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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青论坛概况

会议简介：“中国化学会菁青论坛”旨在促进化学领域同行交流和合作，推

动我国化学及相关学科领域交叉融合和青年人才的成长，通过论坛报告及与

会的研讨，帮助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明确研究方向和凝练科学问题，

为国家科研创新储备力量。“中国化学会菁青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并

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第六届 “中国化学会菁青论坛”会议将于2023年

04月14日至16日在金城兰州举办，会议以“交叉创新、展望未来”为主题，

邀请国内著名科学家及优秀青年学者参与学术交流。会议通过大会特邀报告、

主题报告、邀请报告等形式，针对化学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前

沿热点展开学术交流和研讨，展示回顾近年来全国青年化学工作者在各自研

究领域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促进化学与材料、能源之间的交叉融合与创

新发展，展望化学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助推基础理论走向产业应用。

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工作者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兰州大学

协办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化学会　

会议主席：侯仰龙  王树涛

执行主席：周   峰   唐   瑜　

秘  书 长：孙豪岭   席聘贤

顾问专家：卜显和   刘维民   刘云圻   吴骊珠   严纯华 （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会议组织委员会秘书：席聘贤　马延飞

会议组织委员会委员：宋  楠、柳亮亮、曹  靖、唐晓亮、何立鹏、汪宝堆、

席聘贤、蔡美荣、麻拴红、安  丽、胡  阳、殷  杰、郑江荣、马延飞、杨武芳、

胡海媛、赵晓铎



菁青论坛概况

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工作者委员会

主任：王树涛

副 主 任：胡蓉蓉、吕　华、聂　舟、翟天佑、赵　亮

秘书长：孙豪岭、席聘贤    

委员：白正宇、陈国颂、陈美婉、陈　雨、程方益、程　靓、储玲玲、

褚海斌、旦　增、邓德会、董　鹏、付大伟、顾星桂、管庆方、桂敬

汉、郭彦炳、韩　庆、郝　瑞、何传新、何　刚、何宏艳、洪　喻、

胡蓉蓉、黄　辉、黄科科、贾春江、姜雪峰、蒋尚达、匡小军、李寒

莹、李　箐、刘会贞、刘　堃、刘　倩、刘遂军、刘　涛、刘文博、

刘翔宇、刘志博、吕　华、栾新军、马　骧、马延飞、毛俊杰、梅　

雷、那　娜、聂　舟、歐陽灝宇、史壮志、宋术岩、苏　鑫、孙豪岭、

孙志华、田春贵、王　芳、王海龙、王林军、王树涛、王晓明、席聘

贤、谢绍雷、徐加良、徐　亮、许华平、闫学海、杨乃亮、杨胜韬、

姚子硕、余达刚、翟天佑、张　兵、张佳楠、张鹏超、张　强、张伟

雄、赵　亮、赵英杰、郑耿锋、朱光宇、朱　志



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场报告： 席聘贤    兰州大学            13919807761         

