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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学术论文和专利数据统计月报表

（2017 年 1 月 -6 月）

序
号

单位名称
SCIE论文

EI
论文
合计

专利获权 专利申请

1区 2区 3区 4区 合计 发明实新外观合计发明实新外观合计

1 ICT研究中心 1 1 1 2 2 4 4

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 76 33 37 156 125 281 39 39 46 9 55

3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7 32 5 14 58 44 102 14 11 25 30 14 44

4 电气工程学院 8 16 31 27 82 43 125 56 9 65 52 8 60

5 动力工程学院 12 34 11 10 67 59 126 16 4 20 35 3 38

6 光电工程学院 11 25 20 8 64 41 105 30 1 31 35 35

7 航空航天学院 8 25 7 6 46 28 74 1 1 2 2

8 化学化工学院 33 44 19 17 113 63 176 14 14 11 11

9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3 10 8 21 33 54 4 4 1 1

10 机械工程学院 3 7 16 29 55 59 114 26 3 29 40 9 49

11 计算机学院 15 9 12 36 28 64 10 10 22 22

12 建筑城规学院 1 1 1 2 2 1 1

13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 0 0 1 1 2 2 2

14 汽车工程学院 2 8 6 6 22 8 30 9 9 16 2 18

15 软件学院 1 3 7 7 18 10 28 5 5 2 1 3

16 生命科学学院 1 6 7 7 0 0

17 生物工程学院 13 26 16 11 66 24 90 8 1 9 20 3 23

18 数学与统计学院 12 15 14 41 12 53 1 1 0

19 通信工程学院 10 11 22 43 27 70 22 11 33 37 1 38

20 通信与测控中心 1 2 1 4 5 9 2 2 5 5

21 土木工程学院 1 3 25 29 58 45 103 25 16 41 44 16 60

22 物理学院 16 15 16 8 55 23 78 3 3 1 1

23 现代物理中心 2 2 2 0 0

24 药学院 10 6 1 2 19 8 27 0 7 7

25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1 13 15 11 40 63 103 17 1 18 18 1 19

26 自动化学院 6 10 11 12 39 25 64 57 1 58 64 64

27 其他 4 11 4 8 27 25 52 1 8 9 7 7 1 15

总计 147 401 290 303 1141 798 1939 363 68 1 432 501 75 1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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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我校牵头申报科学技术奖励情况表

（2017 年 1 月 -6 月）

学  院
国家奖 

（含参与）
教育部奖 重庆市奖 其他 合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 4 1 6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1 2 1 4

电气工程学院 4 4 3 11

动力工程学院 1 1

光电工程学院 1 1

化学化工学院 1 2 1 4

机械工程学院 4 1 1 6

计算机学院 1 1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1 1

建筑城规学院 2 2

汽车工程学院 1 1

生物工程学院 1 2 2 5

数学与统计学院 1 1

通信工程学院 1 1

土木工程学院 1 3 3 7

物理学院 1 1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3 2 2 4 11

自动化学院 3 3

ICT研究中心 1 1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1 1

重庆大学出版社 1 1

合  计 17 9 26 18 70

知识产权与成果管理办  供稿



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化工作重点开展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科

技创新 2030 重大科技项目部署等。他要求参会单位部门负责人认真领会会议精神，梳理本

单位研究基础和条件，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或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组建。 

 

许志鹏对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机器人、现代服务业等2个重点专项申报工作进行部署；

结合 2017年重庆市科委项目组织申报情况，重点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组织模式、团队

组建、申报技巧等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希望与会单位针对专项指南要求，提前组织策划，内

引外联，做强团队，充分整合国内行业链条的优势资源；同时要用心准备，精益求精，下功

夫打磨申报材料。 

随后，与会人员分别针对机器人重点专项、现代服务业重点专项的申报指南进行解读研讨，

并初步形成各单位申报意向。 

最后，许志鹏要求各单位积极做好申报准备工作，消除畏难情绪，主动融入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同时，市科委将积极配合申报单位做好前期策划和组织协调工作，力争 2018年重庆市

高新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取得新突破。 

                                                               科研专项管理办 供稿 

重庆市教委组织专家对重庆市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大学分中心进行建设进展情况检查 

   2017年 5月 3日下午，重庆市教委组织专家对重庆市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大学

分中心进行建设进展情况检查。专家组成员包括：重庆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陈流汀，重庆医

科大学科技处处长袁军、四川美术学院财务处副处长张国魁。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邓睿，科技

处处长蒋云芳、副处长陈美志，财务处秦东升，重庆大学副校长李茂国，科技处副处长（主

持工作）朱才朝，分中心主任王伯初，航空航天学院院长胡宁，理学部办公室主任曹阳，科

技处副处长王敬丰，生物学院副院长蔡开勇、侯文生，学校相关职能部处和学院代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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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委组织专家对重庆市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大学分中心进行建设进展情况检查

2017 年 5 月 3 日下午，重庆市教委组织专家对

重庆市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大学分中心进行建

设进展情况检查。专家组成员包括：重庆交通大学

原党委书记陈流汀，重庆医科大学科技处处长袁军、

四川美术学院财务处副处长张国魁。重庆市教委副

主任邓睿，科技处处长蒋云芳、副处长陈美志，财

务处秦东升，重庆大学副校长李茂国，科技处副处

长（主持工作）朱才朝，分中心主任王伯初，航空

航天学院院长胡宁，理学部办公室主任曹阳，科技

处副处长王敬丰，生物学院副院长蔡开勇、侯文生，

学校相关职能部处和学院代表，以及第三军医大学、

西南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文理学院等协同单位相关人员

参加进展情况检查。

专家组一行首先参观了微系统中心的仿生大脑

研究平台、生物工程学院的脑神经调控研究平台，

并对重庆大学在脑发展方面的平台建设和研究成果

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专家组一行在 A 区主教 515 会议室召开

脑科学重庆大学分中心建设进展情况检查会议。会

议由重庆市教委科技处蒋云芳主持。重庆大学李茂

国代表学校对专家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并简要

回顾了分中心建设进展，以及学校对脑科学分中心

资源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建设支持情况。

会上，王伯初汇报了分中心在研究定位、协同

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进展

情况。科技处朱才朝汇报了学校在科学研究、学科

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对分中心的建设

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学校对大健康和生命学科的后

续发展思路和规划。

听取建设情况汇报后，专家组重点围绕重庆大

学分中心的组织模式、考核评价、建设支持措施等

进行了现场交流和质询，并形成了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组一致认为，重庆大学高度重视脑科学分中心

建设，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建

立了有效的协同创新运行体制机制；重庆大学分中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重庆邮电大学、重庆文理

学院等协同单位相关人员参加进展情况检查。 

 

   专家组一行首先参观了微系统中心的仿生大脑研究平台、生物工程学院的脑神经调控

研究平台，并对重庆大学在脑发展方面的平台建设和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专家组一行在 A区主教 515会议室召开脑科学重庆大学分中心建设进展情况检

查会议。会议由重庆市教委科技处蒋云芳主持。重庆大学李茂国代表学校对专家组一行的到

来表示感谢，并简要回顾了分中心建设进展，以及学校对脑科学分中心资源配置、人才引进

等方面的建设支持情况。 

 

   会上，王伯初汇报了分中心在研究定位、协同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

方面的进展情况。科技处朱才朝汇报了学校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引进等

方面对分中心的建设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学校对大健康和生命学科的后续发展思路和规划。 

   听取建设情况汇报后，专家组重点围绕重庆大学分中心的组织模式、考核评价、建设

支持措施等进行了现场交流和质询，并形成了专家评审意见。专家组一致认为，重庆大学高

度重视脑科学分中心建设，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建立了有效的协同创新

运行体制机制；重庆大学分中心总体运行良好，取得了一批显著性研究成果和一批具有应用

推广前景的成果，对大健康学科领域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支撑了学校“双一流”建设

