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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科现状    

1-1 学科发展现状简介    

（简要叙述学科研究方向，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等，限 500 字。）    

本工程围绕绿色制造工程领域本工程围绕绿色制造工程领域本工程围绕绿色制造工程领域本工程围绕绿色制造工程领域形成六个特色方向：1、、、、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 ：：：：开发开发开发开发在原子利用率最大化、

环境友好的清洁生产氟化工、合成工艺路线创新与化工原料绿色替代新技术等相关领域的理论与技

术，实现化工绿色化生产。  2、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方向方向方向方向：利开发一系列新型催化材料应用到食品及环境污

染物传感技术，制备一系列传感器件，促进传感与催化技术的发展。新型催化材料应用到燃料电池中，提升

了结构稳定性、抗中毒能力及催化活性。3、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开发石墨烯复合材料、磁性材料、

催化材料等用于吸附、光催化、高级氧化等技术，实现环境治理技术与先进功能材料相结合的水中污染物的

高效去除工程技术。4、、、、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开发人工智能、计算智能、机器学习、智能机器人

以及新兴的深度神经网络等智能系统技术智能系统技术智能系统技术智能系统技术，，，，实现智能制造在智能制造在智能制造在智能制造在建智能机械、医疗大数据及医疗机器人、化工自

动化等领域应用。5、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方向方向方向方向：开发碱激发胶凝材料、纳米改性水泥基材料等多项国

际前沿技术，实现工业废渣高效利用，着重解决区域性节能减排、工业废渣的再生利用、建材生态化可持续

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6、、、、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 研究关键零部件摩擦、磨损、润滑设计、磨损损伤的特征

与诊断、机器系统中摩擦学行为的理论，应用于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建材装备等行业，提升了行业技术水

平。 

1-2 学科团队成员情况（各学科间人员不得重复，并按学科方向填写）    

 姓名 出生年月 学科方向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专家最高荣誉称谓 

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 郑庚修郑庚修郑庚修郑庚修 196409 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张书香张书香张书香张书香 195408 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省突贡专家省突贡专家省突贡专家省突贡专家 成员成员成员成员 

 耿兵耿兵耿兵耿兵 197406 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绿色化工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 魏琴魏琴魏琴魏琴 196108 
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技技技技

术术术术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人才持计划人才持计划人才持计划人才 

罗川南罗川南罗川南罗川南 196401 
传感与催化技传感与催化技传感与催化技传感与催化技

术术术术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省教学名师省教学名师省教学名师省教学名师 

成员成员成员成员 

 
林伟英林伟英林伟英林伟英 196806 

传感与催化技传感与催化技传感与催化技传感与催化技

术术术术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泰山学者泰山学者泰山学者泰山学者 

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 杜斌杜斌杜斌杜斌 196107 
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

与技术与技术与技术与技术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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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伟林国伟林国伟林国伟林 196810 
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

与技术与技术与技术与技术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成员成员成员成员 

 
闫良国闫良国闫良国闫良国 197109 

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环境治理工程

与技术与技术与技术与技术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 王孝红王孝红王孝红王孝红 196309 
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

造工程造工程造工程造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泰山学者泰山学者泰山学者泰山学者 

陈月辉陈月辉陈月辉陈月辉 196409 
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

造工程造工程造工程造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省突贡专家省突贡专家省突贡专家省突贡专家 

成员成员成员成员 

 
孙元功孙元功孙元功孙元功 197504 

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智能系统与制

造工程造工程造工程造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省杰出青年省杰出青年省杰出青年省杰出青年 

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 
周宗辉周宗辉周宗辉周宗辉 

196001 
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

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叶正茂叶正茂叶正茂叶正茂 197507 
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

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成员成员成员成员 

 
王王王王  琦琦琦琦 196308 

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固体废弃物综

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合处理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省教学名师省教学名师省教学名师省教学名师 

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带头人 王守仁王守仁王守仁王守仁 196606 
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泰山学者泰山学者泰山学者泰山学者 

