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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走进江西省科学院





院区全景图





12名中科院院士受聘为我
院创新发展战略顾问





天然产物资源化深加工、高分

子材料合成与改性、有机合成、

食品化学与加工设备、稀土功能

材料、锂电池循环利用、节能与

建筑功能化材料等领域的研究开

发。

高级职称
33人

政府
特殊津贴

4人

博士
22人

硕士
11人

江西省
“双千计划”

2人

主要
研究
方向



生 物

化 工

获得省级科技奖14项，其中一等奖1项、

二等奖4项、三等奖9项。多个产品获江西省新

产品奖，数十项技术已在企业推广应用，取得

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国内外刊物上发

表论文600余篇，著作20余部。

江西省科学
院分析测试

中心

江西生物
医药创新
研究院

江西省稀土
科技与材料
创新研究院

科研成果



茶歇室 会议室 办公室

实验室



天然产物化学研究室

2.研究方向
①以江西省重要经济天然产物综合开发利用，通过先进技术和创新工艺，分离和精制高附加值的有效成分，并进行
动力学过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②天然产物原料预处理，采用热泵-热风联合干燥、热泵-远红外联合干燥、热泵-太阳能联合干燥、热风-微波联合
干燥、热风-冷冻联合干燥、热风-微波真空联合干燥等干燥技术，比较其有效成分保存效果。
③天然产物化学分子结构修饰改性，复杂化合物的设计与合成，天然产物半合成与全合成。
④天然产物提取、分离、精制过程中的关键生产设备和装置研发。
⑤对天然产物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综合利用的分析与研究。
⑥对生产方式进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模式工业化设计，进行生产工艺中“三废”控制处理技术的设计与研究。
⑦对同一原料中多种有效成分联合分离工艺研究。
⑧结合化学方法、生物方法和微生物方法，进行工艺技术优化和经济效益分析研究。

1. 简介：

天然产物研究室，主要从事于天然产物的绿色分离，结构鉴定及活性筛选，天然产物半合成与全合成、农产品干燥
、精深加工和应用推广。近五年来，团队在天然产物分离科学与工程领域取得过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特别是在
分离和精制、热泵干燥农产品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共获得国家级项目20余项，省级项目40余项，撰写科技论文
10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28项，获省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其中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建有中试生产线3
条，拥有多个省级和市、院级科研平台。

实验室现有使用面积1300m2，仪器设备总投资500多万元，拥有较完善的天然产物分离提取、干燥与有机合成工程
研究及其相关设备，并建有自己的科研中试车间。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达到26人以上(其中具有研究员职称6人，副
研究员职称11人，博士7人，硕士8人。中心已逐步成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实验水平、管理水平的学术中心和人才
培养基地。





高分子材料研究室

1.简介

是江西省内从事高分子树脂合成、变性淀粉、有机硅材料、节能建筑材料和防腐材料等领域研究开发较早的专业研
究机构，研究队伍一直以来承担国家和江西省重要科技任务并在高分子材料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本研究室针对国
内和学科发展前沿，结合江西省的发展趋势和资源优势，重点开展有机硅高分子及功能高分子合成与应用、有机-无

机复合材料制备、功能性建筑材料、环境友好催化材料、有机光伏材料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并将先进高技术新材
料的应用和转化工作相协调发展，在应化所发展定位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应化所3个重点发展学科之一。
目前，研究室共有科研人员18人，其中正高级职称3人，博士9人。形成了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氛围浓厚、以年轻学
术带头人为主、以学术交叉及融合为特色的、富有创新与钻研精神的研究集体。

2.研究方向
（1）有机硅新材料开发与应用

开展以适宜我省资源发展的功能性有机硅树脂、特种硅油、硅烷偶联剂新工艺新技术研究，有机硅产品
应用技术创新研究，有机硅改性聚氨酯的应用研究，有机硅树脂改性研究；
（2）新型建筑节能材料研究

开发建筑用无机活性保温材料、功能砂浆等新材料、微胶囊建筑防水剂、陶瓷基发泡保温、装饰一体化
板材及其配套保温系统材料。
（3）环境友好催化材料及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

抗菌功能复合材料合成与加工技术研究；功能化特种涂覆材料研究及应用开发；环保新能源材料及纳米
催化新材料的开发与加工技术研究；环境友好型功能复合材料的应用开发研究。
（4）有机光伏材料的研究
通过分子设计合成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材料，开展有机光伏材料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稀土研究室

1.简介
稀土研究室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始终立足于我国特有的风化壳淋积型稀土矿(南方离子型稀土矿)，针对风化
壳淋积型稀土矿贫杂化，国家水排放标准氨氮指标的提高问题，探索离子型稀土矿绿色化学提取分离及中重稀土
应用研究。
湿法冶金：稀土提取工艺及其动力学与传质研究；
分离科学：稀土、有色金属溶剂萃取分离；