           赵晓铎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15850577615

餐饮住宿： 郑江荣    兰州大学            13519688222

           胡海媛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13919361308

注册接送： 曹  靖    兰州大学            13893345287

           马延飞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18993050363        

中国化学会第六届菁青论坛



会场指南

中国化学会第六届菁青论坛



会议日程

中国化学会第六届菁青论坛

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

13:00-22:00 注册报到 宁卧庄2号楼大厅

18:00-21:00 晚   餐 2 号楼自助餐

2023年4月15日（星期六）

08:00-12:00 开幕式、颁奖、大会报告 2 号楼会见厅

12:00-13:30 午   餐 2 号楼自助餐

13:30-18:10

会场一 2 号楼3楼会议室

会场二 2 号楼4楼会议室

会场三 2 号楼5楼会议室

会场四 8 号楼1楼南湖厅

15:30-17:00 中国化学会青委会工作会议 8 号楼2楼会议室

18:10-21:00 晚   宴 1 号楼兰馨厅

2023年4月16日（星期日）

08:00-12:00

会场一 2 号楼3楼会议室

会场二 2 号楼4楼会议室

会场三 2 号楼5楼会议室

会场四 8 号楼1楼南湖厅

09:00-11:30 研究生及博后论坛 8 号楼2楼会议室

12:00-14:00 午   餐 2 号楼自助餐

14:00-18:00 离会

以上为本次论坛的主要会议程序，如在执行上述程序过程中遇到问题
或其它方面的困难，请及时联系本会议主办方会务组相关负责人



2023年4月14日 （宁卧庄2号楼大厅）

报到及注册
宁卧庄2号楼大厅（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529号）

时间：13:00-22:00

工作餐：18:00-21:00   地点: 2号楼自助餐

主会场：4月15日上午 （2号楼会见厅）

时间 详情 主持人

08:00-08:40

兰州大学  严纯华  院士/校长

唐  瑜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  王齐华  党委书记

西北民族大学  王彦斌  校长

中国化学会  侯仰龙  副秘书长

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工作者委员会  王树涛  主任

08:40-09:00 颁奖典礼（星火奖、新锐奖、卓越奖） 孙豪岭

茶歇+合影：09:00-09:40    地点：1号楼大门口

09:40-10:15

大
会
特
邀
报
告

题  目：原子/分子制造
报告人：刘云圻 院士

刘维民
院士

10:15-10:50
题  目：光化学转换
报告人：吴骊珠 院士

10:50-11:25
题  目：磁性纳米结构化学构建及其肿瘤诊治
应用探索
报告人：侯仰龙 教授 卜显和

院士

11:25-12:00
题  目：湿滑调控研究与应用
报告人：周  峰 研究员

自助餐：12:00-13:30      地点：2号楼自助餐

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

会场一:  4月15日 下午（2号楼3楼会议室）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13:30-13:50
题  目：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催化的二氧化碳转化
报告人：孙为银

杨国昱
张  兵

13:50-14:10
题  目：生物质平台分子的高效催化转化
报告人：卫  敏

14:10-14:30
题  目：新型近红外II区荧光量子点
报告人：王强斌

14:30-14:45
题  目：多功能环境修复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应用
报告人：陈丽华

14:45-15:00
题  目：导电MOF薄膜与气敏传感器
报告人：徐  刚

15:00-15:15
题  目：玻璃态金属有机框架的双向扰动合成与固态电
解质应用
报告人：赵英博

15:15-15:30
题  目：RNA表观修饰的选择性识别与化学调控
报告人：程  靓

15:30-15:45
题  目：刺激响应性变色框架材料
报告人：李士利

茶歇：15:45-16:10

16:10-16:30
题  目：多发光中心的稀土分子材料
报告人：程  鹏

崔  勇
孔祥建

16:30-16:50
题  目：稀土二氧化铈/贵金属复合催化材料
报告人：宋术岩

16:50-17:10
题  目：金属卡宾模板导向的光化学反应
报告人：韩英锋

17:10-17:25
题  目：稀土团簇的合成与磁手征二色性效应
报告人：孔祥建

17:25-17:40
题  目：多组分金属有机框架的合成与结构
报告人：李巧伟

17:40-17:55
题  目：催化功能配位材料
报告人：李光琴

17:55-18:10
题  目：光响应铁电材料结构设计和光电性能研究
报告人：李丽娜

晚宴：18:10-21:00      地点：1号楼兰馨厅



会场一:  4月16日 上午（2号楼3楼会议室）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08:00-08:20
题   目：2D and 3D Tetrapyrrole-based Functional 
Materials: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s
报告人：姜建壮

郑丽敏
刘翔宇

08:20-08:40
题  目：光响应型稀土单分子磁体
报告人：郑丽敏

08:40-08:55
题  目：发光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制备及其荧光传感
性能研究
报告人：刘遂军

09:55-09:10
题  目：太阳能光催化分解水制氢探索
报告人：李仁贵

09:10-09:25
题  目：晶态多孔聚合物成膜研究
报告人：陈宜法 

09:25-09:40
题  目：低配位零场Cr单分子磁体的设计合成
报告人：刘翔宇

09:40-09:55
题  目：三足七齿高活性席夫碱配体及其调控的环境
友好型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报告人：张  强

茶歇：09:55-10:20

10:20-10:40
题  目：过渡金属硫属化合物的晶圆级制备和应用探索
报告人：张艳锋

张艳锋
刘志伟

10:40-11:00
题  目：构筑原子精确的超小金属纳米粒子
报告人：伍志鲲

11:00-11:15
题 目：d-f跃迁稀土发光配合物
报告人：刘志伟

11:15-11:30
题  目：二氧化碳还原分子催化剂
报告人：钟地长

11:30-11:45
题  目：纳米催化的原位增强拉曼光谱研究
报告人：谢  微

11:45-12:00
题  目：多孔金属有机框架的粉末衍射结构表征 
报告人：严  勇

自助餐：12:00-14:00      地点：2号楼自助餐

会议日程



会场二:  4月15日 下午（2号楼4楼会议室）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13:30-13:50
题  目：金属-有机超分子体系的可控构筑与催化性能
报告人：段春迎