和重庆市脑科学发展。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重庆邮电大学、重庆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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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会议。会议由重庆市教委科技处蒋云芳主持。重庆大学李茂国代表学校对专家组一行的到

来表示感谢，并简要回顾了分中心建设进展，以及学校对脑科学分中心资源配置、人才引进

等方面的建设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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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措施等进行了现场交流和质询，并形成了专家评审意见。专家组一致认为，重庆大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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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平台，并对重庆大学在脑发展方面的平台建设和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专家组一行在 A区主教 515会议室召开脑科学重庆大学分中心建设进展情况检

查会议。会议由重庆市教委科技处蒋云芳主持。重庆大学李茂国代表学校对专家组一行的到

来表示感谢，并简要回顾了分中心建设进展，以及学校对脑科学分中心资源配置、人才引进

等方面的建设支持情况。 

 

   会上，王伯初汇报了分中心在研究定位、协同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

方面的进展情况。科技处朱才朝汇报了学校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引进等

方面对分中心的建设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学校对大健康和生命学科的后续发展思路和规划。 

   听取建设情况汇报后，专家组重点围绕重庆大学分中心的组织模式、考核评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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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脑科学分中心建设，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建立了有效的协同创新

运行体制机制；重庆大学分中心总体运行良好，取得了一批显著性研究成果和一批具有应用

推广前景的成果，对大健康学科领域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支撑了学校“双一流”建设

和重庆市脑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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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重庆市教委邓睿进行总结发言。他对重庆大学协同创新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

望学校将改革探索经验进行凝练和总结，注重经验推广和高校交流合作，带动重庆市高校整

体协同创新工作发展。他还希望脑科学重庆大学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校外、国外合作单位之

间的紧密协同，继续完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取得更多前沿领域的重大学术成果和应用成果，

为重庆市脑科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科技组织策划办 供稿 

重庆市卫计委组织召开重庆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 

建设座谈研讨会 

2017年 5月 9日，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召开重庆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建

设座谈研讨会，重庆市卫计委科教处处长黄莹、副处长丁国富、调研员卢智，重庆大学科技

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朱才朝、副处长王敬丰，理学部办公室主任曹阳，重庆市肿瘤医院副

院长张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都定元以及相关人员参加会

议。会议由重庆市卫计委黄莹主持。 

 

会上，重庆大学朱才朝首先对学校基本情况、发展思路、非直管附属医院合作模式、

前期合作沟通等进行了介绍。他讲到，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市委四届九次全

会精神，学校加强科学谋划和顶层设计，汇聚资源，着力打造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先进技

 

   最后，重庆市教委邓睿进行总结发言。他对重庆大学协同创新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

望学校将改革探索经验进行凝练和总结，注重经验推广和高校交流合作，带动重庆市高校整

体协同创新工作发展。他还希望脑科学重庆大学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校外、国外合作单位之

间的紧密协同，继续完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取得更多前沿领域的重大学术成果和应用成果，

为重庆市脑科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科技组织策划办 供稿 

重庆市卫计委组织召开重庆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 

建设座谈研讨会 

2017年 5月 9日，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召开重庆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建

设座谈研讨会，重庆市卫计委科教处处长黄莹、副处长丁国富、调研员卢智，重庆大学科技

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朱才朝、副处长王敬丰，理学部办公室主任曹阳，重庆市肿瘤医院副

院长张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都定元以及相关人员参加会

议。会议由重庆市卫计委黄莹主持。 

 

会上，重庆大学朱才朝首先对学校基本情况、发展思路、非直管附属医院合作模式、

前期合作沟通等进行了介绍。他讲到，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市委四届九次全

会精神，学校加强科学谋划和顶层设计，汇聚资源，着力打造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先进技

心总体运行良好，取得了一批显著性研究成果和一

批具有应用推广前景的成果，对大健康学科领域发

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支撑了学校“双一流”建

设和重庆市脑科学发展。

最后，重庆市教委邓睿进行总结发言。他对重

庆大学协同创新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学校将改

革探索经验进行凝练和总结，注重经验推广和高校

交流合作，带动重庆市高校整体协同创新工作发展。

他还希望脑科学重庆大学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校外、

国外合作单位之间的紧密协同，继续完善协同创新

体制机制，取得更多前沿领域的重大学术成果和应

用成果，为重庆市脑科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科技组织策划办 供稿

淄博市“重庆科技周活动”在重庆大学举行

2017 年 5 月 23 日，淄博市“重庆科技周活动”

在重庆大学举行，本次“重庆科技周活动”旨在为

淄博市与重庆大学开展广泛的科技成果交流与对接

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淄博市科技局副局长吴建虹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了会

议；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杨永齐、材料科学院副

院长谢卫东、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曾礼强及成果转化办公室相关

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来宾们参观考察了重庆大学“输配

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

庆大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重

庆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淄博市—重庆大学专场项目对接洽谈会”上，

杨永齐副处长、谢卫东副院长和曾礼强助理分别就

重庆大学的发展历程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材料科

学和电气工程领域进行了介绍和成果推介，并与企

业家关注的技术领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洽谈。

科技成果转化办 供稿

   会上，双方就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的组织策划、科

研管理的经验做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以及推进产学研合作的运行模式等工作进

行了深入交流和座谈；并具体就拟在化工、能源、动力、电气、环境等学科开展科研合作等

工作进行了研讨。 

   山西大学校长办公室张瑶、科技处李经宽，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王开成、王敬丰、

杨永齐，化学化工学院刘作华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蒋斌教授等参加本次调研交流会。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办 供稿 

淄博市“重庆科技周活动”在重庆大学举行 

2017年 5月 23日，淄博市“重庆科技周活动”在重庆大学举行，本次“重庆科技周活

动”旨在为淄博市与重庆大学开展广泛的科技成果交流与对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淄博市

科技局副局长吴建虹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重庆大学科技

处副处长杨永齐、材料科学院副院长谢卫东、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曾礼强及成果转化办公室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来宾们参观考察了重庆大学“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重庆大学的科技创新能

力和科技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淄博市—重庆大学专场项目对接洽谈会”上，杨永齐副处长、谢卫东副院长和曾礼

强助理分别就重庆大学的发展历程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材料科学和电气工程领域进行了介

绍和成果推介，并与企业家关注的技术领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洽谈。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办 供稿 

重庆大学(内江)技术转移中心组织内江汽配企业 

赴我校开展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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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才朝、副处长王开成，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低品位能

源利用技术及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三峡库区生

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业 CT 无损检测教育部

重庆市科委组织召开重庆市筹建国家实验室座谈研讨会

2017 年 5 月 19 日下午，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在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219 会议室

组织召开重庆市筹建国家实验室座谈研讨会，重庆

市科委科技平台处处长冯光鑫、副处长余年（挂职）、

调研员杨小东，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山西大学程芳琴副校长一行来校调研

2017 年 5 月 22 日上午，山西大学程芳琴副校

长带领科技处处长刘勇、资产经营公司总经李君超

等一行来校调研。调研座谈会在重庆大学第一教学

楼 107 会议室举行。重庆大学副校长王时龙、科技

处副处长朱才朝（主持工作）、资产经营公司副总

经理林勇、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熊辉、资环学院

副院长、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卢义玉、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董立春等参加座谈。