稀土功能材料：稀土金属有机框架检测材料、稀土发光材料、稀土改性锂电池材料设计与制备、稀土功能陶瓷材
料研究

2.在研项目
“风化壳淋积型稀土矿堆浸分形动力学与传质过程强化(№:51774156)”;
“动力电池高锰混合废料Li(Ni1/3Co1/3Mn1/3)O2+LiMn2O4再生过程元素迁移机制(№: 51604129)”;
“醚酰胺功能性离子液体萃取分离稀土的界面相互作用机制与应用(№51804143)”；
“硬模板法合成多级孔道结构碳材料及其CO2吸附特性的研究(№21805120)”；
“微生物柱吸附法富集提取稀土的传质研究(№: 20181BAB206020)”；
“离子型稀土矿绿色提取与分离技术研究(№:2015XTTD02)”。
“动力电池用高能量密度球形多元正极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20151BBE50107)”。
“动力电池用高能量密度球形多元正极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20151BBE50107)”。
“新型酰胺酸基功能性离子液体的设计及其对硫酸稀土的萃取分离研究 (№:RERU2017015)”
“硅酸钇镥二次资源中高值重稀土绿色高效分离与应用(№:20171ACH80013)”。

http://www.jxas.ac.cn/kexueyanjiuhx/548.html





“软科学

研究基地”

共建“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

国家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服务
示范创建机构

江西省首家知识
产权服务品牌

创建机构

2015年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高端科技智库”

2016年成为全国地方科技智库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2017年入选CTTI来源智库

同年当选为国际科学院协会科学与科学学会理事单位

文献情报服务



主要承担中科院在江西省的科技合作，组织
建设各类产业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促成重
大产业化项目落地等职责。

主要
职责

技 术 创 新科 技 推 广成 果 转 化

1 2 3



由中国科学院牵头，整合全国和江西省
在稀土领域的创新资源，在稀土科技创
新领域打造国家级创新平台。

中科院国家

稀土创新平台

中药大科学
装 置

目前已得到中国科学院和江西省政府的
支持，双方共同签署了《省院共同推进
建设中药大科学装置的框架协议》。要
把现代科技的先进方法和技术充分运用
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去。



江西省科学院科技园是我省唯一一家由省级科研
院所创办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科技服务

产 业

战 略 咨 询
实 验 仪 器

共 享

创 业

孵 化

技 术

创 新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园 区 简 介

省级重点实验室和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2家

高新技术企业 5家

新三板上市企业 2家

600㎡技术创新
（转移）服务平台

和小企业公共服务大厅

“一园两区”
的园区架构

主园区（孵化区）

研发区（加速器）



02 了解人才引进待遇



优化政策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在政治上关心

人才，生活上体贴人才，科研上积极扶持人才，工作上大胆

使用人才，利益上给予人才倾斜，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形

成激励创新创业、鼓励人才辈出的浓厚氛围。

引才理念



引才待遇

安家费

引进博士人才一次性拨付

20万元安家费

博士津贴

内聘待遇

过渡性住房

科研启动费

提供上坊路院区或高新区

过渡性住房

引进博士后、海归人才内聘七级岗

引进博士内聘八级岗

提供1000元/ 月博士津贴 提供科研启动经费20万元



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工作站

已引进中科院院士

李永舫、印遇龙及其团

队入站工作。2017年，

聘请加拿大Timothy 

Angus McAllister教

授来站学术交流和短期

工作。

与中科院 、南京林业大

学、南昌大学签订联合培养

协议。目前在站工作7名博

士，标志着我院培育高层次

创新型青年人才的平台进一

步完善，建立了人才交流的

长效机制。

人才平台



人才培养

创新人才“头雁”计划01

一流核心团队建设计划03

青年学者培养计划02

全员能力提升计划02

紧紧围绕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尤其是省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

结合我院新时代科技创新事业的重点任务，着力

培养一批创新能力突出的中青年科技人才，造就

一支具有世界眼光、国内一流的科技拔尖人才队

伍，为我院科技创新事业实现质的跃升提供有力

的人才支撑。



首席青年
研究员

青年人才
伯乐奖

首席
科学家

优秀
科学家奖

建立科学的绩效
评价机制，优化激励
机制，让科研人员在
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价
值，获得成就感，充
分调动全院人才的积
极性。科技合作，有
效支撑3-5个产业集
群和特色县域经济发
展。

人才激励



灵活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评估作价金额以7:2:1

为比例划分给个人、研究所、

科学院

院内科研奖励

院外科研奖励 围绕科技奖励、科研项目、

论文（论著）、知识产权、

报告奖励制定院内现金奖励享受江西省以及高

新区两级科技成果

奖励政策



院区
周边配套

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校

南昌市师范附属小学

艾溪湖湿地公园

高新区人民医院

江西省科学院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