王砚军王砚军王砚军王砚军 
196406 

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成员成员成员成员 

 
杨学锋杨学锋杨学锋杨学锋 197707 

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摩擦磨损控制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校级以上平台）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山东省网络环境智能计算技术山东省网络环境智能计算技术山东省网络环境智能计算技术山东省网络环境智能计算技术 

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0910 

山东省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先进建筑材料绿色制造与应用先进建筑材料绿色制造与应用先进建筑材料绿色制造与应用先进建筑材料绿色制造与应用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309 

山东省城市地下工程支护及风险监测山东省城市地下工程支护及风险监测山东省城市地下工程支护及风险监测山东省城市地下工程支护及风险监测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212 

山东省特种结构与功能复合材料山东省特种结构与功能复合材料山东省特种结构与功能复合材料山东省特种结构与功能复合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0711 

山东省管道气力输送山东省管道气力输送山东省管道气力输送山东省管道气力输送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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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头孢类医药中间体山东省头孢类医药中间体山东省头孢类医药中间体山东省头孢类医药中间体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508 

山东省氟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氟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氟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氟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508 

山东省地下水数值模拟与污染控制山东省地下水数值模拟与污染控制山东省地下水数值模拟与污染控制山东省地下水数值模拟与污染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112 

山东省农药三废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山东省农药三废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山东省农药三废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山东省农药三废治理与资源化利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212 

山东省生态固碳与捕集利用山东省生态固碳与捕集利用山东省生态固碳与捕集利用山东省生态固碳与捕集利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112 

山东省机械构件减摩抗磨控制山东省机械构件减摩抗磨控制山东省机械构件减摩抗磨控制山东省机械构件减摩抗磨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512 

山东省数据库软件与应用山东省数据库软件与应用山东省数据库软件与应用山东省数据库软件与应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0312 

建材工业综合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材工业综合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材工业综合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材工业综合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山山山东省科技厅东省科技厅东省科技厅东省科技厅 200512 

山东省高校机械装备设计与仿真山东省高校机械装备设计与仿真山东省高校机械装备设计与仿真山东省高校机械装备设计与仿真 

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教育厅 201201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省级特色重点学科省级特色重点学科省级特色重点学科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106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106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106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环境工程环境工程环境工程环境工程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312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水文学及水资源水文学及水资源水文学及水资源水文学及水资源 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技厅 201106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济南大学济南大学济南大学济南大学-金城医药金城医药金城医药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工信部工信部工信部工信部、、、、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人人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23个部个部个部个部

门门门门 

201506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济南大学济南大学济南大学济南大学-济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工信部工信部工信部工信部、、、、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人人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23个部个部个部个部

门门门门 

201206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济南大学济南大学济南大学济南大学-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工信部工信部工信部工信部、、、、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人人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23个部个部个部个部

门门门门 

201506 

1-4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限填 10项近五年标志性成果）    

成果名称 时间 署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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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头孢抗菌素中间体活性酯关键技术第三代头孢抗菌素中间体活性酯关键技术第三代头孢抗菌素中间体活性酯关键技术第三代头孢抗菌素中间体活性酯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及产业化及产业化及产业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1 郑庚修郑庚修郑庚修郑庚修（（（（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纳米功能材料在生物传感分析中的研究及纳米功能材料在生物传感分析中的研究及纳米功能材料在生物传感分析中的研究及纳米功能材料在生物传感分析中的研究及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3 魏琴魏琴魏琴魏琴（（（（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过程集成控制应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过程集成控制应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过程集成控制应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过程集成控制应用 

（（（（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1 王孝红王孝红王孝红王孝红（（（（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增压器涡轮转子及其制造技术增压器涡轮转子及其制造技术增压器涡轮转子及其制造技术增压器涡轮转子及其制造技术 

(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 
2011 王守仁王守仁王守仁王守仁（（（（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纳米多孔材料在食品污染物传感技术中的纳米多孔材料在食品污染物传感技术中的纳米多孔材料在食品污染物传感技术中的纳米多孔材料在食品污染物传感技术中的

