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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1月1日至12月31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

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3月

31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

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

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

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1；若排名

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

（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

式批准的奖励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

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2年以上的全职

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等。

2.“40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40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

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

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如：ITER、CERN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理论有机化学与功能分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1 分子构效关系

研究方向2 资源环境功能分子材料

研究方向3 光电功能分子材料

研究方向4 生物活性分子与药物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唐子龙 研究方向 有机化学

出生日期 1967-08 职称 正高级 任职时间 2014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
删)

姓名 黄昊文 研究方向 分析化学

出生日期 1969-01 职称 正高级 任职时间 2014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名 彭孝军 研究方向 功能分子探针

出生日期 1962-10 职称 正高级 任职时间 2019

研究水
平与贡
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高水平论
文 105   篇 国内论文 22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0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
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
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
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100.000   万
元 纵向经费 995.500   万

元 横向经费 104.500   万
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30   项 授权数 39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2   项 转化总经费 50.000   万
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0   项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70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3   人

院士 0   人 高层次人才  0   人

青年人才 29   人 新引进人才  3   人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朱国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Journal of Metallic Material
Research

编委



刘云新 Scanning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1   人 国外 0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0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0   人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1 化学 学科2 化学工程与技术 学科3 矿业工程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3   人 在读硕士生 140   人

承担本科课程 360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1200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1   部   

开放与
运行管
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0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0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国际合作计划 0   项

实验室面积 5000.000   M2 实验室
网址 https://lg.hnust.edu.cn/index.htm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教育部直属高校不填)
50.000   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600.00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

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以及产生

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年度实验室面向环保、新材料与药物等方面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分子构效关系，资源环境功能分子材料，光

电功能分子材料，生物活性分子与药物”四个特色方向，主要在环境治理、功能分子材料、重金属与疾病标志物检测和药物

研发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取得良好进展和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共发表SCI、EI学术论文105篇，获发明专

利39项，转让2项。获省级科研奖励2项。 （1）分子构效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激发态取代基常数的概念及其测定方法，

突破了以往芳环上取代基效应局限于基态和自由基状态两类参数，提供了第三种取代基效应，在有机共轭化合物的紫外、荧

光等性能的定量相关中得到良好应用；首次提出了“C=N”伸缩振动三种模式，合理解释席夫碱类化合物的红外光谱。（2）

资源环境功能分子材料：围绕多孔杂化聚合物材料，设计制备了系列二茂铁有机多孔杂化聚合物材料，阐明多孔杂化聚合物

材料孔成形和孔隙形成机制，揭示杂化元素对孔结构的控制规律，用于工业印染废水处理，取得良好效果，解决了多孔杂化

聚合物材料在环境净化领域的应用难题。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设计合成了两性嵌段共聚物、聚季铵盐类等智能响

应和印迹分离膜的材料，用于水溶液中等重金属离子的选择性分离与回收，获得良好的应用效果。利用杂化材料能集成有机

和金属单元特性的原理，开发了系列高孔隙配位聚合物和金属大环有机配合物，实现了含CO2混合物的动态分离、以及O2

的固定。（3）光电功能分子材料：可控制备了具有多样结构特征的光电响应功能纳米材料和纳米酶，构建了系列高选择

性、高灵敏度测定多种疾病标志物和环境水样中重金属离子的检测方法；制备了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聚合物纳米粒子和抗

光漂白纳米荧光材料，成功用于生物成像，实时监测细胞中生物功能分子的变化趋势等。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1项。制

备了具有高效氧还原反应催化活性的无贵金属的碳基纳米复合催化剂，系统揭示了不同维度碳基材料的电化学活性规律；研

究了缺陷石墨烯的可控制备及电子转移动力学，为碳纳米复合材料的组合筛选和缺陷工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4）生

物活性分子与药物：设计合成了具有良好抗菌活性的新型芳胺基苯并噁嗪等，具有良好抗肿瘤活性的类天然产物异喹啉酮、

异吲哚酮、噻唑基吡啶酮等化合物，为新药物创制提供重要先导化合物；提供合成含噻唑环吡啶酮、异喹啉酮等化合物的方

法。研究成果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实验室面向环保、新材料和药物方面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立足地方，紧紧围绕四个特色方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国家科技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教育部、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环保厅、湘潭市科技