会议由王时龙主持。

王时龙首先对山西大学一行来校调研表示热烈

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程芳琴介绍

了山西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调研学习的主要目的和

具体内容等。

会上，双方就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的组织策划、科研管理的经验

做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以及推进产学

研合作的运行模式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座谈；

并具体就拟在化工、能源、动力、电气、环境等学

科开展科研合作等工作进行了研讨。

山西大学校长办公室张瑶、科技处李经宽，重

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王开成、王敬丰、杨永齐，化

学化工学院刘作华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蒋斌

教授等参加本次调研交流会。

 科技成果转化办 供稿

 

本届展会上，学校荣获多项殊荣。孙跃教授团队“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装置”荣获“最佳路演

奖（共 10项，排名第一）”；王家序教授团队“高可靠精密滤波传动技术及系统”荣获“优

秀项目展示奖”；龚卫国教授团队“图像信息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平安城市建设中的应

用”荣获“成果创新奖”；重庆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奖。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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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副院长熊辉、资环学院副院长、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义玉、

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董立春等参加座谈。会议由王时龙主持。 

 

   王时龙首先对山西大学一行来校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

程芳琴介绍了山西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调研学习的主要目的和具体内容等。 

 

 

本届展会上，学校荣获多项殊荣。孙跃教授团队“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装置”荣获“最佳路演

奖（共 10项，排名第一）”；王家序教授团队“高可靠精密滤波传动技术及系统”荣获“优

秀项目展示奖”；龚卫国教授团队“图像信息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平安城市建设中的应

用”荣获“成果创新奖”；重庆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奖。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办 供稿 

山西大学程芳琴副校长一行来校调研 

   2017 年 5月 22日上午，山西大学程芳琴副校长带领科技处处长刘勇、资产经营公司

总经李君超等一行来校调研。调研座谈会在重庆大学第一教学楼 107会议室举行。重庆大学

副校长王时龙、科技处副处长朱才朝（主持工作）、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林勇、先进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熊辉、资环学院副院长、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义玉、

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董立春等参加座谈。会议由王时龙主持。 

 

   王时龙首先对山西大学一行来校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

程芳琴介绍了山西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调研学习的主要目的和具体内容等。 

 

 

本届展会上，学校荣获多项殊荣。孙跃教授团队“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装置”荣获“最佳路演

奖（共 10项，排名第一）”；王家序教授团队“高可靠精密滤波传动技术及系统”荣获“优

秀项目展示奖”；龚卫国教授团队“图像信息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平安城市建设中的应

用”荣获“成果创新奖”；重庆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奖。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办 供稿 

山西大学程芳琴副校长一行来校调研 

   2017年 5月 22日上午，山西大学程芳琴副校长带领科技处处长刘勇、资产经营公司

总经李君超等一行来校调研。调研座谈会在重庆大学第一教学楼 107会议室举行。重庆大学

副校长王时龙、科技处副处长朱才朝（主持工作）、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林勇、先进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熊辉、资环学院副院长、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义玉、

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董立春等参加座谈。会议由王时龙主持。 

 

   王时龙首先对山西大学一行来校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

程芳琴介绍了山西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调研学习的主要目的和具体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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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冯光鑫对重庆市国家实验室筹建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讲到，为贯彻落实国家“十

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和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精神，按重庆市市委、市政府指示，重庆市科委

已正式启动重庆市筹建国家实验室工作，重庆大学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学科优势，将作为

重庆市筹建国家实验室的中坚力量。余年就国家实验室前期调研及重庆市国家实验室筹建初

步建议进行了介绍。随后，与会人员重点围绕重庆市筹建国家实验室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以

及实验室名称等进行了研讨。 

   最后，朱才朝对座谈研讨会做总结发言。他讲到，重庆大学高度重视，将整合国家重

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以及相关学科优势，全力支持重庆市国家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同时，他还就重庆大学着力打造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

附属医院等科技创新实体和平台，表示希望重庆科委支持重庆大学“双一流”建设。此外，

双方还就 2018年国家重点实验评估工作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科研平台管理办  供稿 

重庆市科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分专项 

申报工作会在我校召开 

     6月 29日，重庆市科委在我校组织召开 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分专项项目申报

工作会。重庆市科委高新处许志鹏处长、陈锋副处长、岑军波副处长、重庆大学科技处朱才

朝副处长（主持工作）、西南大学等 8所高校、16家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研部门负责人以

及我校机械学院、自动化学院、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部分科研老师共计 50余人参加

会议。会议由重庆市科委高新处陈锋副处长主持。 

陈锋首先传达了“2017年度全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工作会议”相关情况。此次会议全

面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总结了 2016年高

新技术领域工作，交流典型工作经验，并研究部署 2017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高

工程研究中心、生物流变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绿色建筑与人居环境营造国际合作联合实验

室、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光

电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信息物理社会可

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镁合金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等实验室负责人参加了本次

座谈。会议由重庆市科委冯光鑫主持。 

会上，冯光鑫对重庆市国家实验室筹建背景进

行了介绍。他讲到，为贯彻落实国家“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和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精神，按重庆市

市委、市政府指示，重庆市科委已正式启动重庆市

筹建国家实验室工作，重庆大学具有雄厚的科研实

力和学科优势，将作为重庆市筹建国家实验室的中

坚力量。余年就国家实验室前期调研及重庆市国家

实验室筹建初步建议进行了介绍。随后，与会人员

重点围绕重庆市筹建国家实验室研究方向、研究内

容以及实验室名称等进行了研讨。

最后，朱才朝对座谈研讨会做总结发言。他讲

到，重庆大学高度重视，将整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以及相关学科优势，全力支持重

庆市国家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同时，他还就重庆大

学着力打造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院、

产业技术研究院、附属医院等科技创新实体和平台，

表示希望重庆科委支持重庆大学“双一流”建设。

此外，双方还就 2018 年国家重点实验评估工作进行

了沟通和交流。 

科研平台管理办  供稿

重庆大学组团参加首届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

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牵头主办、广东省惠州

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于

6月22-24日在惠州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跨

越产学鸿沟，携手创新共赢”为主题，云集 300 多

所海内外高校，上万个科技项目参加了展示和交易；

云集诺贝尔奖获得者、相关领域的院士、大学校长

等专家学者展开论坛和交流；科学技术研究处朱才

朝副处长（主持工作）率领我校项目专家、成果转

化办公室相关人员参加大会。

学校在展会上集中展示了智能装备、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新材料、医疗器械等领域最新科技成果

62 项。自动化学院孙跃教授团队的“无线电能传输

系统装置”项目、传动实验室邵毅敏教授团队的“智

能轴承技术”项目参加了本届高交会路演（共 100

个路演项目），得到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本届展会上，学校荣获多项殊荣。孙跃教授团

队“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装置”荣获“最佳路演奖（共

10 项，排名第一）”；王家序教授团队“高可靠精密

滤波传动技术及系统”荣获“优秀项目展示奖”；龚

卫国教授团队“图像信息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

平安城市建设中的应用”荣获“成果创新奖”；重庆

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奖。

科技成果转化办 供稿

 

本届展会上，学校荣获多项殊荣。孙跃教授团队“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装置”荣获“最佳路演

奖（共 10项，排名第一）”；王家序教授团队“高可靠精密滤波传动技术及系统”荣获“优

秀项目展示奖”；龚卫国教授团队“图像信息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平安城市建设中的应

用”荣获“成果创新奖”；重庆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奖。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办 供稿 

山西大学程芳琴副校长一行来校调研 

   2017 年 5月 22 日上午，山西大学程芳琴副校长带领科技处处长刘勇、资产经营公司

总经李君超等一行来校调研。调研座谈会在重庆大学第一教学楼 107会议室举行。重庆大学

副校长王时龙、科技处副处长朱才朝（主持工作）、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林勇、先进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熊辉、资环学院副院长、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义玉、