研究与应用研究与应用研究与应用研究与应用(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2 魏琴魏琴魏琴魏琴（（（（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极性单体接枝改性聚偏氟乙烯溶液制备亲极性单体接枝改性聚偏氟乙烯溶液制备亲极性单体接枝改性聚偏氟乙烯溶液制备亲极性单体接枝改性聚偏氟乙烯溶液制备亲

水性中空纤维超滤膜水性中空纤维超滤膜水性中空纤维超滤膜水性中空纤维超滤膜(山东省科技进步二山东省科技进步二山东省科技进步二山东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等奖等奖等奖) 

2012 王立国王立国王立国王立国（（（（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大尺寸复杂构件金属表面大尺寸复杂构件金属表面大尺寸复杂构件金属表面大尺寸复杂构件金属表面抛喷丸处理技术抛喷丸处理技术抛喷丸处理技术抛喷丸处理技术

及应用及应用及应用及应用(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3 王守仁王守仁王守仁王守仁（（（（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生物多肽缩合剂合成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生物多肽缩合剂合成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生物多肽缩合剂合成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生物多肽缩合剂合成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4 郑庚修郑庚修郑庚修郑庚修（（（（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基于功能化纳米材料构建的电化学传感器基于功能化纳米材料构建的电化学传感器基于功能化纳米材料构建的电化学传感器基于功能化纳米材料构建的电化学传感器

的研发的研发的研发的研发(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4 杜斌杜斌杜斌杜斌（（（（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混合型计算智能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混合型计算智能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混合型计算智能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混合型计算智能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山东省山东省山东省山东省

自然科学三等奖自然科学三等奖自然科学三等奖自然科学三等奖) 
2014 陈月辉陈月辉陈月辉陈月辉（（（（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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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以国际一流学科评价标准为依据，围绕世界学术前沿、国家战略目标和我省创新

驱动需求，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和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培养力度，加强高水平学术团队建

设和创新平台建设。在建设期内， 

一一一一 形成一批高水平学术团队形成一批高水平学术团队形成一批高水平学术团队形成一批高水平学术团队 

   建立健全有利于一流人才集聚的制度及政策，营造有利于教师潜心研究的学术环

境及氛围，创新人才引进和管理机制，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多元化、国际化。培养或引

进千人计划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人才、长江学者、青年长江学者、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形成 2 个个个个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方向稳定方向稳定方向稳定方向稳定、、、、结构合结构合结构合结构合

理理理理、、、、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围绕传感与催化技术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

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方向、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

方向、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等方向，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为国民经济长

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技术、人才、智力服务。 

二二二二 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 

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依托。本学科将以省一流学科为契机，整合现

有的各工程研究中心的资源，通过各研究平台的优势互补，提升工程技术中心的技术

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加强现有各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提升重点实验室和协同创新

中心的科研水平。在建设期内在建设期内在建设期内在建设期内，，，，培育培育培育培育、、、、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1 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技术技术技术技术））））中心或国家重点实中心或国家重点实中心或国家重点实中心或国家重点实

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 

三三三三 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围绕化学工程、环境工程、催化工程、控制工程的学术前沿、国家战略目标和我

省创新驱动需求，依托国家 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学仪器研制专项等国

家级项目，组织开展新型催化材料、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传感装备研发和流程工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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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技术等基础研究，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原创性学术成果原创性学术成果原创性学术成果原创性学术成果；；；；提高高被引提高高被引提高高被引提高高被引

论文的数量论文的数量论文的数量论文的数量，，，，使工程学使工程学使工程学使工程学学科学科学科学科长期长期长期长期稳定在稳定在稳定在稳定在 ESI 学科排名前学科排名前学科排名前学科排名前 1%。围绕解决制约产业发展

的应用基础类创新问题，加强化学工程、环境工程、催化工程、控制工程的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项项项。。。。 

四四四四 培养高素质创新培养高素质创新培养高素质创新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学科建设的落脚点。用一流

的学科建设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促进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

有效途径。从人才培养方案入手，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学科专业、科研

教学互动机制，将本学科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把学科发展成果转化为教学资

源；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20 个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个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个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个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创新创创新创创新创创新创

业能力业能力业能力业能力。。。。 

 