局等各级部门的支持下，以及公司企业等的资助下，承担了国家和地方系列重要科研任务。本年度实验室共新增各类科研项

目45项，累计经费1000万元，其中纵向课题38项，经费895.5万元。实验室积极协助企业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

题，取得横向课题和技术转让项目7项，金额104.5万元。 国家级项目：共主持国家级项目11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10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3项；在国防特色学科的支撑下，承担国家国防

项目1项。主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1项。 省部级项目：共承担省部级项目13项，其中湖南省科技厅项目11项，包括湖南省杰

出青年基金课题1项，省优青课题1项，省重点项目5项，累计经费179万元 横向项目：与湖南华腾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开元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长沙麓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江西开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相辉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吉林省博大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湘维有限公司等联合开发，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共获项目7项，经

费104.5万元。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10项以内）填写以下信息：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基于多极电荷转移的新型
超微电极光电复合材料的
构建及癌症细胞中活性氧

检测

52073087 陈述 （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58.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2
基于选择性再结晶的高强
高塑Mg-Gd-Y合金挤压材

的制备机理
520735167 唐昌平（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58.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3
Mg-Al-Zn合金孪晶“筋结
构”多尺度组织构筑及其增

强增塑机理研究
52071139 刘筱（配套10万元） 2021-01-01--2024-12-

31 58.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4
全固态锂电池电极材料及
界面热输运微观机理与性

能调控
12074115 周五星（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62.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5
面向海洋服役环境耐损伤
铝合金的织构调控与形成

机理研究
520735166 陈宇强（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58.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6 部分饱和岩石的粘声波频
变各向异性理论研究 42074167 廖建平（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59.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7 脱落酸抑制油菜吸收镉的
作用机制研究 32071965 刘丽莉（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58.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8
新型含氮杂环类Bcl-2/Mcl-
1双靶点抑制剂的设计、合
成及生物活性研究

82003602 万义超（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24.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适用于皮升级生物化学样 国家自



9 品的太赫兹实时无标记传
感方法研究

62001164 李慧霖（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24.000 然科学
基金

10
基于超支化结构核心的交
联拓扑结构聚羧酸减水剂
黏土敏感性抑制研究

22008060 赵宏伟（配套10万
元）

2021-01-01--2024-12-
31 24.00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注：请依次以国家创新2030-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
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
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非涉密项目或课题。
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分子构效关系 曹晨忠 曹晨忠 周再春 焦迎春 刘万强 袁华 易
平贵 李筱芳

资源环境功能分子材料 周虎 周虎 刘清泉 刘立华 曾荣今 曾坚贤

光电功能分子材料 黄昊文 黄昊文 易清风 陈建 龙云飞 陈述 邓克
勤 曹佳民

生物活性分子与药物 唐子龙 唐子龙 周智华 谢文林 于贤勇 万义超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出生年
月

