pulverized coal burne

r in rotary kiln,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06, 13(1): 75-79 

17. 周孑民,马爱纯，专业课采用双语教学的体会，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8(1): 187-188  

18. 涂福炳，周孑民,锌精矿沸腾焙烧炉产能下降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冶金能源，2005, 24(3), 16-18  

19. 涂福炳，周孑民,通过能量平衡分析，探讨加热炉节能途径，工业加热，2005,34(5):33-36  

20. 周浩宇，周孑民，彭好义，邓胜祥，石灰竖炉型煤制备的实验研究，煤炭技术，2005，24（12）：88-89  

21. 易正明，周孑民，涂娟，黄学章，高校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探讨，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1）：1

97-2000 

22. 周孑民，曾文辉，叶良春、涂鹃、王长宏，有机玻璃热物性准稳态法实验研究，工业计量，2005，15（6）：10-12  

23. 彭好义，周孑民，蒋绍坚，傅学政，不凝气体对吸收式溴化锂制冷机组影响及其预防管理，暖通空调，2005，35（10）：1

30-132 

24. 周孑民，曾文辉，叶良春、涂鹃、王长宏，有机玻璃热物性准稳态法实验研究，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

集，传热传质学，2005，10-13  

25. 周孑民，涂鹃，杨莺，曾文辉，叶良春，微小孔径受限射流冲击换热的实验研究，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

集，传热传质学，2005，707-712  

26. 杨莺，周孑民，复杂边界条件下三维热应力数值模拟研究，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传热传质学，200

5，1067-1072  

27. 周萍，叶良春，周孑民，杨莺，曾文辉，非理想等热流边界条件对冲击射流传热实验结果的影响，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第

十一届年会论文集，传热传质学，2005，1477-1482  

28. 周孑民，王长宏，薛正华, 杨莺，曾文辉，利用周期热流法测定金属材料热物性参数，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5，27（1

0）：43-46。EI检索  

29. 易正明，周孑民，刘志明，李元峰，基于图像处理的回转窑火焰监测系统研究，化工自动化及仪表，2005，32（5）：54-5

7。EI检索  

30. Yi Zheng-Ming, Zhou Jie-Min, Chen Hong-Rong,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rmal process and energy saving of lime furnace, Journ

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05, 12(3): 295-299. EI检索, SCI检索  

31. 王长宏，周孑民,M.Lamvik, 周期热流法测定金属材料热物性的实验及数值研究，长沙电力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

5,20(3):36-39 

32. 蒋礼，周孑民,粒子通过管道的尺寸效应，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6（3）：422-425 EI检索  

33. 周孑民, 薛正华, Magne Lamvik,王长宏，杨莺，周期热流法测定金属及合金导热系数研究，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论文集第

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106-114  

34. Ye Liang-chun, Zhou Jiemin, Zhou Ping, Yang Yi, The Influence of Non-ideal Iso-heat flux Boundary on Impinging Jet Heat transfe

r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Modeled High Density Electronics Packaging,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EEE CMPT Conference on High Densit

y Micro-system Design, Packaging and Failure Analysis, 322-329, June 27-30, 2005, Shanghai, China 

35. Tu Jun, Zhou Jiemin, Jiang Li, Yang Yi,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Heat Transfer of Confined Air Jet Impingement with Tiny Size R

ound Nozzle in High Density Electronics Packaging Mode,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EEE CMPT Conference on High Density Micro-syste

m Design, Packaging and Failure Analysis, 330-335, June 27-30, 2005, Shanghai, China 

36. Jang Li, Zhou Jiemin, Li Changgen, Estimate of the Power Dissipation of Multilayer and High Density Nano-CMOS Chip, Proceedin

gs of the Seventh IEEE CMPT Conference on High Density Microsystem Design, Packaging and Failure Analysis, 336-341, June 27-30, 200

5, Shanghai, China 



37. 涂福炳，周孑民,锌精矿沸腾焙烧炉产能下降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工业加热，2005, 34(3), 35-37  

38. 王长宏，李旺兴，周孑民，铝电解槽用石墨化阴极炭块热物性测试的研究，轻金属，2005, 6,48-51  

39. 涂福炳，周孑民, 周乃君，规范生产实习管理，改善实践教学效果，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7(3): 192-19

4 

40. 马爱纯，周孑民,歐俭平，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生产实习教学改革探讨，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7(3): 19

5-197 

41. Yan Hongjie，Zhou Jiemin，LuZijian， Zhou Huaimi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ow field and optimization of structure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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