 

 

2-2 协议建设目标 

以创建一流工程学学科为目标，坚持“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区域创新发展、

依托重大科技专项”的“顶天、立地、聚焦”原则，发挥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围绕解决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凝聚科研团队力量，在重点领域取得重大工程技术研

发突破，产出一大批高水平原创性技术成果，使得济南大学工程学科长期稳定在长期稳定在长期稳定在长期稳定在 ESI

学科排名前学科排名前学科排名前学科排名前 1%，，，，其其其其 ESI 潜力值逐年上升达到潜力值逐年上升达到潜力值逐年上升达到潜力值逐年上升达到 1.3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培养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争

做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重点学科。 

一一一一、、、、围绕学科前沿围绕学科前沿围绕学科前沿围绕学科前沿，，，，建立学科交融的一流学术团队建立学科交融的一流学术团队建立学科交融的一流学术团队建立学科交融的一流学术团队 

以“国际知名带动国内一流”为人才引进和培育思路，坚持以国际学术标准引领学

科建设，依托已有的重点学科、省级工程技术中心、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及骨干

学科实验教学中心，以传感与催化技术、绿色化工工程、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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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摩擦磨损控制工程等 6个学科方向

为基础，进一步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注重学科交融，实现强强联合，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2 个个个个由国家由国家由国家由国家

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级高层次专家领衔、、、、方向稳定方向稳定方向稳定方向稳定、、、、结构合理结构合理结构合理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 

二二二二、、、、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提升高水平创新平台质量提升高水平创新平台质量提升高水平创新平台质量提升高水平创新平台质量    

在建设期内，以重点领域和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学科前沿，以

省部级跨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先进建筑材料绿色制造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

提升“山东省高校建材工业综合自动化重点实验室”、“山东省建材工业综合自动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氟化工重点实验室”及“山东省头孢类工程技术示范研究

中心”等平台的建设质量，创新工程技术，培育培育培育培育、、、、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1 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技术技术技术技术））））中心或中心或中心或中心或

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 

三三三三、、、、聚焦区域发展重大问题聚焦区域发展重大问题聚焦区域发展重大问题聚焦区域发展重大问题，，，，加大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力度加大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力度加大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力度加大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力度  

积极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极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极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极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仪器重大专项或省级重大专项等项目仪器重大专项或省级重大专项等项目仪器重大专项或省级重大专项等项目仪器重大专项或省级重大专项等项目，，，，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 项仪项仪项仪项仪

器重大专项器重大专项器重大专项器重大专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获得省部级科技奖获得省部级科技奖获得省部级科技奖 10 项项项项。。。。推进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建设推进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建设推进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建设推进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1 个协个协个协个协

同创新战略联盟同创新战略联盟同创新战略联盟同创新战略联盟。。。。 

四四四四、、、、坚持办学特色坚持办学特色坚持办学特色坚持办学特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复合型人才 

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建立研究生创新课程体系；注重科研与教学互动，完善产

学研联合培养机制；聘请企业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

形成外聘教师队伍外聘教师队伍外聘教师队伍外聘教师队伍，，，，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中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中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中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双师双师双师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型教师的比例型教师的比例型教师的比例，，，，强化科研机构强化科研机构强化科研机构强化科研机构、、、、企企企企

业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业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业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业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大力培养高层次人才，鼓励研究生创新创业；强化研

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加强国际合作；着力提高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加强学术交流，

营造学术氛围，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获省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获省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获省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获省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省研究生创新成果奖和省研究生创新成果奖和省研究生创新成果奖和省研究生创新成果奖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10 项以上项以上项以上项以上，产生 5 篇高被引篇高被引篇高被引篇高被引

论文论文论文论文，，，，授权授权授权授权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发明专利 100件以上件以上件以上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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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期建设成果 

2-3-1 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针对医药及相关产品制备中的技术难题，研发精细化学品绿

色合成创新工艺技术，主要在原子利用率最大化技术、合成工艺路线创新技术、化工

原料绿色替代新技术等相关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方面取得突破；突破有毒溶剂的水替代