1 唐子龙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7-
08

2 黄昊文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9-
01

3 曹晨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57-
05

4 冯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57-
04

5 田 俐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正高级 1973-
05

6 施式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2-
10

7 严明理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9-
04

8 易清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3-
05

9 周 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81-
03

10 周智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3-
03

11 周再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4-
01

12 于贤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5-
08



13 陈 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80-
07

14 戴巨川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9-
05

15 李筱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2-
12

16 龙云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9-
09

17 刘立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9-
02

18 戴财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4-
12

19 曾荣今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正高级 1963-
10

20 易平贵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1-
05

21 曾坚贤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0-
10

22 刘清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4-
01

23 任伯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7-
10

24 欧宝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6-
01

25 袁 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正高级 1976-
09

26 谢文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67-
10

27 石顺存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正高级 1964-
12

28 陈 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2-
05

29 刘明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7-
04

30 汪朝旭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77-
07

31 郑柏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8-
02

32 陈冠凡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8-
08

33 邓克勤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8-
08

34 刘万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2-
01

35 唐安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69-
07

36 陈丽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74-
04

37 焦银春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79-
07

1987-



38 于俊婷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05

39 张少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6-
11

40 曹佳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6-
09

41 李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6-
09

42 曾望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5-
10

43 伍泽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76-
12

44 张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7-
10

45 刘灿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5-
08

46 谷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8-
03

47 张培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6-
07

48 刘玄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7-
09

49 刘雄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7-
12

50 彭丽芬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中级 1985-
12

51 肖晶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7-
06

52 刘文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中级 1988-
01

53 柴一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3-
02

54 赵云辉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1-
02

55 万义超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8-
09

56 刘筱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8-
01

57 袁正求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6-
04

58 周五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7-
08

59 刘丽莉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0-
09

60 廖建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6-
02

61 陈宇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4-
10

62 唐昌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3-
02

63 赵宏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90-
04



64 詹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3-
01

65 谢国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5-
07

66 刘云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级 1979-
10

67 朱国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87-
06

68 唐新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级 1971-
02

69 李慧霖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高级 1984-
07

70 曹朝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1984-
02

注：（1）固定人员包括教学科研人员、专职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四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2年以上的
全职人员。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出生日
期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期限（月）

1 谭宇星 访问学
者 女 1991-

05 中级 中国 衡阳师范学院 8

2 丁黎明 其他 男 1966-
11 正高级 中国 中国纳米中心 2

3 吴劼 其他 男 1974-
05 正高级 中国 复旦大学 2

4 唐瑞仁 其他 男 1967-
08 正高级 中国 中南大学 3

5 肖竹平 其他 男 1972-
02 正高级 中国 吉首大学 2

6 肖秋国 其他 男 1966-
07 副高级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10

7 张欣 其他 男 1965-
07 副高级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8

8 刘秋华 其他 女 1981-
07 副高级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10

9 徐国荣 其他 男 1970-
08 副高级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8

10 廖 博 其他 男 1975-
05 副高级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6

11 胡仕刚 其他 男 1984-
05 副高级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6

12 戴德求 其他 男 1976-
11 副高级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6

13 朱中华 其他 男 1983-
09 中级 中国 湖南科技大学 6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
期限”指流动人员本年度工作的月数。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理论有机化学与功能分子涉及多学科领域，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矿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制药工程

为实验室主要依托学科，生物科学等为支撑学科。实验室对湖南科技大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对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矿

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相关学科的建设发挥了引领和带动作用，同时也推动了这些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协同创新，并积

极促进了新兴学科的发展。 2008年实验室成立时，依托的学科只有化学（湖南省重点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依托的硕

士点只有有机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艺（二级学科硕士点）。实验室成立后，立足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学校定位，通过学

科交叉与协同创新，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加速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10年获批化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7年获批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2019年获批化工

与材料、生物与医药两个专业硕士点；2014年获批矿业工程博士点，2015年获矿业工程博士后流动站；2017年获批“电

子元器件”国防特色学科；2019年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三个本科专业获批为湖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0年化学工程与工艺三个本科专业获批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2020年化学学科继续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且为

2021USNewS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中上榜学科，为湖南科技大学唯一上榜学科。2019年获批功能膜材料湖南省工程研究

中心。 实验室对人才培养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实验室师资队伍是化学化工学科群、材料科学与工程、矿业工程等学科教学

的核心力量，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培养中起到重要作用，培养了一批既有深厚专业理论基础又具有一定生

产实践技能的企业亟需高素质人才。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

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多学科协同发展的优势，依托科学研究，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融合发展”为目

标，开展化学化工学科类人才培养及所需要的教学、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形成了科研引领教学、平台支撑教学的创新型化

学化工类人才培养新模式。 教学任务：实验室专任教师承担了化学化工等相关学科本科专业（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应

用化学、材料化学等），以及化学化工学科硕士研究生、矿业工程博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毕业论文指导、创新创业等实践

教学工作。还有多名老师担任本科生班主任。 课程建设与教材：2020年实验室获批湖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有机化学》

何《物理化学（上）》、湖南省线下一流课程《无机化学》、湖南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物理化学（下）》和《分析

化学实验》。出版了 《水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和《有机化学实验》教材。 教学改革研究与成果：实验室采取有力措施，鼓

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取得良好效果。新增省部级教研项目4项，发表教研论文10篇，教师在湖南省普通高校课

堂教学竞赛获奖4人次。积极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纳入课堂、出版专著、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激发学生兴趣和创新热情。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

创新人才等。

（1）青年教师培养成效。实验室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共29人，包括湖湘青年英才1人，湖南省121人才计划获得者1

人，湖南省“百人计划”1人，湖南省杰青1人，湖南省优青1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5人，湘潭市高层次人才6人，湖南科



技大学高层人才14人。2020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等国家级项目9项。如周虎获评湖南省杰青、湖湘青年英