陈忠宁
张献明

13:50-14:10
题  目：面向芯片应用的碳纳米管制备
报告人：李  彦

14:10-14:30
题  目：亚纳米尺度材料控制合成及性质探索
报告人：王  训

14:30-14:45
题  目：主族团簇化学-14/15族多元团簇的合成及成
键
报告人：孙忠明

14:45-15:00
题  目：盐辅助二维材料生长 
报告人：黄  亮

15:00-15:15
题  目：“滴液成膜”—基于液滴超铺展的聚合物膜
制备新技术
报告人：张鹏超

15:15-15:30
题  目：数据驱动设计锂电池电解液分子
报告人：陈  翔

15:30-15:45
题  目：多尺度钼基杂化材料的构筑及能源催化应用
报告人：杨  勇

茶歇：15:45-16:10

16:10-16:30
题  目：非常规功能固体材料的新进展
报告人：李广社

张文雄
李振兴

16:30-16:50
题  目：稀土金属有机杂环化学
报告人：张文雄

16:50-17:10
题  目：二维无机分子晶体
报告人：翟天佑

17:10-17:30
题  目：贵金属催化材料
报告人：黄小青

17:30-17:45
题  目：异质结电子界面催化材料
报告人：李新昊

17:45-18:00
题  目：多元杂化晶体组装及其相态变化
报告人：张伟雄

18:00-18:15
题  目：铜基纳米结构与电催化
报告人：李振兴

晚宴：18:15-21:00      地点：1号楼兰馨厅

会议日程



会场二:  4月16日 上午（2号楼4楼会议室）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08:00-08:20
题  目：超越稀土单离子的单分子磁体：耦合的艺术
报告人：童明良

贾春江
刘  柳

08:20-08:40
题  目：基于稀土纳米晶的生物成像及光动力治疗
报告人：孙聆东

08:40-09:00
题  目：氧化铈负载的铜催化剂的活性位点结构
报告人：贾春江

09:00-09:15
题  目：三重双亲性主族元素化合物
报告人：刘  柳

09:15-09:30
题  目：多孔膜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报告人：邹小勤

09:30-09:45
题  目：QD-台式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发射谱仪-
easyXAFS在能源化学中的应用
报告人：邢  易

09:45-10:00
题  目：卟啉/酞菁配合物分子电场调控及光伏应用
报告人：曹  靖 

茶歇：10:00-10:20

10:20-10:40
题  目：多酸的有机修饰及其应用
报告人：魏永革

卢  兴
闫海静

10:40-11:00
题  目：杂化富勒烯：制备与应用
报告人：卢  兴

11:00-11:15
题  目：Wiley材料科学期刊论文发表
报告人：袁吉培

11:15-11:30
题  目：过渡金属间隙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电催化制氢
与有机物氧化研究
报告人：闫海静

11:30-11:45
题  目：物质流和能量流增强光催化产氢反应
报告人：郭绍晖

11:45-12:00
题  目：基于绿色理念导向：超疏水碳基功能材料的
设计构建及其多元化应用研究
报告人：庞少峰

自助餐：12:00-14:00      地点：2号楼自助餐

会议日程



会场三:  4月15日 下午（2号楼5楼会议室）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13:30-13:50
题  目：配位聚合物单晶平台：精准有机合成、反应
机理原位探索及其它
报告人：郎建平

胡劲松
黄科科

13:50-14:10
题  目：从分子基铁电材料到柔性自供电电源
报告人：龙腊生

14:10-14:30
题  目：氢能非贵金属电催化 
报告人：胡劲松

14:30-14:45
题  目：复合固体结构的化学调控
报告人：黄科科 

14:45-15:00
题  目：动态共价有机框架
报告人：章跃标

15:00-15:15
题  目：功能配合物用于人工光合作用
报告人：刘  江

15:15-15:30
题  目：短链碳氢化合物的低温催化氧化
报告人：郭彦炳

15:30-15:45
题  目：刺激响应分子基单晶材料
报告人：姚子硕

茶歇：15:45-16:10

16:10-16:30
题  目：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对光生电荷转移的表征
报告人：卢小泉

