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2019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群建设点

申报书

高校名称： 太原工业学院 （盖章）

专业群名称： 化工与能源特色专业群

所含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能源化

学工程专业

面向产业：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业、精细化工

专业群主要牵头负责人： 牛宇岚

联系电话： 18135125001

山西省教育厅制



填 写 说 明

1.申报书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表达准确严谨。填报内容

不得有空缺项，如无内容应填“无”。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

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页码清晰。

3.申报书限用 A4纸张打印填报并装订成册。



一、专业群基本情况

专业群名称 化工与能源特色专业群

专业

群组

成

主干专业
群组专业

专业

群主

要牵

头负

群组

专业

负责

人 1

群组专

业负责

人 2

群组专

业负责

人 3

化学工程与工艺
能源化学工程、应用

化学

牛宇

岚

常西

亮
丁莉峰 高松平

专业群基本数据总览

基本

条件

涉及省级以上

特色优势专业（个）

校内实训场所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数量

（个）
面积（㎡）

设备

台套

数

设备值

（万元）

校外实

习实训

基地数

量（个）

当年接纳

学生总人

次

1 14 550 54 430 14 280

人才

队伍

专业群教师

总数（人）
高级职称总数/占比 双师型教师总数/占比

具有行业企业背景总

数/占比

57 52.63% 33.33% 10.53%

与本专

业群建

设有关

的科学

研究与

教学研

究

科研横向项

目总数

科研横向项

目经费（万

元）

科研纵向项目

总数

科研纵向项目

经费（万元）
专利总数

行业联合专利

总数

4 42 28 1595 19 0

国家级教改项目总

数

国家级教改项目经

费（万元）

省部级教改项目总

数

省部级教改项目经费

（万元）

0 0 2 8



人才

培养

各类竞赛获奖 艺术类专业比赛获奖

国家级（项） 省部级（项） 国际级（项） 全国性（项） 地区性（项）

3 4 0 0 0

专业群主要牵头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牛宇岚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历 研究生

出生年月 1970.5 行政职务 系主任 学位 博士

研究方向和近

三年主讲的本

科课程

研究方向：能源化工

近三年主讲的本科课程：化工设计、表面活性剂化学、石油化工工艺学。

入选国家或省人才计划或获

得有关荣誉称号（限填 10项）
无

群组专业负责人 1基本情况

姓名 常西亮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65.2 行政职务 无 学位 硕士

研究方向和近

三年主讲的本

科课程

研究方向：化学工程

近三年主讲的本科课程：化工原理、精细化工工艺学。

入选国家或省人才计划或获

得有关荣誉称号（限填 10项）
无

群组专业负责人 2基本情况

姓名 丁莉峰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学历 研究生

出生年月 1986.5 行政职务 无 学位 博士



研究方向和近

三年主讲的本

科课程

研究方向：应用电化学

近三年主讲的本科课程：电化学科学及实验、金属表面化学处理技术及实验。

入选国家或省人才计划或获

得有关荣誉称号（限填 10项）
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

群组专业负责人 3基本情况

姓名 高松平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学历 研究生

出生年月 1969.9 行政职务 无 学位 博士

研究方向和近

三年主讲的本

科课程

研究方向：煤清洁利用

近三年主讲的本科课程：分离工程、煤气化工艺学。

入选国家或省人才计划或有

关荣誉称号（限填 10项）
无

……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学位

研究方向和近

三年主讲的本

科课程

入选国家或省人才计划或有

关荣誉称号（限填 10项）



二、可行性分析（3000字以内）

1.简述本专业群所面向的行业产业、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包括行业产业

发展前景分析、未来 3-5年行业产业人才需求预测等）

化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山西省作为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业大省，继续