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董立春等参加座谈。会议由王时龙主持。 

 

   王时龙首先对山西大学一行来校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

程芳琴介绍了山西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调研学习的主要目的和具体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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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计委组织召开重庆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

建设座谈研讨会

2017 年 5 月 9 日，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组织召开重庆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建设座谈研

讨会，重庆市卫计委科教处处长黄莹、副处长丁国

富、调研员卢智，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主持工

作）朱才朝、副处长王敬丰，理学部办公室主任曹阳，

重庆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张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都定元以及相关人员

参加会议。会议由重庆市卫计委黄莹主持。

会上，重庆大学朱才朝首先对学校基本情况、

发展思路、非直管附属医院合作模式、前期合作沟

通等进行了介绍。他讲到，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市委四届九次全会精神，学校加强科

学谋划和顶层设计，汇聚资源，着力打造前沿交叉

学科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科技创新实体和平台；学校希望加强与重庆市卫计

委下属医院合作，做大做强大健康领域学科，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他还重点围绕科学研究、共建

研究平台、资源共享、学科交叉和文化传承等方面

阐述非直管附属医院合作模式和方式。

重庆市肿瘤医院张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

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都定元分别对前期与重庆大学

沟通协商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表示希望与重庆大学

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提升医院医疗卫生水平。随后，

与会人员重点围绕合作双方运行模式、具体职责、

人才培养、资源共享、后续发展等进行研讨。

最后，重庆市卫计委黄莹对座谈研讨会做总结

发言。她讲到，重庆大学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学

科优势，非直管附属医院建设双方合作“有基础、

有诚意、有政策、有渊源”，建议从合作方式、医学

人才培养、数字图书资源开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合

作方案。她还希望通过双方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加快重庆大学“双一流”建设、市卫计

委高水平医院发展，共同推动重庆医疗卫生事业迈

上新台阶。

科技组织策划办 供稿

 

   最后，重庆市教委邓睿进行总结发言。他对重庆大学协同创新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

望学校将改革探索经验进行凝练和总结，注重经验推广和高校交流合作，带动重庆市高校整

体协同创新工作发展。他还希望脑科学重庆大学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校外、国外合作单位之

间的紧密协同，继续完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取得更多前沿领域的重大学术成果和应用成果，

为重庆市脑科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科技组织策划办 供稿 

重庆市卫计委组织召开重庆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 

建设座谈研讨会 

2017年 5月 9日，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召开重庆大学非直管附属医院建

设座谈研讨会，重庆市卫计委科教处处长黄莹、副处长丁国富、调研员卢智，重庆大学科技

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朱才朝、副处长王敬丰，理学部办公室主任曹阳，重庆市肿瘤医院副

院长张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都定元以及相关人员参加会

议。会议由重庆市卫计委黄莹主持。 

 

会上，重庆大学朱才朝首先对学校基本情况、发展思路、非直管附属医院合作模式、

前期合作沟通等进行了介绍。他讲到，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市委四届九次全

会精神，学校加强科学谋划和顶层设计，汇聚资源，着力打造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先进技

重庆大学组团参加

“2017 泸州 •重庆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专场对接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由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泸州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承办的“2017 泸州 • 重庆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专场对接会”在泸州市南苑会议

中心隆重召开。本次会议邀请了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参会，

旨在加强泸州与重庆地区经济科技交流合作，健全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平

台，整合科技资源，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增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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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校科研平台管理培训会在我校顺利召开

6 月 2 日，由重庆市教委主办、重庆大学科学

技术研究处承办的重庆市高校科研平台管理培训会

在我校国际会议厅召开。重庆市教委科技处处长蒋

云芳、在渝本科高校科技处处长、重庆市高校重点

实验室主任、重庆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等 140

余人参加会议。重庆大学副校长廖瑞金出席会议并

代表学校致词。会议由蒋云芳处长主持。

参会代表在参观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镁

合金材料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后，参加了科研平

台管理培训会。

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廖瑞金教授就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模式、组

织架构、运行管理机制和建设成效等做了报告；重

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朱才朝向与会代

表介绍了科研平台运行管理、科研规划及措施；重

庆医科大学科技处处长袁军做了题为“着力科研平

台建设、夯实科技创新基础”的报告，介绍了重庆

医科大学平台建设的经验；重庆工商大学张贤明教

授介绍了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建设历程、建设经验。

蒋云芳在总结时指出，科研平台是高校各项事

业的重要支撑，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

体，四个报告详细介绍了科研平台建设与运行的成

功管理经验，对提升我市高校科研平台管理水平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希望各单位认真学习领会，确

保科研平台顺利完成建设任务和目标。

本次会议的举办，进一步扩大了我校在科研组织

模式、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改革创新的对外影响力。

科研管理平台办  刘俊 供稿

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实体和平台；学校希望加强与重庆市卫计委下属医院

合作，做大做强大健康领域学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他还重点围绕科学研究、共建研

究平台、资源共享、学科交叉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阐述非直管附属医院合作模式和方式。 

重庆市肿瘤医院张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都定元分别对前

期与重庆大学沟通协商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表示希望与重庆大学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提升医

院医疗卫生水平。随后，与会人员重点围绕合作双方运行模式、具体职责、人才培养、资源

共享、后续发展等进行研讨。 

最后，重庆市卫计委黄莹对座谈研讨会做总结发言。她讲到，重庆大学具有雄厚的科

研实力和学科优势，非直管附属医院建设双方合作“有基础、有诚意、有政策、有渊源”，

建议从合作方式、医学人才培养、数字图书资源开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合作方案。她还希望

通过双方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加快重庆大学“双一流”建设、市卫计委高水平

医院发展，共同推动重庆医疗卫生事业迈上新台阶。 

                                                           科技组织策划办 供稿 

重庆市高校科研平台管理培训会在我校顺利召开 

6月 2日，由重庆市教委主办、重庆大学科学技术研究处承办的重庆市高校科研平台管

理培训会在我校国际会议厅召开。重庆市教委科技处处长蒋云芳、在渝本科高校科技处处长、

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庆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等 140余人参加会议。重庆大学

副校长廖瑞金出席会议并代表学校致词。会议由蒋云芳处长主持。 

 

参会代表在参观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镁合金材料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后，参

加了科研平台管理培训会。 

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廖瑞金教授就国家重点实验室运

行模式、组织架构、运行管理机制和建设成效等做了报告；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主持工

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实体和平台；学校希望加强与重庆市卫计委下属医院

合作，做大做强大健康领域学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他还重点围绕科学研究、共建研

究平台、资源共享、学科交叉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阐述非直管附属医院合作模式和方式。 

重庆市肿瘤医院张维，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都定元分别对前

期与重庆大学沟通协商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表示希望与重庆大学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提升医

院医疗卫生水平。随后，与会人员重点围绕合作双方运行模式、具体职责、人才培养、资源

共享、后续发展等进行研讨。 

最后，重庆市卫计委黄莹对座谈研讨会做总结发言。她讲到，重庆大学具有雄厚的科

研实力和学科优势，非直管附属医院建设双方合作“有基础、有诚意、有政策、有渊源”，

建议从合作方式、医学人才培养、数字图书资源开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合作方案。她还希望

通过双方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加快重庆大学“双一流”建设、市卫计委高水平

医院发展，共同推动重庆医疗卫生事业迈上新台阶。 

                                                           科技组织策划办 供稿 

重庆市高校科研平台管理培训会在我校顺利召开 

6月 2日，由重庆市教委主办、重庆大学科学技术研究处承办的重庆市高校科研平台管

理培训会在我校国际会议厅召开。重庆市教委科技处处长蒋云芳、在渝本科高校科技处处长、

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庆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等 140余人参加会议。重庆大学