程方益
孙  頔

16:30-16:50
题  目：面向环境能源需求的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MOFs)控制合成
报告人：白俊峰

16:50-17:10
题  目：电子衍射分析结构细节的探讨
报告人：孙俊良

17:10-17:30
题  目：有机金属簇的碳-多金属键解离及其前药
应用研究
报告人：赵  亮

17:30-17:45
题  目：分级银簇的构筑与演变机制
报告人：孙  頔

17:45-18:00
题  目：基于电喷雾的加速合成及反应研究
报告人：那  娜

18:00-18:15
题  目：零碳能源的光-电-化学高效转换
报告人：郑建云

晚宴：18:15-21:00      地点：1号楼兰馨厅

会议日程



会场三:  4月16日 上午（2号楼5楼会议室）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08:00-08:20
题  目：氧化铈负载金属纳米材料的界面效应调控及催
化应用
报告人：张亚文

李  箐
曹  睿

08:20-08:40
题  目：无机有机杂化光铁电半导体探测材料
报告人：罗军华

08:40-08:55
题  目：金属卟啉催化水氧化反应
报告人：曹  睿

08:55-09:10
题  目：电催化剂稳定性提升策略
报告人：李  箐

09:10-09:25
题  目：高时空分辨电化学界面成像
报告人：郝  瑞

09:25-09:40
题  目：铜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对固氮菌的环境毒性
报告人：杨胜韬

09:40-09:55
题  目：超浸润油水分离材料的构建及性能研究
报告人：李  健

茶歇：09:55-10:20

10:20-10:40
题  目：催化微环境的精准调控提高人工光合效率
报告人：鲁统部

孙庆福
梅  雷

10:40-11:00
题  目：功能导向稀土超分子新结构创制
报告人：孙庆福

11:00-11:15
题  目：卤素钙钛矿金属离子ns2孤独电子效应对光物
理性质的影响
报告人：傅永平

11:15-11:30
题  目：布鲁克-真空红外在化学化工领域的应用
报告人：林  华

11:30-11:45
题  目：分子静电势及高效率有机光伏材料设计
报告人：姚惠峰

11:45-12:00
题  目：面向核素分离与资源化利用的锕系超分子组装
报告人：梅  雷

自助餐：12:00-14:00      地点：2号楼自助餐

会议日程



会场四:  4月15日 下午（8号楼1楼南湖厅）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13:30-13:50
题  目：胶体分散体系应用基础研究及高纯度表面
活性剂生产示范
报告人：郝京诚

周  峰

13:50-14:10
题  目：多功能结构体系的合成化学
报告人：王  丹

14:10-14:30
题  目：绿色有机硫化学
报告人：姜雪峰

14:30-14:50
题  目：界面限域的液体输运及图案化：面向高性能光
电器件
报告人：刘  欢

14:50-15:05
题  目：胶体纳米粒子可控组装及功能应用研究
报告人：江  林

15:05-15:20
题  目：界面超铺展
报告人：田  野

15:20-15:35
题  目：亚细胞仿生自组装
报告人：蒋凌翔

15:35-15:50
题目：碳基电催化活性中心的自旋态调控
报告人：张佳楠

15:50-16:05
题  目：高性能粘附性离子液体
报告人：张世国

茶歇：16:05-16:25

16:25-16:40
题  目：溶液中离子识别的超快动力学研究
报告人：边红涛

刘  欢

16:40-16:55
题  目：高分子纳米复合体系的非平衡态行为微观机制
解析与性能优化
报告人：王大鹏

16:55-17:10
题  目：荧光自组装膜的构筑及传感应用
报告人：刘  静

17:10-17:25
题  目：活细胞表面人工细胞壁的仿生构筑及功能调控
报告人：黄  鑫

17:25-17:40
题  目：低粘附连续3D打印体系研究及应用
报告人：吴  磊

17:40-17:55
题  目：多层次螺旋结构的精准构建
报告人：欧阳光辉

17:55-18:10
题  目：薄膜荧光传感表界面物理化学
报告人：彭浩南

晚宴：18:10-21:00      地点：1号楼兰馨厅

会议日程



会场四:  4月16日 上午（8号楼1楼南湖厅）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08:00-08:20
题  目：阴离子配位驱动超分子组装及应用
报告人：吴  彪

