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7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地处江西省省会南昌，是学校在南昌直属的三个学院之

一，区位优势明显。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教学经验丰富、爱岗敬业、开拓创新、

综合素质高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55 人，其中长江学者 1人，教授、副教授

职称 16 人，博士 20 人。近年来，学院获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国

家级教学和科研项目 10 项、省部级课题近 20 项、承担其它各级各类教学及科研

项目 50 余项，获省教学成果奖 1项，授权专利 4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其中 SCI、EI 等收录 20 余篇。

学院现在冶金工程（机械方向）博士点，机械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材料

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等 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及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

与环境 3个工程领域硕士点招收研究生。

0802 机械工程/0855 机械（专业学位）

1.本学科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机械工程是以相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理论基础，结合生产实践中的技

术经验，研究和解决各类机械产品在设计、制造、运行和维护等全寿命周期中的

理论和技术问题的工程学科。我校机械工程学科是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学科，从

1984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涵盖机械设计及理

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四个二级学科组成的一级学

科体系。

机械工程学科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包括：机械的基础理论、各类机电产

品与装备的设计方法、制造技术与系统、生物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以及各

类机械装备运行维护的理论与技术等。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帅词俊：男，汉族，1976 年 10 月生，教授，主要从事激光增材制造在生命

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近五年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27 篇；出版中英文

专著 7 部；授权与申报专利 85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优秀青年

项目和面上项目等研究经费 3000 余万元。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

划领军人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科技部创新领军人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广东省珠江学者讲座教授、江西省科技领军人才、霍英东教育基金、新世



纪优秀人才等人才称号。获省医学科技一等奖 1项、省部级二等奖 4项。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江西理工大学生物增材制造研究团队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近三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

省部级研究课题 5项，其中江西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科研项目

经费 1200 多万元，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2 项，申请专利 30 余项。近三年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其中 JCR 一区论文 30 余篇；出版著作 2部。

4.培养条件

江西理工大学生物增材实验室为江西理工大学重点培育实验室，团队由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帅词俊教授领衔，现有博士 6人，硕士 5人，博士研究生 2名，研

究生 10 名，实验室场地面积超过 2000 平米，实验设备价值超过 1000 万元，团

队科研经费超过 1200 万元，具有研究生培养的师资、课题、实验等良好条件。

5.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

面向我国机械工业企业的需求，培养在机械工程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创新

意识和独立担负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能力，并掌握一门外国语的、应用型、

复合式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高级人才。

基础理论课：数理方法、计算方法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先进制造理论与技术，机械动力学，机器人技术，实验

设计与数据分析，高等机械设计，弹塑性力学，增材制造技术，有限元原理与工

程应用等。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1、本学科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研究材料的组成与结构、合成与加工、物化特性、使

役性能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制约规律，并研究材料与构件的生产过程及其技术，

制成具有一定使用性能和经济价值的材料及构件的学科。

本学科 2010 年获批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是江西省

“九五”至“十二五”重点学科，江西省第一、二批示范性硕士点，是“离子型

稀土资源开发利用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重要支撑学科。



本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新能源材料与器件；2）低维纳米材料及计

算材料学；3）材料物理与化学。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本学科拥有一支学历层次高、专业与学缘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现有专任教

师 12 人，其中高级职称 5人，博士学历 8人，分别占比 41.67%和 66.67%，硕士

生导师 3人，其中有代表性的导师简介如下：

许梁：男，汉族，198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副教授，博士（后），硕

士生导师，江西理工大学新能源材料计算模拟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低维纳米光催

化能源材料以及新型智能复合材料的基础理论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

博士后项目各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近五年以第一作者在国际 TOP

期刊“Chem. Mater.(IF10.16, 2 篇 ), ACS Appl. Mate. Interfaces (IF8.46),

J. Mater. Chem. C(IF6.64), Catal. Sci. Technol.(IF5.73), J. Phy. Chem.

C (IF4.31, 2 篇)”等发表论文 7篇（ESI 高被引用和封面论文各 1篇），SCI 他

引 270 余次；署名发表SCI论文 40篇，长期担任J. Phy. Chem. Lett.，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J. Phy. Chem. C，Nanoscale 等国际 TOP 期刊的审稿人，

美国化学学会会员。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研究领域包括低维纳米光催化能源材料以及新型智能复合材料的基