合成技术，实现精细化学品的水相绿色合成；突破合成工艺中的反应物料最大循环利

用，实现清洁化生产；突破制约精细化工生产绿色合成新工艺，实现高效绿色生产。 

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方向方向方向方向：研发高效绿色催化技术、绿色催化剂制备技术及高效催化

工艺技术与装备，针对目前工业上常用催化剂高效但毒性较大的问题，开发高效无毒

的新型催化剂以替代上述催化剂，提高工业过程的环保性。 

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充分发挥环境工程和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优势，在省

自主创新专项支持下，进一步将好氧颗粒污泥、水力空化、高效吸附、太阳能富氧等

技术在济宁污水处理厂进行工程示范和推广。 

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本方向将继续研发混凝土空心砌块、轻质板材、煤矸

石烧结砖等生态建筑材料。以 CO2减排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目标，采用钢渣等工业

废渣，制备高性能生态建筑材料，掌握碳化反应率的关键技术，提高碳化反应率，为

我省生态建筑材料创业基地的孵化及研发人才的培养而努力，为推动山东省建材行业

可持续发展及发展绿色生态建材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方向：：：：继续加大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山东开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龙祥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潍坊富源增压器有限公司、山东蒙沃变速箱有限公司等

多家企业开拓合作项目，加大成果转化力度，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增加就业

岗位，拉动周边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 

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方向方向方向方向：对具有大时滞、强非线性的复杂流程工业系统，

在实时信号检测、闭环系统辨识、多性能指标优化控制等方面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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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智能信息处理新方法，强化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工

程实践，提升对流程工业中海量信息处理的快速性和准确性。 

 

 

 

 

 

 

 

 

2-3-2 团队建设成果 

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绿色化工工程方向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开发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专用含氟化学品，设计并研

制新型含氟化学品用作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耐高温电解质、耐高电压含氟溶剂和含氟

阻燃剂和含氟外加剂，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该项目的产业化将突破

离子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的技术瓶颈，可促进形成高额产值的新产业链。 

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传感与催化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方向方向方向方向：对当前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问题，利用新型催化材料，开

发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品及环境污染物传感技术，制备一系列传感器件，促

进传感与催化技术的发展。依托传感技术、催化工程、环境污染治理、先进制造技术

等方向，建立一支多维传感先进仪器制造学术团队一支多维传感先进仪器制造学术团队一支多维传感先进仪器制造学术团队一支多维传感先进仪器制造学术团队。 

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环境治理工程与技术方向：将环境治理技术与先进功能材料相结合，把石墨烯复

合材料、磁性材料、催化材料等用于吸附、光催化、高级氧化等技术，实现水中污染

物的高效去除；将高性能中空纤维超滤膜材料和技术用于水处理领域，并进行技术转

让，实现了产业化，为企业新增产值；在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方面进行农业综合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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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调蓄、地下水污染控制等技术研发，服务社会。 

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直接与 CO2减排及工业废渣高效利用、实用碱激发胶

凝材料、纳米改性水泥基材料等多项国际前沿课题接轨，着重解决区域性节能减排、

工业废渣的再生利用、建材生态化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结合山东省环境和工

业特色，实现以工业废渣制备的高性能生态建筑材料及碱激发胶凝材料的规模化生

产；利用纳米改性水泥基材料技术提升其服役寿命。 

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工程团队团队团队团队：研究智能系统与智能制造生产过程的知识获取方

法、原料制备、回转窑煅烧、水泥制备各环节智能化生产与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进

行示范应用及产业化推广；在复杂系统优化、复杂工况智能信息处理和建材工业自动

化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复杂工业过程的建模、信号检测、故障诊断和自主

控制，以进一步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建筑材料生产绿色化和智

慧化的水平。 

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摩擦磨损控制工程摩擦磨损控制工程团队团队团队团队：：：：开展陶瓷涡轮、自润滑轴承、抛喷丸耐磨件及切削刀具

