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9 年年度建设报告（学术型）

1、学位授权点建设

1.1 学位点基本情况

青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位授权点于 2017 年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予权，是青海省唯一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层次培养点。学位点立足青海省资

源和产业优势，面向青海省着力打造锂电、清洁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

用 4个千亿元产业集群的需求，形成了盐湖功能材料、新型合金及深加工、清洁

能源材料三个特色鲜明的学科研究方向。本学科点立足青海面向西部，培养热爱

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高度社会责任感，具备独立从事材料科学

与工程领域中学术研究和解决本学科领域复杂科学或工程问题能力，服务行业和

地方经济发展的材料类高级技术人才。

1.2 学科方向布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位授权点经过建设与发展，目前学术型学位主要包括三个

学科方向：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和材料加工工程。

1.3 学位点特色研究方向

1.3.1 材料物理与化学

研究领域：盐湖功能材料

特色与优势：采用高效绿色的高新技术研发各种盐湖功能材料，在盐湖钾、

钠、镁、锂、硼等丰产元素的高值化应用方面形成了特色。针对盐湖生产过程中

各组分的分离纯化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瓶颈，结合化学、化工、材料学、分离工

程等交叉学科，致力于无机/高分子吸附材料的开发及其在盐湖丰产元素高效绿

色分离新方法的基础应用研究，在盐湖资源的高效分离、盐湖资源的深度开发和

循环利用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1.3.2 材料加工工程

研究领域：新型合金及深加工

特色与优势：在镁合金纯净化技术、强韧化技术以及超塑性机理方面形成了

特色。在轻金属基复合材料塑性成型机理和界面优化方面有所创新，使得轻金属



基复合材料的塑性加工成为可能，并取得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其中“新

型轻合金及其复合材料应用基础研究及产业化”成果已实现出口销售收入 6600

万美元。

1.3.3 材料学

研究领域：清洁能源材料

特色与优势：青海地区光照、土地和盐湖资源禀赋优良，同时对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较高，非常适合开展面向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新能源发电材料和储能材料

技术研究。在光伏发电面板涂层材料、光伏电解水制氢电极材料、盐穴储能复合

电极材料和熔盐储热材料、太阳能光热碳纤维材料回收等技术方面实现多学科交

叉融合和技术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技术研究、平台实验和工程示范。

1.4 师资建设

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11 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3人），其中：导师 11

人（含博导 3人），具有博士学位 4人。青海省“昆仑英才·教学名师”1 人，

青海省骨干教师 2 人，2 人入选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计划领

军人才，4人入选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计划拔尖人才，1人入

选青海省“昆仑英才•科技领军人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

1.5 平台建设

本年度持续做好高性能轻金属合金及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青海省新型轻合金重点实验室、青海省先进材料与应用技术重

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海省清洁能源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服务学位发

展。

1.6 人才培养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本年度，学位点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及质量保障体系并予以持续完善，

培养过程严格依照《青海大学研究生导师岗位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青海

大学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考核指导意见》、《青海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

行为检测及处理办法》等制度执行，有力保障了人才培养。

1.7 主要建设成效与经费投入

本年度学科实验室专项建设等经费投入共计 300 余万元。



2、人才培养

2.1 培养过程质量监控

本学位点按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设置课程，应修最低学分 36 学分，其中课

程总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9学分、专业基础必修课 9 学分、专

业必修课 8学分、非学位课 6学分，另外要求学生按规定参加学术活动和社会实

践活动并进行考核和认定。

本年度，任课教师严格按照学校规定开展研究生教学工作，教学督导对研究

生教学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研究生成绩总体良好，所有研究生均按要求修得学

分；本年度研究生教学过程未发生教学事故。

2.2 学位点招生、毕业、授位、就业情况

2019 年招生 16 人；2019 年毕业 5 人、授学位 5 人；2019 年度毕业生中就

业率 100%。

2.3 奖助学金情况

本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 49 人次获得国家奖学金、青海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企业助学金、等各类奖、助学金合计 30.4 万元。

2.4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学位点健全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监控机制，落实执行培养方案、课程大纲

拟定、师资配置、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重复率检测、论文送审、答辩、学

位授予审查等环节。学院成立学术委员会，指导学位点建设、导师选聘、研究生

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制定、处置学术不端行为。

评价教学质量工作，发挥教学督导、校院领导随堂听课和学生评议作用，建

立教学督导和学生评教的教学评价机制，强化常态教学质量反馈机制对研究生教

学全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强化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学术伦理要求

和学术规范指导；坚持质量检查关口前移，强化课程考试、学位论文开题、中期

考核、预评审等培养环节的要求，规范导师职责和工作，建立导师培训、师德师

风评议等机制以保障研究生培养。

2.5 人才培养管理服务、教学、科研支撑情况

管理人员配备情况：配备 1名班主任管理研究生学生工作，配备 1名研究生

秘书管理招生、培养、学位、档案等。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学院制定了研究生奖学金（含学业奖学金）

评选、助学金、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制度并形成系列研究生管理办法，通

过及时调研研究生家庭、学习及生活情况，充分保障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权益。

3、师资队伍

3.1 年度师德师风建设总体情况

本年度，本学位点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

置，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师头脑，坚持价值导向，引导

广大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师立德树人，扎根祖国高原高教

事业、爱岗敬业；构建师德师风监督体系及惩戒机制，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

制”。

本年度，本学位点无教师因师德师风不正、违反法律法规、学术不端等而被

查处或通报的情况。

3.2 主要学科方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情况

学位点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和材料加工工程三个学科方向，均由具有高

级职称的教师担任带头人，每个学科方向均配置 5名学术能力强的中青年学术骨

干。

3.3 教师担任的重要学术组织任职情况

本年度，金培鹏教授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四、科学研究

4.1 公开出版的专著情况

无。

4.2 国内外重要期刊待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情况

2019 年度，本学位点专任教师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在《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ACTA METALLURGICA SINICA》、《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等 SCI、EI、CSCD 收录国内外

学术期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等共计发表学术论文 49 篇，其中 SCI 收录代表性论

文 25 篇。



4.3 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

2019 年度，本学位点专任教师新增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在研（含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新增主持青海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6余项，

新增科研项目经费 1216 万。

五、服务社会

5.1 智库建设与咨政研究情况

无。

5.2 科教协同育人情况

本年度，学位点与青海中钛青锻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青海百河铝业、中铝青

海分公司等企业开展科研合作，联合申报科研项目或合作开展科技创新等，均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产学研用体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研究生参加导师

主持的国家级、省部级、校级项目和横向项目，构建以项目为依托的高水平科研

支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和培养机制。

六、不足与短板

本年度，本学位点尚存在如下不足与短板：

（1）学位点高水平人才较为缺乏，学术带头人引领团队发展的能力需要进

一步提高。

（2）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配套科研设备不够全面、先进，对高水平成果产

出支撑力度不足。

（3）学位点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面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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