副校长廖瑞金出席会议并代表学校致词。会议由蒋云芳处长主持。 

 

参会代表在参观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镁合金材料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后，参

加了科研平台管理培训会。 

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廖瑞金教授就国家重点实验室运

行模式、组织架构、运行管理机制和建设成效等做了报告；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主持工

作）朱才朝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科研平台运行管理、科研规划及措施；重庆医科大学科技处处

长袁军做了题为“着力科研平台建设、夯实科技创新基础”的报告，介绍了重庆医科大学平

台建设的经验；重庆工商大学张贤明教授介绍了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建设历程、建设经验。 

 

蒋云芳在总结时指出，科研平台是高校各项事业的重要支撑，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载体，四个报告详细介绍了科研平台建设与运行的成功管理经验，对提升我市高校

科研平台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希望各单位认真学习领会，确保科研平台顺利完成

建设任务和目标。 

本次会议的举办，进一步扩大了我校在科研组织模式、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改革创新

的对外影响力。 

          科研管理平台办  刘俊 供稿 

重庆大学组团参加首届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 

     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牵头主办、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高校科技成

果交易会于 6月 22-24 日在惠州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跨越产学鸿沟，携手创新共

赢”为主题，云集 300 多所海内外高校，上万个科技项目参加了展示和交易；云集诺贝尔奖

获得者、相关领域的院士、大学校长等专家学者展开论坛和交流；科学技术研究处朱才朝副

处长（主持工作）率领我校项目专家、成果转化办公室相关人员参加大会。 

学校在展会上集中展示了智能装备、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医疗器械等领域最新科

技成果 62项。自动化学院孙跃教授团队的“无线电能传输系统装置”项目、传动实验室邵

毅敏教授团队的“智能轴承技术”项目参加了本届高交会路演（共 100个路演项目），得到

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校长助理赵骅代表学校与泸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重庆大学—泸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

协议”，同时，为建立校市战略合作工作常态化机制，深入推动校市战略合作，泸州市科学

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与重庆大学科学技术研究处签订了合作共建“重庆大学（泸州）技术转移

中心”协议。 

在会上，参会专家教授还围绕机械装备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现代农业与

农产品加工、化工与新材料等领域与部分企业进行了分组交流对接。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办 供稿 

科技处和财务处组团赴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进行工作调研 

   2017 年 5月 10-11日，重庆大学科技处朱才朝副处长（主持工作）、计划财务处王

立新副处长共同带队并组团前往四川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进行调研学习。科技处综合管理与

信息办、项目管理办公室，财务处信息科、核算科、综合科的同志共 8人参加了本次调研。 

   5月 11日上午，调研团一行到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进行交流与座谈，电子科技大

学计划财务处王萍处长、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张玲召副处长等出席了座谈交流会。双方就科

研财务的信息化建设、科研财务一体化办公、横向项目与经费管理等相关工作内容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和探讨。 

   朱才朝表示，通过调研，了解了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工作取得的成效，尤其是在科研财

务信息一体化建设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希望两校能保持密切联系，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

作，切实做好科研与财务的管理服务。 

   5月 11日下午，调研团到四川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进行交流与座谈。科学技术发

展研究院胡常伟院长、科技处老处长何勤功教授、财务处刘用明副处长以及科研院重大项目

与基地部、成果与基金部、科技合作科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交流座谈会。胡常伟简要介绍了四

川大学近年来科研工作的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等情况。双方就科研管理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

济发展新动能。校长助理赵骅、国合办副主任雷达、

科技处副处长杨永齐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参

加了会议。

校长助理赵骅代表学校与泸州市人民政府签订

了“重庆大学—泸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同

时，为建立校市战略合作工作常态化机制，深入推

动校市战略合作，泸州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与

重庆大学科学技术研究处签订了合作共建“重庆大

学（泸州）技术转移中心”协议。

在会上，参会专家教授还围绕机械装备与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现代农业与农产品加工、

化工与新材料等领域与部分企业进行了分组交流对接。

      科技成果转化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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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内江 )技术转移中心组织内江汽配企业

赴我校开展精准对接

2017 年 6 月 6 日 , 重庆大学 (内江 )技术转移

中心在内江市科技局和学校科技处的统筹安排下 ,

组织了金鸿曲轴、华玉板簧等 17 家汽配企业到汽车

工程学院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在对接会上，汽车工程学院院长郭钢教授介绍

了汽车工程学院发展历程、人才培养、产学研用和

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情况，希望加强与内江企业汽配

企业的沟通对接，支持和推动汽车工程学院的科技

成果与企业的精准对接。内江汽配企业负责人与参

会的专家教授就车辆动力学与振动噪声、高性能传

动系统与运载装备、汽车先进设计制造与智能网联

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沟通。

汽车工程学院院长郭钢、科技处副处长杨永齐

与内江市科技局副局长何文、隆昌县科技局局长范

西林就汽车工程学院与隆昌县科技局共建“重庆大

学汽车工程学院（隆昌）汽车技术转移中心”事宜

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建意向。

会议期间 , 内江企业代表团参观了机械传动国

家重点实验室。

科技成果转化办 供稿

2017 年 6 月 6 日, 重庆大学(内江)技术转移中心在内江市科技局和学校科技处的统筹

安排下,组织了金鸿曲轴、华玉板簧等 17家汽配企业到汽车工程学院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在对接会上，汽车工程学院院长郭钢教授介绍了汽车工程学院发展历程、人才培养、产

学研用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情况，希望加强与内江企业汽配企业的沟通对接，支持和推动汽

车工程学院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的精准对接。内江汽配企业负责人与参会的专家教授就车辆动

力学与振动噪声、高性能传动系统与运载装备、汽车先进设计制造与智能网联技术等方面进

行了交流与沟通。 

 

汽车工程学院院长郭钢、科技处副处长杨永齐与内江市科技局副局长何文、隆昌县科技

局局长范西林就汽车工程学院与隆昌县科技局共建“重庆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隆昌）汽车技

术转移中心”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建意向。 

会议期间,内江企业代表团参观了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办 供稿 

重庆大学组团参加 

“2017 泸州•重庆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专场对接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由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泸州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承办的“2017

泸州•重庆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专场对接会”在泸州市南苑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本次会议邀请

了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参会，旨在加强泸州

与重庆地区经济科技交流合作，健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平台，

整合科技资源，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校长助理赵骅、国合办副主任

雷达、科技处副处长杨永齐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 

科技处和财务处组团赴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进行工作调研

2017 年 5 月 10-11 日，重庆大学科技处朱才朝

副处长（主持工作）、计划财务处王立新副处长共同

带队并组团前往四川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进行调研

学习。科技处综合管理与信息办、项目管理办公室，

财务处信息科、核算科、综合科的同志共 8 人参加

了本次调研。

   5 月 11 日上午，调研团一行到电子科技大学清

水河校区进行交流与座谈，电子科技大学计划财务

处王萍处长、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张玲召副处长等

出席了座谈交流会。双方就科研财务的信息化建设、

科研财务一体化办公、横向项目与经费管理等相关

工作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朱才朝表示，通过调研，了解了电子科技大学科

研工作取得的成效，尤其是在科研财务信息一体化

建设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希望两校能保持密切

联系，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切实做好科研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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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管理服务。

