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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及招生学科专业简介

化学化工学院有逾百年的办学历史，可追溯到 1908 年岳麓

书院改制设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所开设的分析化学课程，是湖南大

学办学历史最长的学院之一。学院设立有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化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硕士点（含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 5 个二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

硕士点（含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工业催化、生物化工、应用化

学 5 个二级学科），药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学院建有“化

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医学与生命分析

化学”国家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化学生物学”国家级学

科创新引智基地（“111”基地）、先进催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生物纳米与分子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化石能源低碳化高效利

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省新能源重点实验室、核酸适配体湖

南省工程实验室、石墨烯材料与器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二维材

料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生物大分子化学生物学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分子科学与生物医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省分子模拟中

心、湖南省化学与分子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等重要研究机构。全院

现有教职工 189 人，教授 88 人；获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

研究群体 1 个，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 2 个；45 岁以下的教师中，

具有博士学位人员比例达 96%，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学历层次合

理的科研与师资队伍。



学院化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是“985

工程”一类科技创新平台和国家“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在 2017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院化学学科获得 A-类评

价，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获得 B 类评价。化学学科 ESI 排名

80(2020 年 7 月)，进入全球前 1‰和 TOP100。学院的化学、化

学工程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均为湖南省“十三五”重点学科，二

级学科分析化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与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学

院每年都承担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重点与面上项目、国家重大军工项目。每年在 SCI 源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 300 多篇、他引逾 2000 篇次、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

项。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5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国家技术

发明奖 2 项。

建成具有理工融合特色和先进学院文化的国内一流水平的

化学化工学院是学院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学院学术氛围浓厚，学

术环境和谐自由，科研与实践教学支撑条件优越，是广大有志青

年学习深造和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学院的人才培养在国内外享

有盛誉，数十年来学院培养的毕业生遍布四海，许多优秀学子已

经成为知名学者和各行业的精英骨干，为化学化工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二、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及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备注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02 分析化学
03 有机化学
04 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
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6 化学生物学

全日制
78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3有机化学（理）
④831物理化学（理）
复试专业课

F1101 化学综合（无机化学 50%、

分析化学 50%）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1 化学工程
02 化学工艺
03 生物化工
04 应用化学
05 工业催化

全日制
15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

④832物理化学（工一）

复试专业课
F1102化工综合（一）（化工原理
70%、有机化学（工）30%）

100700 药学
01 医药新产品新技术
02 药物设计与合成
03 天然产物结构修饰及生物

活性研究

全日制
7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4有机化学（药）
复试专业课
F1103药物化学

085600 材料与化工
01 化学工程
02 化学工艺
03 能源化工
04 应用化学
05 工业催化

全日制
26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33物理化学（工二）
复试专业课
F1104化工综合（二）（化工原理
70%、有机化学（工）30%）

备注：1.专业代码第 3 位为“5”的专业为专业学位；

2.此目录中公布的招生人数为考试招生人数，不含推免生人数。考试招生数将会根据

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和实际录取的推免生人数产生变动。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021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