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大连理工大学 发布时间：2010-9-9 14:25:19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2010年8月，“千人计划”入选者宋春山博士由于在燃料科学，特别是清洁燃料、催化、二氧化碳

捕集和转化领域的杰出贡献被美国化学会授予燃料化学领域的最高学术奖——亨利·斯托奇奖（Henry 

H. Storch Award）。宋春山博士是斯托奇奖设立50余年来入选的唯一一位华人科学家，也是此奖最年

轻的获奖者。 

 

在美国化学会2010年秋季年会上，在美国化学会主席主持的第二届会士（ACS Fellow）颁奖大会

上，由于宋春山博士在化学科学和美国化学会的杰出贡献，当选为2010年美国化学会会士（Fellow）。 

 

宋春山博士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地球与矿物科学学院能源与矿物工程系

燃料学科终身教授，同时还是化学工程系教授和能源与环境研究院副院长。2010年2月被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选为该校杰出教授。 

 

宋春山教授由于在清洁燃料、催化和二氧化碳捕集和利用方面的原创性工作而闻名国际学术界。他

设计了由萘出发合成高性能聚合物的择形烷基化催化剂，开发了纳米级超高表面积硫化物催化剂水热合

成新方法。对于超洁净燃料和燃料电池，设计了在固体表面从烃类燃料中脱除硫的选择吸附新方法，不

使用氢气。他的研究组最近发明了由纳米孔基质和功能聚合物组成的分子筐吸附剂捕集二氧化碳新方

法，容量大，选择性高。此外，他的研究组还开创了利用二氧化碳的三重整制造合成气的催化转化新工

艺，用于液体燃料的低温水蒸气重整的耐硫和抗积炭的多金属催化剂，氧辅助的水汽变换反应的双金属

催化剂，煤的低温催化加氢液化，及由煤炭制取化工产品和有机材料以及合成航空燃料的新研究方向。

最近，他又提出了用于低温加氢处理和脱芳烃的耐硫贵金属催化剂新概念。 

 

宋春山教授获得了许多有影响的荣誉，由于在催化领域的杰出成就获得北美催化协会芝加哥分会颁

发的赫尔曼磐因斯(Herman Pines)催化杰出研究奖；美国-英国政府颁发的福布莱特(Fulbright)杰出学

者奖；中科院海外杰出学者奖；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催化

领域引频最高作者奖；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杰出催化学者讲座；加拿大阿尔波特大学罗宾逊

(Robinson)杰出学者讲座；日本NEDO学者奖和AIST学者奖；美国化学会燃料化学分会和石油化学分会杰

出贡献奖；国际匹兹堡煤科学会议杰出贡献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颁发的威尔逊(Wilson)杰出研

究奖，优秀导师奖，发明创新奖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贡献奖。 

 

除了在研究方面的成就，宋春山教授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教学、咨询、服务也做出了重要贡

献，他教授多门课程，指导了40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学校、学院、系各个层次的委员会任职，在推

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Chevron、ConocoPhillips以及美国能源部(DOE)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NETL)的

合作联盟中起到重要作用。多年来他还为中美和中日学术交流作出了很多贡献。最近他推动了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校际合作协议备忘录的签署，并促成两校国际联合能源研究中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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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1 3:08:04 turbocharger IP: 

引用：“美国化学学会的会士水平is far away from 美国科学院的院士。The smaller number is due to 

its start stage” 

------------------------------ 

你是在说ACS会士的平均水平，这没错，就像APS的2000位左右会士，但只有一小部分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一

样。 

如果讨论宋春山是否达到美国科学院院士水平这个问题，那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拿到亨利·斯托奇奖这样的大奖

就证明宋春山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是每个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 

刚才看了一下亨利·斯托奇奖主页，发现宋春山是该奖设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第45位获奖人，而且是最年

轻的获奖人（50岁），真的很不容易。 

当今健在的亨利·斯托奇奖获奖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多数都老死了。现在该奖的chair是个已经80岁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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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0 6:29:57 匿名 IP:98.249.9.*  

美国化学学会的会士水平is far away from 美国科学院的院士。The smaller number is due to its 

star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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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0 1:18:09 匿名 IP:58.192.125.*  

赶快把他拉到国内，呵呵。凡是有潜力成为诺奖得主的要早点瞄准，这样我们离实现中国人诺奖的梦就不远了，

呵呵，最好引进几十个诺奖候选人，哈哈 

［回复］

2010-9-9 21:17:09 匿名 IP:159.226.159.*  

在国外混教授，老宋能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很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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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9 18:53:05 匿名 IP:79.160.252.*  

n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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