   5 月 11 日下午，调研团到四川大学科学技术发

展研究院进行交流与座谈。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胡

常伟院长、科技处老处长何勤功教授、财务处刘用

明副处长以及科研院重大项目与基地部、成果与基

金部、科技合作科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交流座谈会。

胡常伟简要介绍了四川大学近年来科研工作的基本

情况及发展现状等情况。双方就科研管理的组织模

式和运行机制、重大重点项目的申报培育、专职科

研队伍建设、科研基地 / 平台管理、横向项目与经

费管理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朱才朝表示，本次调研时间紧迫，双方交流得还

不够深入；四川大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好机制、好做法和好经验，还需专程来深入学习取经；

希望双方能加强联系、共谋合作、共同发展。

                         综合管理与信息办 供稿

科技处朱才朝副处长（主持工作）一行赴

华南理工大学调研交流

2017 年 6 月 21 日，科技处朱才朝副处长（主

持工作）一行 5 人赴华南理工大学调研交流。华南

理工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付晔、材料学院党委书记马

强、医学院副院长蒋开球等参加了双方调研交流。

首先，华南理工大学付晔对朱才朝一行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她还简要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科研

工作基本情况，以及在科研项目外协管理中的具体

做法和经验。随后，与会人员重点围绕医学院、附

属医院建设管理与运行模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以及科研财务信息共享等进行

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会上，马强对医学院的筹备和建设过程进行了

简要介绍。他讲到，在学校主要领导的直接指导下，

华南理工大学在 2014 年仅用 72 天筹备时间就挂牌

成立了“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目前，医学院已开

设 3 个医学本科专业和部分硕士点、博士点，正在

积极申报临床医学本科专业。蒋开球重点介绍了华

南理工大学与广东省人民医院的非直管合作模式，

以及天河区直管附属医院的建设情况等。

朱才朝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同仁的热情指导和帮

助，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华南理工大学在科研管理、

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建设等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

并表示华南理工大学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将对推动

我校非直管附属医院建设和提升科研管理服务水平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朱才朝最后指出，

重庆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具有相似的学科体系和优

势特色，希望两校后续能进一步加强交流和研讨，

共同促进两校“双一流”的建设和发展。

                       综合管理与信息办 供稿

制、重大重点项目的申报培育、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科研基地/平台管理、横向项目与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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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处朱才朝副处长（主持工作）一行赴 

华南理工大学调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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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处继续开展“科技服务基层”调研活动

为认真践行“两学一做”，5 月 9 日下午和 23

日全天，科技处朱才朝副处长（主持工作）带领全

体处领导和各业务科室负责人分别赴电气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学院和生物工程学院开展“科技服务基层”

的调研活动，并与学院党政领导以及部分科研人员

等进行了座谈交流。

在交流座谈会上，朱才朝充分肯定了电气工程

学院、动力工程学院和生物工程学院在基础研究、

平台基地建设、科研团队和高水平论文成果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介绍了学校在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需求，做好科技发

展的顶层设计；实施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修订

科研管理办法，最大力度地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优

化学科布局，汇聚创新资源，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

究院；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共建产业技术研究

院，提高服务社会能力；加强科研后备拔尖人才和

高水平科技成果的培育，启动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

划；积极挖掘内部潜力，拓展外部空间，建立联系

服务机制，强化内部管理，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提

升科技服务能力等工作情况。

电气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学院和生物工程学院

分别介绍了学院科研工作现状、特色优势、水平贡献、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考等情况。对

学校新出台的和实施的科技政策予以积极支持，并

对学校科技管理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会上，科技处领导还回答了与会科研人员关注

的有关问题；并就进一步做好科研管理和服务、加

强人才引进的谋划、推进前沿交叉学科建设、加大

后备拔尖人才和科技成果奖励的组织培育、争取学

校支持，解决当前存在的困难等工作进行了探讨与

交流。

                       综合管理与信息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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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成立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在学校科学研究

等相关事务决策的咨询、审议和协调作用，学校于 2017年 5月 16日在主教学楼 506会议室

召开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重庆大学

副校长刘汉龙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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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第一个超高层建筑 

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2017 年 5 月 31 日，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顺

利完成了首个超高层建筑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并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于 2015 年 12 月建成并

投入使用，面积 3000 平方米，净高 25.5 米，是国

内同类型实验室中高度最高的之一。实验室有振动

台试验系统、土木结构试验系统和反力系统，其中

振动台系统由美国引进，台面尺寸 6.1 米 ×6.1 米、

载重量 60 吨，可 3 向 6 自由度地震，是国内台面尺

寸、载重量和抗倾覆力矩最大的振动台之一。自投

入使用后已开展了 10 多项大型振动台试验，是国内

新建振动台试验系统中使用较好的设备之一。 

此次振动台试验对象为高科太阳座超高层建筑，

位于重庆北部新区两江幸福广场北侧，拟建成重庆

市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共 42 层，高 214 米，总面积

约 10 万平方，屋顶设有直升机停机坪，采用空间扭

曲斜柱和屋面收进以增加建筑美观，为典型的不规

则结构，不利于抗震。本次采用缩尺模型试验，模

型为原型的 1/25，模型高度 9.25 米，模型重量 43吨，

输入 7 组地震，调整地震强度分别进行了 6 度小震、

6 度中震、6 度大震、7 度大震和 8 度大震下该建筑

的振动台试验，考查了其地震破坏特征、抗震薄弱

部位，验证了其抗震性能。

本次试验是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开展的首个

超高层建筑模型试验。模型复杂、高且重，是对振

动台试验系统性能全方位的检验。本次试验的成功，

体现了我校振动台实验室具有开展大型试验的设备

能力和技术水平，为更好地利用好振动台试验系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试验受到校内外土木工程领域从业人员的

广泛关注。重庆市设计院、重庆大学建筑设计院、

中机中联和西南设计院等设计单位，重庆高科集团

等房地产开发单位，我校教职工和学生现场观摩了

振动台试验，显著提升了我校振动台实验室的影响

力，展现了我校的土木工程实验能力。

 作者：土木工程学院刘立平，邓飞，徐军，陈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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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成立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发

挥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在学校科学研究等相关事务

决策的咨询、审议和协调作用，学校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在主教学楼 506 会议室召开重庆大学学术委员

会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重庆大学副校长刘汉龙主持。

刘汉龙介绍了学校成立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的

主要目的、委员组成和推选程序等有关情况；对《重

庆大学学术委员会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章程》的内

容进行了详尽说明。全体委员对章程进行了审议，

一致通过《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科学研究专门委员

会章程》，并选举刘汉龙担任重庆大学科学研究专门

委员会主任委员，孟卫东、但斌、卢义玉担任副主

任委员。

会上，刘汉龙和孟卫东副校长还分别向全体委

员介绍了学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科研工作概况，

以及近期组织开展和重点推进的工作情况；并希望

各位委员肩负起新的责任和使命，认真履行自己的

职责；要以身作则，勇于担当；要加强联系沟通，

积极出谋划策，力促我校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

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的成立，将为进一步增强

我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提高科学研究质量，规范科研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和水平等发挥重要作用；为推进我校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综合管理与信息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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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第一个超高层建筑  

         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2017年 5月 31日，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顺利完成了首个超高层建筑地震模拟振动台

试验，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于 2015年 12月建成并投入使用，面积 3000平方米，净高 25.5

米，是国内同类型实验室中高度最高的之一。实验室有振动台试验系统、土木结构试验系统

和反力系统，其中振动台系统由美国引进，台面尺寸 6.1米×6.1米、载重量 60吨，可 3

  

  电气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学院和生物工程学院分别介绍了学院科研工作现状特色、

水平贡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考等情况。对学校新出台的和实施的科技政

策予以积极支持，并对学校科技管理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会上，科技处领导还回答了与会科研人员关注的有关问题；并就进一步做好科研管理

和服务、加强人才引进的谋划、推进前沿交叉学科建设、加大后备拔尖人才和科技成果奖励

的组织培育、争取学校支持，解决当前存在的困难等工作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综合管理与信息办  供稿 