等系列机械关键基础构件的摩擦学设计，研发新型大尺寸复杂构件金属表面抛喷丸清

理设备，解决由摩擦磨损造成的机械故障、寿命降低、能源消耗等问题。继续推进与

相关企业的产业化合作，将各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依托机械制造、先进自

动化技术、摩擦磨损控制工程等方向，建立一支基础性与应用性学科交叉的机械与自一支基础性与应用性学科交叉的机械与自一支基础性与应用性学科交叉的机械与自一支基础性与应用性学科交叉的机械与自

动化控制学术团队动化控制学术团队动化控制学术团队动化控制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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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平台建设成果 

在建设期内在建设期内在建设期内在建设期内，，，，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1 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个国家工程（（（（技术技术技术技术））））中心或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中心或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中心或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中心或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 

拟将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头孢类医药中间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氟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特种结构与功能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道气力输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地下水数值模拟与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药三废治理与资源化利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态固碳与捕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材工业综合自动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资源整合，通过各研究平台的优势互补，提升工程技术中心的

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 

通过山东省氟化学化工材料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高校化学传感分析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高校机械装备设计与仿真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高校建材工业综合自动化重点实

验室、山东省先进建筑材料绿色制造与应用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的不断建设和资源整

合，提升重点实验室和协同创新中心的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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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建设 2个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方向稳定、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科

研创新团队；积极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仪器重大专项或省级重大专项等项目，完

成 1 项仪器重大专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 10 项。推进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建设，建

设 1个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在 Adv. Mater.，Chem. Eng. J.，J. Hazard. Mater., IEEE Trans. Autom. Control，

Automatica, 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

原创性学术成果，产生 5篇高被引论文，提高高被引论文的数量，使工程学学科长期

稳定在 ESI 学科排名前 1%；获省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省研究生创新成果奖和专

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10项以上，授权发明专利 100件以上。。。。 

 

 

 

 

 

 

 

 

 

 

 

 

 
说明：建设目标与申报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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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年度建设措施 

年度 建设措施 

2016-2017    

1.成立济南大学工程学建设领导小组；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编

制一流学科建设规划；制定相应管理制度与激励措施；编制财务预

算。 

2.对现有平台进行摸底，对学科建设所必需的实验室等学科平台进

行建设改造、购置必要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

信息化设备。 

3.进一步强化建设山东省头孢类医药中间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

东省高校化学传感分析重点实验室、山东省生态固碳与捕集利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机械构件减摩抗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确定本学科各类人才培育目标与国内外领军人才的和创新团队引

进目标。 

5.继续扩大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落实与国外高校

已签署的博士生“2+2”合作，选派优秀学术骨干、研究生赴外进行交

流学习。 

6.设立学科内培育项目并给予资助；组织申报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

与成果奖，并对获批项目进行强化支持与奖励。 

7.派优秀教学管理人员及导师到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学习、交流

考察精品课程设置、教学改革、研究生创新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培

养等先进工作经验与工作方法。 

8.举办学科建设相关会议论证或评估建设成效、存在问题与解决策

略或派员参加高层次国际、国内会议，邀请国内外本领域知名专家

讲座、指导，并进行教学模式改革。 

9.强化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培养，推进个性化培养，初步

形成研教结合、产学互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10.对本年度一流学科各项指标落实情况进行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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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总结上一年度执行情况，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对需要调整、改

进的地方进行重新规划。 

2.根据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需要，进一步对实验室等学科平台进行

建设改造、购置必要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

息化设备；组织进行国家级及省级研究平台、技术中心申报。 

3.跟踪已确定的培育目标，组织专家对他们进行考评指导。 

4.完成领军人才的引进，组成团队，开展工作。 

5.邀请国内外密切合作单位的知名专家前来指导，加强双边的学术

交流，开拓研究生联合培养新模式；组织国际会议，加强本学科与

国内外高校的联系。 

6.有目的地组织优势团队申报国家及省级科技成果奖。 

7.遴选第二批学科内培育项目并给予资助；组织学科内业务骨干，

尤其是第一批外派人员积极申报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并对获批项

目进行强化支持与奖励。 

8.举办学科建设相关会议论证或评估建设成效、存在问题与解决策

略。 

9.继续强化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基本形成研教结合、产学

互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10.对本年度学科建设情况进行自查、总结，并提出下一年的工作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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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根据上一年的年学科建设开展情况进行调整规划，并制定新的规