础理论研究，新能源材料器件研究，有机和无机材料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研究。目

前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省科技厅项目 3 项，教育厅项目 6 项；近两年

发表 SCI 论文 10 篇，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培养硕士研究生 4 名，引进高水平博

士人才 3人，1人获批江西理工大学“青年清江学者”称号。

4、培养条件

本硕士点现有教学科研人员近 20 人，其中高级职称 5人，研究生专职导师

3人。教师专业学历高，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队伍稳定，教学与指导水平较高，

每位导师都有导师工作室。

另外，本专业成立了江西理工大学新能源材料计算模拟中心校级平台，对接

我校材料基因组与智能计算研究院，助力我校材料基因组计划和材料学科的发

展。拥有扫描电镜、三维数字测量仪、单晶衍射仪、压电力显微镜、热分析仪、

铁电测试系统、压电测试系统、二阶非线性光学测试系统等各种精良仪器设备



1000 余万元，实验及附属用房面积 1000 多平方米，具有良好的教学与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本学科培养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具备基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理论知识

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能够掌握相关材料研究领域中先进

的工艺设备、测试手段及评价技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工作的能力；

能作出具有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基础理论课包括：数理方程、计算方法、数理统计。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材料科学导论、材料现代分析原理与方法、固态相

变原理、弹塑性力学、金属材料制备技术、陶瓷导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科学

研究方法、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电化学基础、材料表面与界面、凝固理论与技

术、新型功能材料、复合材料等。

0856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

1、本学科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材料与化工由原材料工程、化学工程合并而成的一个工程硕士培养领域。

材料工程主要研究低维纳米光催化能源材料以及新型智能复合材料的基础

理论研究，新能源材料器件研究，有机和无机材料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研究。覆盖

了新能源材料及其成型技术、稀土光功能材料、复合材料和碳纳米材料等方向。

在国际前沿领域开展高水平应用型研究，培养适应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材料工程

研究与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化学工程主要研究以化学工业为代表的，以及其他过程工业生产过程中有关

化学过程与物理过程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来解决过程及装置的开

发、设计、操作及优化问题的工程技术学科。它的研究主要涉及物质转化、物质

组成改变、物质性状及其变化规律，以及相关工艺与装备设计、操作及其优化等

技术。覆盖了功能材料化学、催化科学与技术、资源与环境工程、应用电化学和

精细有机合成等方向。在国际前沿领域开展高水平应用型研究，培养适应现代工

业发展需要的材料工程研究与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本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新能源材料制备技术 2）低维纳米材料及

计算材料学；3）材料物理与化学；4）稀土光功能材料。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509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5126.htm


本学科拥有一支学历层次高、专业与学缘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现有专任教

师 12 人，其中高级职称 5人，博士学历 8人，分别占比 41.67%和 66.67%，硕士

生导师 3人，其中有代表性的导师简介如下：

许梁：男，汉族，198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副教授，博士（后），硕

士生导师，江西理工大学新能源材料计算模拟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低维纳米光催

化能源材料以及新型智能复合材料的基础理论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

博士后项目各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近五年以第一作者在国际 TOP

期刊“Chem. Mater.(IF10.16, 2 篇 ), ACS Appl. Mate. Interfaces (IF8.46),

J. Mater. Chem. C(IF6.64), Catal. Sci. Technol.(IF5.73), J. Phy. Chem.

C (IF4.31, 2 篇)”等发表论文 7篇（ESI 高被引用和封面论文各 1篇），SCI 他

引 270 余次；署名发表SCI论文 40篇，长期担任J. Phy. Chem. Lett.，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J. Phy. Chem. C，Nanoscale 等国际 TOP 期刊的审稿人，

美国化学学会会员。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研究领域包括低维纳米光催化能源材料以及新型智能复合材料的基

础理论研究，新能源材料器件研究，有机和无机材料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研究。目

前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省科技厅项目 3 项，教育厅项目 6 项；近两年

发表 SCI 论文 10 篇，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培养硕士研究生 4 名，引进高水平博