增大有利于内增长的投资力度，能源化工和装备制造业产值亦即将突破 2000 亿的大

关，与此同时对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迫在眉睫，现在山西省内各类化工企业

和装备制造业超过千家，但每年的毕业生相对于企业的需求来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

态。

2. 化工与能源特色专业群组建的可行性分析（包括专业群组建的优势、

特色、规模、框架、机制等）

化工与能源特色专业群涵盖了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应用化学三个专

业，具有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化学工程与工艺和应用化学专业于 1999 年开始

招收本科生；目前在校本科生 1200 余人，专业教师 55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高职

称 20 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20 人；主要面向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业及精细化工品，

旨在为企业解决工艺、装备、能源综合利用、污染防治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校企

融合，联合培养使我们的学生始终处在行业的前沿，以利于我们专业培养的学生符合

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所获殊荣为：山西省 “地方高校化学化工“一线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示

范区”、应用化学专业在 2013 年获批“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7 年获

批山西省优势专业。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为省级重点扶持学科。2019 年获批山西省

“1331 工程”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工程研究中心 1项。化学化工综合实验中心为省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其次，化工与能源特色专业群设置了完备的专业知识体系，构筑了与专业方向相

应的课程链，完善了综合考察体系，在毕业设计上实行双导师制，实现了教学与工程

应用的结合，创新和实践齐头并进。

本特色专业群实验实践场地共计 8000 多平方米。教学分析检测仪器和化工实训

设备总价值 2000 余万。为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学习平台，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为特色专业群的建设提供了有力



的臂膀，使特色专业群的建设成为可能。

3.建设目标和考核指标

化工与能源特色专业群主要面向石油和煤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及精细品化工行

业，围绕煤基燃料替代汽柴油清洁化利用、煤转化清洁利用、绿色涂料技术、特种粘

结剂及电化学工程（电解电镀技术）等领域培养人才。

石油替代及清洁能源利用方向目标：积极进行甲醇燃料替代汽油、柴油的清洁燃

烧的研究，突出产业化的一体建设，解决生产过程中技术问题，实现能源、化工与应

用的交叉。力争在 3-5年内打造山西省资源综合清洁利用的科研开发平台，为清洁能

源人才的培养提供强大的助力。

绿色涂料技术方向建设目标：力争在 3-5年建成山西省技术先进的绿色涂料研发

平台，成为水性树脂合成的转化基地，水性防腐涂料及水性皮革涂料的产业创新研究

中心，进一步培养从事相关涂料行业的优秀的复合型人才

电化学工程技术建设目标：主要侧重电解电镀。积极进行冶金工艺的研究，争取

在三年内开发出稳定、环保、低成本的无氰电镀液并将其推广到山西的机械加工生产

企业，以提高镀层的防腐蚀性能和装饰性能，进一步推动山西制造业的发展，也为培

养电化学工程行业优秀毕业生提供强大的学习平台。

我们的目标建设考核围绕：校内教学平台建设、校外实践实训基地建设、产学研

综合建设三种考核方式进行：

（1）力争申请到省级一流专业、省级共享课程以及省级实验中心 2-3项；

（2）新建校外实践实训基地 4-5个；

（3）产学研联合开发项目 5-10项，争取资金 500万元以上。

4.建设内容（包括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实验实训基

地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内容）

4.1 培养模式

化工与能源特色专业群紧跟山西经济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应用为导向，专业

建设为龙头，课程建设为抓手，校企结合为突破口，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即不断

构建理论知识教育-工程教育-应用教育逐级提升的培养模式，实现学生-毕业生-准员

工-企业员工的有机衔接。



4.2 课程体系建设

一是调整课程教学内容，强化专业知识应用能力；注重学科内容交叉融合，强

化学生知识构架。二是强化教材建设，增加理论与实践的衔接。三是将创新创业教育

纳入本科培养体系中，强化学生专业创新能力的培养。

4.3 教学团队的建设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建设一流本科专业的重要保证。一是“内

培外引”加强现有师资的对外交流与培训；二是外聘专家学者与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

职教师，建立校内和校外教师团队，缩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差距；三是健全教师

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组建团队、改进教学方法手段、申请教研和科研课题，拓宽教师