孙志华
司  锐

08:20-08:40
题  目：反铁电分子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报告人：孙志华

08:40-08:55
题  目：利用同步辐射X射线技术研究小尺寸催化材料
“构效关系”
报告人：司  锐

08:55-09:10
题  目：光功能有机高分子聚集态材料研究
报告人：顾星桂

09:10-09:25
题  目：离散金属大环主客体分子识别及其自组装
报告人：史兵兵

09:25-09:40
题  目：岛津中国创新中心-DPiMS用于疾病诊断和组织
直接分析
报告人：陈振贺

09:40-09:55
题  目：固-固界面多尺度黏附研究
报告人：马延飞

茶歇：09:55-10:20

10:20-10:40
题  目：三维配位超分子的空间堆积
报告人：李霄鹏

郑寿添
孟银杉

10:40-11:00
题  目：单原子催化剂对氧的高效活化应用探索
报告人：吴宇恩

11:00-11:20
题  目：{Na6@Dy12Nb84O264(H2O)24}：有趣的多铌氧
簇离子交换材料
报告人：郑寿添

11:20-11:35
题  目：催化剂与光敏剂协同光催化
报告人：张志明

11:35-11:50
题  目：分子纳米磁体的磁电功能调控
报告人：孟银杉 

11:50-12:05
题  目：人工金属有机酶用于人工光合成
报告人：蓝光旭

自助餐：12:05-14:00      地点：2号楼自助餐

会议日程



研究生论坛:  4月16日 上午（8号楼2楼会议厅）

时间 报告内容 主持人

09:00-09:10

题  目：Determining structural and chemical 
heterogeneities of surface species at the single-
bond limit
报告人：胥佳玉

胡蓉蓉

09:10-09:20
题  目：碳基小分子可控氢化制备低碳烯烃
报告人：赵博航

09:20-09:30
题  目：氧缺陷精细结构的机械力化学调控与析氧应用
报告人：路  旻

09:30-09:40
题  目：4N二聚生物碱的调控多样性全合成
报告人：白磊阳

09:40-09:50
题  目：分子铁电体的各向异性氘代效应
报告人：柳承东

09:50-10:00
题  目：可见光驱动的Bi2WO6/rGO异质结对微囊藻毒素-
LR的光催化降解及机制
报告人：战明明

茶歇：10:00-10:20

10:20-10:30
题  目：肿瘤微环境响应型磁性纳米探针的构建及其在肿
瘤诊疗中的应用
报告人：王静静

那  娜

10:30-10:40
题  目：水耐受的氮羧基内酸酐（NCA）合成方法
报告人：田子由

10:40-10:50
题  目：金属-有机框架转化诱导预成核制备固溶体-
氧化物异质结光催化剂
报告人：魏佳旭

10:50-11:00
题  目：离子交换诱导硫属化合物的拓扑转换及光/电催
化研究
报告人：达鹏飞

11:00-11:10
题  目：基于多尺度接触耦合的大跨度“黏-滑”调控水
凝胶
报告人：张芝芝

11:10-11:20
题  目：基于无机分子晶体薄膜的规模化范德华封装
报告人：刘立昕

11:20-11:30
题  目：摩擦诱导点击化学实现界面自适应摩擦调控
报告人：徐浩喆

自助餐：11:30-14:00       地点：2号楼自助餐

会议日程 研究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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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兰州化物所”）始建于1958年，由原中国

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催化化学、分析化学、润滑材料三个研究室迁至兰州而成立，1962年6

月启用现名。 兰州化物所目前主要开展资源与能源、新材料、生态与健康等领域的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工作。战略定位是“西部资源与能源化学和新材料高

技术创新研究基地”，力争建成具有“一流成果、一流管理、一流环境、一流人才”，

特色鲜明、国内不可替代并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立研究机构。

　　建所以来，经过几代科研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开拓创新，获得科技奖励230余项，其

中国家级奖励38项（含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32项、

摩擦学领域国际最高奖1项，为国家经济建设、科技事业发展，特别是我国石油化工及战

略高技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催化、润滑和摩擦学理论以及分离分析科学与技

术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贡献。

　　六十年来，兰州化物所人秉承“立足西部、唯实求真、团结协作、创新奉献”的价

值理念，始终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成果。

兰州化物所目前拥有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1个中科院工程实验室，2个甘

肃省重点实验室，1个所级研究单元，分别是：羰基合成与选择氧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固