士人才 3人，1人获批江西理工大学“青年清江学者”称号。

4、培养条件

本硕士点现有教学科研人员近 20 人，其中高级职称 5人，研究生专职导师

3人。教师专业学历高，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队伍稳定，教学与指导水平较高，

每位导师都有导师工作室。

另外，本专业成立了江西理工大学新能源材料计算模拟中心校级平台，对接

我校材料基因组与智能计算研究院，助力我校材料基因组计划和材料学科的发

展。拥有扫描电镜、三维数字测量仪、单晶衍射仪、压电力显微镜、热分析仪、

铁电测试系统、压电测试系统、二阶非线性光学测试系统等各种精良仪器设备

1000 余万元，实验及附属用房面积 1000 多平方米，具有良好的教学与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本学科培养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具备基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理论知识



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能够掌握相关材料研究领域中先进

的工艺设备、测试手段及评价技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工作的能力；

能作出具有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基础理论课包括：数学物理方程、计算方法。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

材料方向：材料科学导论、材料现代分析原理与方法、固态相变原理、弹塑

性力学、金属材料制备技术、陶瓷导论、非金属材料工艺学、科研方法论、材料

科学与工程前沿、电化学基础、材料表面与界面、凝固理论与技术、新型功能材

料、复合材料等。

化工方向：高等物理化学、高等无机化学。反应工程、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高等有机化学、稀土元素化学；绿色化学、先进材料化学，环境工程化学、催化

化学等。

0837 安全科学与工程/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

1.本学科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1984 年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点挂靠采矿工程学科招收“矿山通风”研究方

向的硕士研究生。2000 年安全技术及工程获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4 年获“安

全工程”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得安全科学与工程（0837）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 年安全科学与工程被评为江西省第二批示范性硕士点。

2007 年，我校获批建立“钨资源高效开发及应用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008

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钨资源高效开发及应用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点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硕

士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学科点形成了如下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1)安全监测监控关键技术研究

(2)矿山环境灾害控制理论与技术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现有教师 9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5人；具有博士学历 6人；博士

生导师 2人，硕士生导师 6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国

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人，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一、二层次人选 1人，江西

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人。



（1）刘祖文：男，1969 年 9 月出生，江西吉安人，中共党员，工学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西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保部门和中国铝业有限公司等委托的各类纵、横向科学

研究与技术开发项目 20 多项，各类研究经费达 400 余万元。目前在国内外重要

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档次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10 篇已被

SCI、EI 或 ISTP 三大检索收录。

（2）王海宁：男，1965 年 12 月出生，安徽怀宁人，中共党员，工学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跨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金川集团有限公司“荣誉职工”，铜陵市人民政府“科技

特派员”。王海宁教授主要在矿山安全理论及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已获得一批研究成果，并在多个大型地采矿山推广应用，有效解决了大量的现场

技术难题，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2等奖 7次；近 5年在核

心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申请专利 5项；发表专著 3部。

(3) 薛锦春，男，1969 年 3 月出生，江西赣州人，中共党员，工学博士，

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西省教育厅项目、江西铜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委托的各类纵、横向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项目 10 多项，

各类研究经费达 150 余万元。主持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目前在国内外重

要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档次学术论文15篇，其中5篇已被 SCI、

EI 或 ISTP 三大检索收录，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近年来，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三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研究课题 8项及横向科研项目 12 项，科研项目经费 500

多万元，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25 篇，被 SCI、EI、ISTP 收录 10 篇。

学科点在完成本科、研究生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每年都为企业提供大

量的人员培训、技术咨询、检验检测等社会服务。

4.培养条件

近两年学校投入 600 余万元建设“铜二次资源回收与环境保护”创新中心。

具备研究生培养的师资、课题、实验等良好的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

http://baike.baidu.com/view/7937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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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工科基础知识与安全科学技术的专业

知识，具有较强的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与创业精神、社会交往能力、组织

管理能力、安全工程设计与施工能力。掌握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应用

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实验技术与手段以及计算机技术，完成具有理论意义或应

用价值的科研课题；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能从事本

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

基础理论课：数理方法、计算方法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可靠性理论、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工业安全技术及工

程、安全风险学、通风与防尘技术专论、安全行为科学、静电技术及应用、安全

监测监控及管理工程、职业卫生和事故调查与分析等。

0857 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

1、本学科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资源与环境由原安全工程和环境工程合并而成的一个工程硕士培养领域。

