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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化工系)
一．流动站概况 
     “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建立于1985年，是我国第一批批准的博士后流动站。
下设化学工程、化工工艺、生物化工、应用化学四个二级学科，其中化学工程学科1985
年被批准为重点学科。1998年批准按照一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授予博士学位。建站以
来，进站博士后累计已达50余人，目前在站的人数为15人。 

    流动站的师资力量雄厚，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工程院院士1人，教授、研究员25
人，博士生导师23人。站内学科交叉，覆盖面宽，综合性强，学术水平比较高。近五年来
承担“八五”、“九五”攻关20余项，自然科学基金40多项，其中重点基金6项，杰出青年基
金1项，部委级项目近100项，其他项目200余项。获国家级奖5项，省部级奖40余项，年
经费达1000万以上。 

流动站内各学科专业站建立了实验基地，建有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萃取分室和校一级
实验室等，拥有多套先进的设备仪器，科研环境好。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专家 
1．化学工程与工艺 
(1) 分离工程 

研究方向： 

高效分离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新型分离过程的开发与设计  
CAD和CFD在分离过程设计与强化中的应用  
超临界、膜分离等先进分离技术开发与应用  
主要专家： 

     汪家鼎(科学院院士)、费维扬、戴猷元、、朱慎林、周荣琪、陈翠仙、骆广生、李继
定等教授。 

(2) 反应工程 

研究方向： 

多相反应、过程耦合工程与工艺  
绿色反应工程与工艺  
亚微米－纳米粉体反应工程与工艺  
碳纳米管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主要专家： 

     金  涌(工程院院士)、汪展文、魏   飞、王德峥、王金福等教授。 

(3) 化工系统工程 

研究方向： 

化工工程的最优综合  
化工工程的模拟与优化  
化工生产工程的优化管理与设计  
人工智能在化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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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方法在分子设计中的应用  
主要专家： 

     陈丙珍、何小荣。 

(4)   工业生态 

生态工业系统热力学分析与代谢分析  
生态工业系统物资能量、信息集成方法  
生态工业复杂系统自组织进化仿真研究  
生态工业园区规划与实施  
主要专家： 

    李有润、沈静珠。 

   

(5) 化工热力学 

研究方向： 

多相分散及非均相体系热力学、传递性质的统计力学及分子模拟研究  
高压相平衡、超临界流体及其热物性研究  
主要专家： 

     高光华、陈健。 

2．生物化工 
研究方向： 

应用分子生物学及代谢工程优化传统生物产品生产过程  
应用分子定向进化技术研制新型生物酶,发展工业生物催化技术  
应用极端微生物技术处理三废工程与工艺  
高效生物产品分离及复性技术制造生物医药产品  
主要专家：  

    曹竹安、丁富新、刘   铮、邢新会、林章凛。 

3．应用化学 
研究方向：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天然可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与深度开发  
应用电化学、膜分离等高效分离技术，分离天然再生资源的活性组分  
天然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及环境影响生命周期分析  
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  
主要专家： 

     刘德华、王晓琳。 

     上述各研究方向均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热忱欢迎有志于化学工程与技术发展的国内
外博士到我们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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