科技要闻 

重庆大学成立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在学校科学研究

等相关事务决策的咨询、审议和协调作用，学校于 2017年 5月 16日在主教学楼 506会议室

召开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重庆大学

副校长刘汉龙主持。 

 

“可信控制系统专业委员会”获中国自动化学会

正式批准并成立

中国自动化学会可信控制系统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专委会”）为 2017 年 5 月由经中国自动化

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成立，旨在适应中国智能

制造和工业 4.0 的形势发展需要，不断促进我国可

信控制系统科学事业的发展。

该专委会由首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重庆大学

自动化学院院长宋永端组织并发起，联合来自国内

外的数十名知名学者，其中包括十余位澳大利亚两

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及千人计

划等权威专家。

该专委会是我国第一个针对智能制造可信控制

系统成立的专委会，也是中国自动化学会下第一个

依托西南地区高校成立的专委会。专委会的成立将

巩固中国自动化界的国际学术地位，提升我国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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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与系统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不但可以加快实

现中国制造 2025 的步伐，还有望争取到国际话语权

甚至领导权。

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将作为专委会的支撑单位，

拟定 2017 年 9 月份在重庆举行第一届可信控制系统

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届时将有先进控制领域知名

学者、专家、企业高层及行业精英同台论道。

中国自动化学会专业委员会是根据自动化及相

关领域的研究、开发及应用的发展需要，由中国自

动化学会设立的分支机构，是中国自动化学会开展

学术活动和科技活动的主体。宗旨是：团结、联合、

组织自动化及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按照不同领域或

专业开展学术 / 技术交流、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专

业技术标准、进行专业资格认可、举办专业培训等

相关活动，提高所从事领域的科研、教学、应用水平，

促进研究成果的应用和向产品的转化。

                     作者 : 自动化学院 朱漫琴

重庆大学、渝北区仙桃数据谷、ARM 政产学合作举办

协同共享智能互联新工科建设系列活动

重庆大学高性能集成电路重庆市工程实验室、

ARM 大学计划、仙桃国际数据谷、安芯教育联合举

办的“协同共享 智能互联实训启动仪式”，于 6 月

18 日上午在仙桃数据谷大数据学院会议中心举行。

重庆大学、渝北区和 ARM 等主办单位的领导，重庆

市市教委、市经信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

关领导、及区级相关部门，来自全国 30 余所高校代

表、企业高层、首批参加 ASC 人才实训的老师和学生，

共聚数据谷研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政、产、

学、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渝北区区委常委吴德华、ARM 中国销售副总裁

刘润国先生，重庆大学廖瑞金副校长等致辞，分别

从产学研地各个角度围绕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

发展，如何创新地方人才培养，推进高等学校教学

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作了阐述。

重庆地区 ARM教育生态联盟轮值主席曾孝平主持

了“新工科建设”主题报告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工

电子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王志功教授、东南

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孟桥教授作了特邀报告。

活动期间，ARM、安芯教育与重庆大学、重庆邮

电大学、仙桃数据谷公司签署了 ARM 创新技术实验

室、实训中心建设、校地企人才实训等多方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政、产、学、研、金、用”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重庆大学副校长廖瑞金为 ASC 实训项目的

负责人颁发重庆大学兼职研究员证书。活动同时宣

布 ASC 实训正式启动，第一批师生入驻重庆仙桃国

际数据谷开展教学。

                  作者 : 通信工程学院  张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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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通信工程学院  张文婷 

重庆大学获准的科研创新团队汇总表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序号 依托单位 团队负责人 名  称 获准时间 

1 材料学院 刘  庆 先进金属结构材料基础研究及工程应用创新团队 2013 

2 材料学院 蒋  斌 高性能镁合金材料及应用创新团队 2016 

 教育部创新团队   

序号 依托单位 团队负责人 名  称 获准时间 

1 电气学院  廖瑞金 高压输变电设备安全运行科学与新技术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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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召开第五届交叉学科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重庆大学在主教学楼 504、

506 会议室召开第五届交叉学科学术研讨会。此次

研讨会由重庆大学科学技术协会、工程学部、电气

工程学院联合举办，重庆大学副校长、工程学部主

任廖瑞金出席并致辞，会议由工程学部副主任胡友

强主持。

廖瑞金表示，我校正处于“十三五”和“双一流”

建设关键时期，借助交叉学科学术研讨会这个平台，

对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开拓发展思路、促进

学科交叉融合、培育交叉学科团队、服务社会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强调，重庆大学要抓住“新

工科”建设机遇，推进工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融合，努力加强与企业、行业的协同，促进传统工

科焕发新活力。

研讨会特别邀请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孙宏斌教授，西安交通大

学“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李建英教授，中国汽研

院欧阳高工，重庆科凯前卫刘志祥高工分别做了题

为《能源互联网及新进展—能源革命中的颠覆性技

术》、《氧化锌非线性电阻片中的多学科交叉问题》、

《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和展望》和《风电机组控制技

术》的学术报告。

孙宏斌就目前能源行业存在的问题，引出了将

能源网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互联网 + 智慧能源的

能源互联网概念，提出三大关键科学问题及若干关

键技术，并介绍了能源互联网的最新研究进展。

李建英就广泛应用于电气工程领域的 ZnO 压敏

电阻片存在的问题，提出结合材料科学与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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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斌作报告
孙宏斌作报告 

李建英就广泛应用于电气工程领域的 ZnO压敏电阻片存在的问题，提出结合材料科学

与工艺技术促进电阻片结构均匀化，结合物理、化学学科促进点缺陷理论的物理过程与界面

调控研究，并从多场耦合视角提升电阻片服役特性。 

李建英作报告 

欧阳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市场推广情况、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和对产业融合展望。 

欧阳作报告 

刘志祥介绍了当前的风电机组整体概况，以双馈风电机组为例给出主控系统、变频器、

变桨系统的控制理论与方法，以及机组监控软件技术。 

李建英作报告

孙宏斌作报告 

李建英就广泛应用于电气工程领域的 ZnO压敏电阻片存在的问题，提出结合材料科学

与工艺技术促进电阻片结构均匀化，结合物理、化学学科促进点缺陷理论的物理过程与界面

调控研究，并从多场耦合视角提升电阻片服役特性。 

李建英作报告 

欧阳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市场推广情况、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和对产业融合展望。 

欧阳作报告 

刘志祥介绍了当前的风电机组整体概况，以双馈风电机组为例给出主控系统、变频器、

变桨系统的控制理论与方法，以及机组监控软件技术。 



孙宏斌作报告 

李建英就广泛应用于电气工程领域的 ZnO压敏电阻片存在的问题，提出结合材料科学

与工艺技术促进电阻片结构均匀化，结合物理、化学学科促进点缺陷理论的物理过程与界面

调控研究，并从多场耦合视角提升电阻片服役特性。 

李建英作报告 

欧阳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市场推广情况、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和对产业融合展望。 

欧阳作报告 

刘志祥介绍了当前的风电机组整体概况，以双馈风电机组为例给出主控系统、变频器、

变桨系统的控制理论与方法，以及机组监控软件技术。 

刘志祥作报告 

同时，来自中国汽研院和重庆大学工程学部、信息学部、理学部的 14名青年专家，结

合能源、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同 100多名与会师生进行了分享

与探讨。 

会场全景 

此次研讨会将我校各有关青年教师沙龙凝聚在了一起，相互学习、拓展视野、共同提

高，对进一步加强跨学科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出席研讨会的还有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协秘书长刘敢新，以及工程学部所辖各