才、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湘潭市高层次人才，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晋升教授。张培盛获评湖南省优青、湖南省

青年骨干教师、湘潭市高层次人才，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晋升副教授。 （2）研究生人才培养成效。2020实验室

共招收博士生3名，授予博士学位1名；招收硕士生72名，授予硕士学位56名。获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1篇。 （3）本科生

人才培养成效。2020年本科生获省部级以上奖励24项，其中获第十二届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化学化工创新作品竞赛特等奖1

项、二等奖1项，湖南省第十届化学化工实验与创新设计竞赛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等。承担国家级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1

项，省级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6项、校级17项。 （4）联合培养成效。实验室与中科院化学所、武汉大学、湘潭大学长期合

作，联合培养硕士生3人，同时与湖南华腾制药有限公司、长沙麓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联合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

5名。另外，我们还给湘潭大学培养了1名硕士研究生。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3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

国际竞赛获奖等。

（1）2020年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获得者张媛媛：导师易清风教授，硕士期间从事电极材料的应用研究。在J.

Electrochem. Soc., Cataly. Lett.等期刊上发表SCI论文2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件，学位论文“钯基金属纳米电催化剂的

制备及其电活性研究”获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2020优秀毕业硕士研究生刘新艳：导师邓克勤副教授，硕士期间

从事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制备与应用研究。在Analytical Chemistry, Biosensor and Bioelectronic 等分析传感领域的

Top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件，参加2017年第十四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学术会议并作墙报交流，2018年

12月至2019年7月应邀前往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进行访学研究，2019年获国家奖学金，2020年获优秀毕业生等

荣誉。 （3）2020年湖南科技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者谢潇雪：导师黄昊文教授，硕士期间从事可视化检测分析与应

用研究。在Anal. Chem., Biosens. Bioelect.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SCI论文4篇，参加2017年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

及展览会议并作墙壁交流。2020年获湖南科技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5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
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为了营造实验室创新、求实、开放交流的学术气氛，实验室设置开放课题基金，用于资助与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的具

有创新性的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开放课题管理制度。 主要面向国内外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坚持有利于本实验室特色建设

的原则设置开放课题，利用本实验室现有的实验平台研发与理论有机化学与功能分子相关领域的课题，配合实验室的研究方

向，扩展研究领域，加深研究深度和广度。同时，部分开放课题也用于扶持青年教师长足稳定的学术发展和新进博士的科学研



究。 开放课题实施情况：2020批准立项开放课题5项，经费10万元。有来自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工程学院等高校学者来实验室

开展合作和交流。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

度
承担
人 职称 承担人单

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嘧啶联咪唑类过氧钒配合物的合成及切割DNA研究 2.000 于贤
勇 教授 湖南科技

大学
2020-02-22--2021-

12-31

2 基于有机/无机功能杂化膜的锂金属负极保护新策略 2.000 汪靖
伦

副教
授

湖南科技
大学

2020-02-22--2021-
12-31

3 石墨炔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生物传感应用 2.000 邓克
勤

副教
授

湖南科技
大学

2020-02-22--2021-
12-31

4 基于取代苯甲酰肼缩丙酮酸配体的二烃基锡配合物的合成
及生物活性研究 2.000 谭宇

星 讲师 衡阳师范
学院

2020-02-22--2021-
12-31

5 二苯乙烯类化合物结构与性能关系研究 2.000 方正
军

副教
授

湖南工程
学院

2020-02-22--2021-
12-31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

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

国内合作：（1）合作基地。与湖南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合作建设“化学化工类湖南省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与湖南华腾制药有限公司继续建设产学研合作基地；与长沙麓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继续成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为实验室人

才培养、成果转化与地方经济服务提供了重要平台。（2）人员交流。实验室积极与国内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研

发人员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邀请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专家来做学术报告18人次；资助教师参加学术会议25人

次。（3）人才联合培养。与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和硕士研究生。同时，也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做博士后或进修。 国际合作：实验室积极开展国际

学术交流、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主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1项。同时，继续聘请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唐亮副教授为

客座教授。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实验室成员曾荣今教授为湖南省科协青年委员，主管实验室科学传播工作。实验室积极开展科学传播，具体举措有：

（1）利用学术期刊、新闻报纸、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网站发布等媒体和途径，发布科研人员先进事迹、重要科研成果及