划与预算。 

2.根据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需要，进一步对实验室等学科平台进行

建设改造、购置必要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

息化设备；组织进行国家级及省级研究平台、技术中心申报。 

3.将本学科所辖省重点实验室、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省协同创新中

心不断进行建设和资源整合，建设 1 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或国

家重点实验室或协同创新中心。 

4.对确定的各类人才培育目标进行申报；进一步引进优秀人才，提

升团队的实力。 

5. 组织学术骨干、优秀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进一步了

解学术发展前沿。 

6.组织申报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并对获批项目进行强化支持与奖

励。 

7.加强导师培训，选派优秀管理人员及导师到国内外知名学府进行

深造。组织进行精品课程评选、深化教学改革、开展研究生创新研

究意识、研究能力培养等工作。对教学改革效果进行评估，邀请国

内外知名专家来学科进行教学效果评估、方法指导，结合评估结果，

及时调整教学模式。 

8.举办学科建设相关会议论证或评估建设成效、存在问题与解决策

略或派员参加高层次国际、国内会议，邀请国内外本领域知名专家

讲座、指导。 

9.形成成熟的研教结合、产学互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10.对本年度学科建设情况进行自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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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根据上一年学科建设开展情况进行调整规划，并制定新的规划与

预算。 

2. 组织进行国家级及省级研究平台、技术中心申报。 

3.领军人才的和创新团队研究或有重大突破性研究成果。 

4.联系新的国内外相关合作学术机构、研究平台，并进行实质性合

作，并派出学术带头人、青年学术骨干、重点培养的导师及研究生

进行交流学习。 

5.本年度继续组织申报国家级及省级高水平科研成果奖励，力争申

报并获批国家级科研奖励 1-2项。 

6. 加强导师培训，选派优秀管理人员及导师到国内外知名学府进行

深造。组织进行精品课程评选、深化教学改革、开展研究生创新研

究意识、研究能力培养等工作。对教学改革效果进行评估，邀请国

内外知名专家来学科进行教学效果评估、方法指导，结合评估结果，

及时调整教学模式。 

7. 举办学科建设相关会议论证或评估建设成效、存在问题与解决策

略或派员参加高层次国际、国内会议，邀请国内外本领域知名专家

讲座、指导。 

8.完善已形成的研教结合、产学互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9.对一流学科建设情况进行整体检查、总结，迎接上级检查验收工

作。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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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费使用预算 
单位：万元 

年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试验站、人才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维

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息化

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1000 

2、、、、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1100 

3、、、、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10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60 

5、、、、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60 

6、、、、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开展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

费、岗位补助等方面的支出。 

180 

2016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2500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

料、数据库、信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1000 

2、、、、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1000 

3、、、、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10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60 

2017 

5、、、、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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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6、、、、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开展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

费、岗位补助等方面的支出。 

180 

小计 2500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

料、数据库、信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800 

2、、、、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800 

3、、、、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10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60 

5、、、、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110 

6、、、、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开展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

费、岗位补助等方面的支出。 

130 

2018 

小计 2000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

料、数据库、信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650 

2、、、、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950 

3、、、、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10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60 

2019 

5、、、、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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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6、、、、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开展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

费、岗位补助等方面的支出。 

160 

小计 2000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

料、数据库、信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350 

2、、、、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350 

3、、、、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10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50 

5、、、、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60 

6、、、、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日常费用：：：：开展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

费、岗位补助等方面的支出。 

90 

2020 

小计 1000 

说明：支出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山东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中资金使用范围执行。支出额度包括省财政投入经费、学校自筹经费和其他渠道的经

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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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书是开展我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工作、监督检查管

理、考核评估验收的重要依据。任务书一式 3份，依托学校 1份，

省教育厅 1份，省财政厅 1份。 

 

 

 

 

 

依托学校                    省教育厅 

责任人（签章）              责任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6 年   月   日            2016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