教学方向，全面提高教学教研能力

4.4 实践基地建设

一是改善实验条件及完善实验设备，强化理论知识的外在模拟设施建设。二是

建立以学生为主的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教学。三是校企结合，完善学生操作

平台，实现工学结合，产学研一体建设。四是完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让学生在企业

中实现理论实践结合。

5.拟重点突破或解决的关键问题及预期成效

5.1 师资队伍建设

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及出国访学，增强教师团队的综合实力；外聘工程技

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安排教师进入企业进行中短期实践锻炼，尽早完成双师双能教

师队伍建设。

5.2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紧培养优秀的应用型人才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顺应环保、节能、高校的生态要求和社会对人才的迫

切需求，围绕精细化工、电化学工程、石油替代及清洁能源利用三个行业领域，旨在

培养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现代化工新技术、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独立承担起工程技

术的高层次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5.3 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通过教学建设和教学质量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形成

教学质量保障长效机制，促进教风和学风的极大改善，提升教师教学态度和能力，激

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



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目标。

6. 进度安排和学校支持与保障

6.1 进度安排

2019.6-2020.6 调研、设计、论证阶段：一是到相关企业及其他同类高校进行

调研，对接产业链分析研究，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保证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实

际相衔接；二是健全“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制度，加快团队建设；三是进一步

强化课程教学内容建设，提升教学教研能力；建立用人单位与学校共同评价机制，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

2020.6-2022.6 进入实施阶段：一是改革考核方式，将综合素质考察加入评分

标准中，推动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二是鼓励学生和教师积极申请 “双创”项目；

三是投建校内全流程化工实训中心；四是联合建设 3-4 校企融合实训实践基地，制定

学生的工程训练考核制度及评价体系；五是鼓励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联合编制符合专

业实际情况的教材。

2022.6-2023.6 总结完善阶段：一是通过对毕业生跟踪调查，比较数据，总结

人才培养方案的优缺点，并进行改进；二是收集课程相关教学资源改革成果，评价课

程内容改革的成效；三是加强校内校外专业实践实训环节运行和改进建设工作。四是

学科建设凝练提升目标实施成效。

6.2 学校支持及保障

生源保障：通过创新宣传方式，完善培养体系，吸引优秀生源，每年化工与能

源特色专业群招生人数稳定在 400 人以上，这为特色专业群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就业保障：加强校企融合，通过高质量的在校培养和企业锻炼，为化工及相关

企业输送优秀毕业生，形成人才培养和就业的良性循环机制。

学校制度支持及保障：一是再投资 500 万元筹建一个校内煤制甲醇半实物仿真

实训工厂，努力为学生打造良好的实践操作平台，以满足学生实践教学的需要；二是

学校坚持“双导师”培养模式，带薪聘请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10-20 名，加强案例

教学，缩短实践与理论的距离；三是每年引进双一流院校优秀博士 3-4 名，努力打造

一支科研能力突出，梯队合理的师资队伍。四是健全教师激励奖励制度，鼓励教师组

建团队，阔宽教师教学方向，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五是不断优化知识结构，丰富课

程超市，扩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加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巩固。



经费预算

序号 支出科目（含配套经费） 金额（万元） 计算依据及理由

1 专业群调研费 3 高校和企业调研

2 外聘专家授课费 12 10-20 名专家，三年代

课费

3 教师培训费 5 15 名教师企业培训

4 教学创新研究项目费用 10 10 个项目支持

5 教材建设费 10 3-5 本教材出版

6 课程建设费 20 2-3 门共享课程上线

7 会议旅差费 5 20 人次会议费用

8 学科技能竞赛费 5 3 项国家级学生竞赛

合计 70

专业群所含专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与承诺

我校承诺，如获立项建设，将对该专业群建设给予重点支持，安排

充足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建设并给予充分的人员支持、物质保障、政策倾

斜，并将加强项目监督管理，确保专业群建设顺利完成，通过认定。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