安全工程研究方向有：(1)安全监测监控关键技术研究；(2)矿山环境灾害控

制理论与技术。

环境工程研究方向有：（1）矿山土壤环境微生态；（2）矿山生态恢复理论与

技术。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现有教师 10 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5人；具有博士学历 7人；博

士生导师 2人，硕士生导师 7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人，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一、二层次人选 1人，江

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人。其中代笔性导师简介如下：

刘祖文：男，1969 年 9 月出生，江西吉安人，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西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环保部门和中国铝业有限公司等委托的各类纵、横向科学研究与

技术开发项目 20 多项，各类研究经费达 400 余万元。目前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

刊和学术会议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档次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10 篇已被 SCI、EI

或 ISTP 三大检索收录。

王海宁：男，1965 年 12 月出生，安徽怀宁人，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跨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人选，金川集团有限公司“荣誉职工”，铜陵市人民政府“科技特派

员”。王海宁教授主要在矿山安全理论及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已

获得一批研究成果，并在多个大型地采矿山推广应用，有效解决了大量的现场技

术难题，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2等奖 7次；近 5年在核心

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申请专利 5项；发表专著 3部。

薛锦春，男，1969 年 3 月出生，江西赣州人，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西省教育厅项目、江西铜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委托的各类纵、横向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项目 10 多项，各类研

究经费达 150 余万元。主持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目前在国内外重要学术

期刊和学术会议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档次学术论文 15 篇，其中 5篇已被 SCI、EI

或 ISTP 三大检索收录，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

刘晶静：女，1985 年 11 月生，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稀土矿

区土壤环境微生态、土壤氮素循环和矿区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近

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江西省教育厅项目 1项，完成江西省科技

厅青年基金项目 1项；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6篇。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近年来，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三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研究课题 8项及横向科研项目 12 项，科研项目经费 500

多万元，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25 篇，被 SCI、EI、ISTP 收录 10 篇。

学科点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研究课题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

教育部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等国家级项目；省科技厅、教育厅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等，

同时，积极充分发挥学校与国内各大中型厂矿企业紧密联系的优势，积极开展矿

冶领域的环境科学问题研究，学科积极在有色金属矿冶环保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和

技术服务工作，服务对象涵盖江西铜业、江西钨业、赣州稀土、广西华锡、福建

紫金、西部矿业、中国五矿、四川有色、铜陵有色、金川公司、金堆城钼业等国

内大中型矿业企业。学科立足江西赣南地区特色优势稀土产业，在稀土土壤环境

元素积累机理与特征、稀土元素环境积累效应、稀土矿区生态环境影响等方向进

行重点研究。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

级项目 1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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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条件

安全工程专业近两年学校投入 600 余万元建设“铜二次资源回收与环境保护”

创新中心。具备研究生培养的师资、课题、实验等良好的研究条件。

环境工程专业实验室面积达 600 平方米，拥有全自动生物反应器、凝胶成像

系统、红外光谱仪、PCR 仪、TOC、液相离子色谱、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超速

冷冻离心机等各类万元以上仪器设备百余台（套），仪器设备总值 500 多万元，

仪器设备性能优良，可充分满足各研究方向研究生科学实验的需要。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安全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工科基础知识与安全科学技术

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与创业精神、社会交往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安全工程设计与施工能力。掌握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

应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实验技术与手段以及计算机技术，完成具有理论意义

或应用价值的科研课题；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能从

事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

基础理论课：数理方法、计算方法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可靠性理论、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工业安全技术及工

程、安全风险学、通风与防尘技术专论、安全行为科学、静电技术及应用、安全

监测监控及管理工程、职业卫生和事故调查与分析等。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工科基础知识与安全科学技术

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与创业精神、社会交往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安全工程设计与施工能力。掌握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

应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实验技术与手段以及计算机技术，完成具有理论意义

或应用价值的科研课题；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能从

事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

基础理论课：数理方法、计算方法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可靠性理论、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工业安全技术及工

程、安全风险学、通风与防尘技术专论、安全行为科学、静电技术及应用、安全

监测监控及管理工程、职业卫生和事故调查与分析等。

☆ 核心课程：《高等环境流体力学》、《生态修复工程原理与技术》、《环境技

术进展》、《污染控制化学》、《环境土壤学》、《微生物生态学》、《污染控制化学》、

《高等环境微生物学》、《环境生物化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