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润滑材料与技术创新中心，精细石油化工中间体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特色药用植物资源高值化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同时为中科院西

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材料磨损与防

护重点实验室，中科院高端装备油脂工程实验室，甘肃省黏土矿物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

清洁能源化学与材料实验室。此外，研究所还在青岛、苏州等地建设了异地科研单元。

　　近年来，研究所每年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50多篇，其中被SCI和EI收录

及引用的论文数量名列国内科研机构前列；每年申报160多件的国家发明专利及一定数量

的国际专利，授权80多件专利，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和甘肃省名列前茅。 

　　截至2021年底，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人，何梁何利

奖获得者3人，国际摩擦学金奖获得者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人，“万人计

划”入选者4人，“千人计划”入选者7人（包括“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6人和“外专千

人计划”入选者1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26人、“西部之光”入选者76人。

　　研究所建立了绿色化学化工技术、特种润滑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西部特色中药藏

药、生态环境材料与工程等4个研究技术平台。拥有先进的大型仪器设备百余台。编辑出

版《摩擦学学报》《分子催化》《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三种学术期刊。 



甘肃省化学会

甘肃省化学会的宗旨

       甘肃省化学会是甘肃省从事化学或与化学相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自愿组

成并依照国家法律成立的学术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法人社会团体，其宗旨

是团结、组织全省化学工作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思想，促进甘肃省化学科学和技术的普及、推广、繁荣与发展，提高社

会成员的科学素养、促进人才的成长，发挥化学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

高新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反映化学化工工作者的意见，为化学化工工作者服

务。

甘肃省化学会简介

       甘肃省化学会前身为中国化学会甘肃省分会。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

撤退到甘肃的科学家和本地化学工作者本着抗日救国、发展甘肃化学事业的

信念，由我国著名化学家、时任甘肃省科学馆馆长袁翰青教授发起，经中国

化学会同意于1943年3月21日在兰州成立了中国化学会甘肃省分会，袁翰青教

授任理事长，中国化学会发起人之一的戈福祥教授任副理事长。1963年，中

国化学会甘肃省分会、中国化工学会甘肃省分会合并成立中国化学化工学会

甘肃省分会。1978年2月，甘肃省科协批准，撤销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甘肃省分

会，恢复甘肃省化学会。1991年甘肃省民政厅甘民社【1991】12号文批复我

会依法予以登记注册。 

        学会活动内容包括组织国内、国际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开展化学化工继

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先进技术；提供化学化工专家评估、

技术咨询等服务；推荐、表彰和奖励化学化工优秀人才。

　   甘肃省化学会涌现了大批化学化工方面的优秀人才，其中，袁翰青、刘有

成、陈耀祖、党鸿辛、薛群基、涂永强、刘维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有六位院士先后担任学会理事长。目前，学会有个人会员近

800人。



        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

所摩擦、磨损与润滑实验室。1987年在该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

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1999年10月经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

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2001年4月建成并通过验收。1997年固体

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被国家人事部和中国科学院命名为“先进集体”，

2000年又被中国科学院命名为“双文明先进集体”。实验室在1992年、

1997年、2003年，2008年和2018年五次在国家组织的实验室评估中

被评为优秀实验室。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定位于应用基础和高技

术研究。研究方向为开展新型润滑防护材料的设计、制备和摩擦学性

能研究，从分子层次上探索摩擦化学机理和材料损伤防护的原理与方

法，发展高性能润滑和防护材料及减摩与抗磨技术。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1）摩擦学理论及摩擦化学；（2）特殊工况摩擦学；（3）材

料摩擦磨损与表面工程；（4）高性能润滑防护材料。

        实验室现有固定研究技术人员96人，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研究员33人，固定人员中80％以上具有博士学

位。实验室对国内外开放，与国外10多个研究单位和国内30多所大学

或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实验室招收物理化学和材料学的

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接受该领域的博士后及访问学者。

        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始终坚持“基础研究瞄准国际前沿，应

用研究立足国家需求”的方针，以“创建一流科研环境，培养一流科

技人才，做出一流科研成果”为目标，建设在国际摩擦学领域具有重

要影响，能为国家国防高技术装备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努力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国家战略润滑力量。