阶段性进展；（2）鼓励科研人员和学生带着仪器及成果，深入企业、学校、社区，使科普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老百姓。（3）开放日期间安排中学生和校内其他学科的学生来实验室参观、听取有关化学化工的科普讲座。 取得效

果：总的来说就是尽量让人们了解化学化工、材料科学等对人类的贡献。（1）今年实验室在化学、化工、材料、药物、环

境等领域的国际国内刊物上发表108篇学术论文，并依托学校建有多种文献数据库。 （2）实验室建有网站向外公开发布最

新研究成果。 （3）今年邀请18名国内外知名学者来实验室进行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并在实验室网站与院校网站上进行报

道与宣传。 （4）开设科技前沿学术讲座10余次，给在校生创造了良好的科学交流与传播氛围。 （5）在开放日期间，共有



20余名中学生到实验室来参观实验室，听取有关化学化工的科普知识讲座，激发他们对化学化工学科的兴趣。

 

2、运行管理流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 国别

1 彭孝军 男 正高级 1962-10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

2 巢晖 男 正高级 1970-03 中山大学 中国

3 余志祥 男 正高级 1969-10 北京大学 中国

4 朱守非 男 正高级 1977-11 南开大学 中国

5 黄飞鹤 男 正高级 1973-02 浙江大学 中国

6 刘小华 女 正高级 1977-11 四川大学 中国

7 赵劲 男 正高级 1978-06 南京大学 中国

8 毛兰群 男 正高级 1967-04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

9 杨楚罗 男 正高级 1966-10 武汉大学 中国

10 杨松 男 正高级 1974-05 贵州大学 中国

11 张晓兵 男 正高级 1971-08 湖南大学 中国

12 刘宣勇 男 正高级 1974-03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 中国

13 肖文精 男 正高级 1965-11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

14 刘又年 男 正高级 1964-10 中南大学 中国

15 周智华 男 正高级 1973-03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

16 周虎 男 正高级 1981-03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

17 唐子龙 男 正高级 1967-08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2020年进行了学术委员会换届，成立了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由彭孝军院士担任委员会主任，巢晖担任副主任，其余委

员见上表。 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没有召开委员会会议，但是和部分委员见面讨论过有关实验室工作进展和有关工作情

况。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

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实验室的主管部门为湖南省教育厅，依托单位为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厅下拨运行经费50万元。实验室是湖南科技大学

唯一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校高度重视，对实验室实行独立运行。学校累计下拨经费600万元，其中管理经费100万元、

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150万元、引进人才费50万元、研究生培养经费20万元、仪器设备更新经费200万元、科研项目和成

果奖励配套及绩效津贴80万元。 在学科建设方面，学校在重点学科、双一流学科、双一流专业、双一流课程、硕士点和博

士点申报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获得了矿业工程博士点、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化工与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等，2020年化学工程获评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在人才引进与团队建设方面，学校不仅为实验室人才引进提供编

制、教研岗位等，同时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办公与生活条件，特别是对高端人才的引进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予以支

持，从而使实验室队伍得以迅速发展。 学校通过书面总结、会议交流的方式对实验室及个人的工作进行总结。对实验室文

章、专利、人才培养等给予奖励。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在教育部、财政部、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科技厅和湖南科技大学等的大力支持下，实验室建成了化合物和材料分析、

表征所需要的有关平台和大型仪器设备，建成了细胞毒性实验测试所需要的细胞房及有关仪器设备，包括液质联用仪、

500MHz核磁共振仪、X-射线单晶衍射仪、扫描电镜、微量热仪、原子力显微镜、X粉末衍射仪、圆二色光谱仪、气质联用

仪、液相色谱仪、倒置荧光显微镜、酶标仪等一批先进仪器。2020年新进仪器设备200余万元，使实验室仪器总值达6200

余万元。仪器设备运行良好。 实验室对所有仪器设备采取集中管理，每台设备都配有专职的实验员，并为大型贵重仪器配

备有专门的教授和专职技术人员。建立了仪器管理、维护和收费制度。目前，重点实验室的大部分仪器设备已实现网上预约

共享，重点实验室充分利用自身平台优势，为学校和社会提供分析检测，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如为湖南工程学院、湖南理

工学院等学校，以及周边企业如桑顿集团、湖南华腾制药有限公司、长沙麓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提供测试和技术服务，助

力地方经济发展。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