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原化学系）的前身是1946年秋成立的国立

兰州大学化学系。当时，一批留学回国知名专家（张怀朴、袁翰青、常

麟定、戈福祥、方乘、左宗杞、陈时伟、王雒文等）组成的先驱者，为

化学系的崛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程溥、韦

镜权、刘有成、朱子清、黄文魁、陈耀祖等近百名专家学者，或留学回

国，或支援大西北，陆续来到了兰州大学，为化学学科后来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1954年，化学系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1957年以后受政

治运动影响，化学系各项工作受到冲击，但是仍然有一批教师坚持奋战

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后来化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6年以后，科学的春天给化学系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国

家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相继成立了兰州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1978

年）、分析测试中心（1982年）、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986年，2003年更名为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998

年7月，在原化学系的基础上组建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历经七

十载建设与发展，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支持下，经过几代人

的不懈奋斗，已经形成了实力雄厚、作风过硬的教学和科研集体，并以

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创造高水平的成果享誉海内外，成为国家布局在西

部地区化学化工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原名应用有机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计委1985年首批筹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是我国有机

化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实验室自成立至今，立足西部，聚焦学科前沿，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新物质的精准创制”为核心，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物理、

化学、生物等性能的有机分子的高效创制及应用基础研究，为推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

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实验室现有研究方向包括“天然有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生

物有机化学和有机材料化学。从特色药用资源中生物活性物质的发现利用，到天然产

物高效构建的合成创制，再到有机分子的生物与材料功能研究，形成了“功能有机分

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发现”到“合成”再到“功能”的学科可持续发展布局。

在注重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实验室也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2016年成立了兰州大

学白银技术产业研究院，为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平台。实

验室先后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973子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

持项目、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千余项。年平均发表SCI论文150

余篇，其中95%以上的文章发表在本领域重要的学术刊物上。迄今为止，共获得7项国

家级奖励，自2000年以来，共获得22项省部级奖励。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现有固定研究人员62人，其中教授34人（含院士4人，杰青6人、长江学者2人，四

青人才10人）。实验室目前拥有四个先进的分析测试平台——合成测试平台、材料测

试平台、生化测试平台、药物筛选平台。实验室拥有70余台技术先进的仪器设备，包

括400 MHz 液体核磁共振波谱仪（AVANCE III 400），600 MHZ液体超导核磁共振波

谱仪（INOVA），400 MHz宽腔固体核磁共振仪，600 MHz宽腔固体核磁共振仪，X-

Ray 粉末衍射仪，X射线单晶衍射仪，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ES200DSRC10/12），

飞行时间质谱仪，离子阱质谱仪（esquire6000），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三重四极杆

串联质谱仪，元素分析仪（vario EL Cube），原子力显微镜（5400/5500），组合式

质谱仪和生化仪器平台等。平台仪器设备实行开放化管理，为实验室的各个研究方向、

学校相关学院和其他有需求的院校进行分析测试服务提供了保障。

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会
议
协
办
单
位
介
绍

中国化学会第六届菁青论坛



      西北民族大学化工学院前身为学校数理化系，1993年成立化学系，2004年更名为

化工学院。目前学院拥有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制药工程、环境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五个本科专业和化学教学论、化学工程及化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富边兴民博士点培养方向，拥有“环境友好复合材料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甘肃省生

物质功能复合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和甘肃省高校环境友好复合材料及生物质利用省级重

点实验室三个科研平台。化学为甘肃省重点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为国家民委重点学

科，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省级特色专业、甘肃省课程思政示

范专业和创新创业示范专业。

        目前学院有在校学生2185人。教职工96人，专职教师74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

授39人；博士44人，硕士24人；博士生导师3人，硕士生导师19人。王彦斌教授团队

荣获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多名教师获得国家民委及甘肃省领军人才、教

学名师、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园丁奖、甘肃省“飞天学者”、青年科技奖、青年教

师成才奖等三十多项人才称号。2人次获得全国三八妇女红旗手、甘肃省省五四青年奖

章，教工党支部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党支部”，学院连续被学校评为“学生就业工

作优秀单位”，学院党委被评为全省高校党建“标杆院系”创建单位。 

        学院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优化教育资源，培养具有扎实的基

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能够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化工类应用型人才。学院共培养8000多名毕业生，其中涌

现出党的十九大代表王静、2019年度欧洲华人十大科技领军人才张传芳等杰出校友；

学院注重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近五年学生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52项，

其他项目200余项，参加“挑战杯”、“互联网+”、化工设计等赛事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12人次，在第七、八届“互联网+”大赛获国家铜奖4项，第十七届“挑战杯”国赛中1

项作品荣获二等奖，其他省部级奖项100余人次。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高度好评。 

        学院瞄准环境友好复合材料开发和生物质利用的前沿课题，在复合材料制备应用、

环境科学领域，生物质利用以及精细化工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问题上，取得一定原创成

果。近三年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其中SCI、EI论文200余篇；授权专利共计100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10项；出余版著作20余部，其中专著11部；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甘肃省教学成果奖等奖项30余项；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7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0余项。

        学院注重“产、学、研”结合，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系列产品“交联玉

米淀粉-醋酸乙烯乳胶”和含油污泥绿色降解技术得到规模推广和应用，社会和经济效

益显著；学院组织骨干教师从中药材种植及深加工、土壤改良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

助力“三区三州”、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工作，效果显著。学院积极参加地方公共应

急事件处理，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

西北民族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学科发端于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始建于1912年北京

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于1939年西迁兰州办学，并独立设置化学系（化学化工学院）。

扎根西北、立岩强基80余载，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基础研究和社会服务

等各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历经百年沧桑巨变，从单一学科发展成为集化学、化工、材

料三个学科的化学学科群。学科秉持师范特色鲜明、化学特色突出、理工交叉融合的办

学理念，发扬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精神。赓续教育薪火，潜心教学科研，深化产研融

合，化学、材料、工程学科均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

　　学院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化学博士后流动站和化学一级学科博

士点。学科布局合理，已形成了“基础夯实、区域优势与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特色

学科体系。现有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其中化学为国

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专业和甘肃省优势学科重点建设学科，化学、化学

工程与工艺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均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和特色专业。2019年，化学专业与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合作办学项目获教育部批准，2020年正式招生。

       学院现有教职工131人，专任教师119人，其中正高职称35人，副高职称73人，博士

生导师26人，硕士生导师101人。其中国家级人选项目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获得者2人，甘肃省高校“飞天学者”特聘教授1人，青年学者5人，

讲座教授3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中国青年化学奖1人，高

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留学回国人员1人，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8人，甘肃省特聘科技专家1人，甘肃省教学名师4人，甘肃省优秀教师

1人，甘肃省领军人才6人，甘肃省“333”、“555”跨世纪学术带头人7人，获得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人，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1人，兰州市科技功臣1人。

       学院现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个，甘肃省重点实验室2个，甘肃省国合基地、甘肃省

工程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各1个。学院始终以服务社会、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

通过有效利用教学科研平台和人才优势，紧紧围绕甘肃及西部地区教育、环境、生态和

产业发展。近五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300多项，重大基础研究前期专项（973

项目）1项，教育部创新团队计划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级项目100余项，授权

专利300余件，发表SCI论文1000余篇，其中I区和II区期刊杂志发表论文300多篇。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以建成教师教育特色鲜明，化学学科特色优势突出，理工

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有质量、科学研究有高峰、社会服务有影响的西部一流、全国

有突出影响力的研究教学型学院为发展目标，以“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团队精

神不断创造卓越成绩，为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指南

二、乘车路线： 

         火车站乘车路线：距离兰州火车站2.3公里，出租车费用10元；

  兰州西客站乘车路线：① 距离兰州火车站9公里，出租车费用30元；

                                      ② 地铁1号线：兰州西客站→兰州大学站（A出口）

             机场乘车路线：① 兰州中川机场距市区75约公里，出租车约200

元；

                                      ② 机场大巴→兰州大学方向，兰州大学下车；

住宿安排：本次论坛住宿统一安排在宁卧庄宾馆，约480元/天（含早餐）；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入住其它酒店和宾馆，盛都酒店、航天海怡350元/天

（含早餐）。　　

一、报到地点

报到及住宿地点：宁卧庄宾馆（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中路20号）　　

中国化学会第六届菁青论坛



三、会议地点及用餐地点

1、报到位置：宁卧庄宾馆 2 号楼

2、会场位置：宁卧庄宾馆 2 号楼会见厅

3、用餐地点：04 月 14 日晚餐（18:00−21:00）：宁卧庄宾馆 2 号楼

                        04 月 15 日/04 月 16 日午餐：宁卧庄宾馆 2 号楼

                        04 月 15 日晚餐：宁卧庄宾馆 1 号楼兰馨厅+敦煌厅

四、会议提示

       请勿对报告内容录音和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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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欢迎各位专家及学者

亲临金城兰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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