学院的相关负责人。 

作者 :工程学部 陈青  

重庆大学与中铝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建联合实验室 

    2017年 5月 13日上午，中铝西南铝第二届科技创新大会在西南铝业集团总部重庆

西彭举行。重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教授，科技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朱才朝教授和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周杰教授应邀出席大会。会议由中铝西南铝党委书记、董事长尹雪春主持。 

刘志祥作报告 

同时，来自中国汽研院和重庆大学工程学部、信息学部、理学部的 14名青年专家，结

合能源、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同 100多名与会师生进行了分享

与探讨。 

会场全景 

此次研讨会将我校各有关青年教师沙龙凝聚在了一起，相互学习、拓展视野、共同提

高，对进一步加强跨学科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出席研讨会的还有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协秘书长刘敢新，以及工程学部所辖各

学院的相关负责人。 

作者 :工程学部 陈青  

重庆大学与中铝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建联合实验室 

    2017年 5月 13日上午，中铝西南铝第二届科技创新大会在西南铝业集团总部重庆

西彭举行。重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教授，科技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朱才朝教授和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周杰教授应邀出席大会。会议由中铝西南铝党委书记、董事长尹雪春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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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与中铝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建联合实验室

2017 年 5 月 13 日上午，中铝西南铝第二届科

技创新大会在西南铝业集团总部重庆西彭举行。重

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教授，科技处副处长（主持

工作）朱才朝教授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周杰教授

应邀出席大会。会议由中铝西南铝党委书记、董事

长尹雪春主持。

会上，夏之宁与中铝西南铝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黎勇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共建铝合金材料基础研

究联合实验室协议。双方将本着“面向未来、优势

互补、合作提高、共同发展“的宗旨，共建铝合金

材料基础研究联合实验室。联合实验室将围绕西南

铝需求开展基础研究、技术服务和人才培养；通过

联合试验和研究，进一步提升双方的核心竞争力，

共同打造国际一流铝加工技术研究基地。

共建联合实验室，将有利于我校材料等相关学

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升科技研发质量，拓宽成

果转化渠道，更好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同

时也将强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现协同创新。

                       综合管理与信息办 供稿

 

    会上，夏之宁与中铝西南铝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黎勇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共建铝

合金材料基础研究联合实验室协议。双方将本着“面向未来、优势互补、合作提高、共同发

展“的宗旨，共建铝合金材料基础研究联合实验室。联合实验室将围绕西南铝需求开展基础

研究、技术服务和人才培养；通过联合试验和研究，进一步提升双方的核心竞争力，共同打

造国际一流铝加工技术研究基地。 

    共建联合实验室，将有利于我校材料等相关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升科技研发

质量，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更好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也将强化人才培养的针对

性，实现协同创新。 

科技组织策划办  供稿 

重庆大学、渝北区仙桃数据谷、ARM 政产学合作举办 

协同共享智能互联新工科建设系列活动 

重庆大学高性能集成电路重庆市工程实验室、ARM大学计划、仙桃国际数据谷、安芯教

育联合举办的“协同共享 智能互联实训启动仪式”，于 6月 18日上午在仙桃数据谷大数据

学院会议中心举行。重庆大学、渝北区和 ARM 等主办单位的领导，重庆市市教委、市经信委、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领导、及区级相关部门，来自全国 30余所高校代表、企业高

层、首批参加 ASC人才实训的老师和学生，共聚数据谷研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政、

产、学、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渝北区区委常委吴德华、ARM中国销售副总裁刘润国先生，重庆大学廖瑞金副校长等致

辞，分别从产学研地各个角度围绕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如何创新地方人才培养，

推进高等学校教学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作了阐述。 

学校召开重点实验室（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

6 月 8 日，学校在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219

会议室召开重庆大学重点实验室（中心）建设领导

小组（以下简称“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常务副

校长杨丹、副校长刘汉龙、王时龙出席会议，校办、

发规处、科技处、财务处、人事处、研究生院、后勤处、

房管处、设备处、基建处等主要负责人及重点实验

室（中心）（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依托学部负

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杨丹主持。

会议分别听取了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输

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煤

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光电技术与

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

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评估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建设领导小组现场

研究了各重点实验室提出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刘汉龙指出，重点实验室依托学院要高度重视

实验室建设，要着眼未来，全方位支持实验室提升

建设质量；重点实验室要加强顶层设计，提早准备，

科学谋划，提高工作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杨丹要求，重点实验室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要加强与重点实验室的沟通，给予重点实验室全方

位支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协同

解决，保障重点实验室正常运行。 

                         科研平台管理办 供稿

学校召开重点实验室（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 

6月 8日，学校在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219会议室召开重庆大学重点实验室（中

心）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常务副校长杨丹、副校长刘汉龙、

王时龙出席会议，校办、发规处、科技处、财务处、人事处、研究生院、后勤处、房管处、

设备处、基建处等主要负责人及重点实验室（中心）（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依托学部

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杨丹主持。 

 

会议分别听取了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光电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信息

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评估工作准备情

况的汇报，建设领导小组现场研究了各重点实验室提出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方案。 

刘汉龙指出，重点实验室依托学院要高度重视实验室建设，要着眼未来，全方位支持

实验室提升建设质量；重点实验室要加强顶层设计，提早准备，科学谋划，提高工作的前瞻

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杨丹要求，重点实验室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与重点实验室的沟通，给予重点

实验室全方位支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协同解决，保障重点实验室正常运

行。                                                 科研平台管理办  供稿 

“可信控制系统专业委员会”获中国自动化学会 

正式批准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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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获准的科研创新团队汇总表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序号 依托单位 团队负责人 名  称 获准时间

1 材料学院 刘  庆 先进金属结构材料基础研究及工程应用创新团队 2013

2 材料学院 蒋  斌 高性能镁合金材料及应用创新团队 2016

教育部创新团队　

序号 依托单位 团队负责人 名  称 获准时间

1 电气学院 廖瑞金 高压输变电设备安全运行科学与新技术 2005

2 传动实验室 王家序 高性能传动件及系统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 2007

3 材料学院 潘复生 轻合金加工与制备中的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 2009

4 土木学院 张永兴 山区岩土工程 2010

5 机械学院 王时龙 高效低碳制造系统 2011

6 资环学院 卢义玉 非常规天然气高效开发与利用 2013

7 深空 谢更新 先进制造、空间环境、信息、材料 2016

重庆高校创新团队

序号 依托单位 团队负责人 名  称 获准时间

1 材料学院 刘  庆 轻合金材料科学与技术 2007

2 化工学院 魏子栋 新能源化工创新团队 2007

3 生物学院 邓林红 生物流变学与纳米技术创新团队 2007

4 机械学院 王时龙 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团队 2007

5 动力学院 廖  强 微生物能源高效转化理论与技术 2010

6 计算机学院 廖晓峰 信息安全与计算智能 2010

7 生物学院 王伯初
基于学科交叉（Bio- X模式）的生命科学基础问题

研究
2010

8 土木学院 张永兴 山区岩土工程 2010

9 城环学院 何  强 水资源规划、废水处理理论、绿色建筑 2010

10 传动实验室 张正文 三维打印（增材）制造 2013

11 生命学院 李正国 果实发育调控 2013

12 土木学院 李英民 工程结构抗震防灾 2013

13 动力学院 冉景煜 低品位能源清洁高效转换与利用技术 2013

14 传动实验室 孙冬野 车辆动力传动与控制 2013

15 通信学院 田逢春 现代信号处理 2013

16 电气学院 陈伟根 高电压电力装备智能化新技术及新材料应用 2016

17 生物学院 蔡开勇 生物材料与组织修复 2016

18 城环学院 何  强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 2016

19 材料学院 吕学伟 多金属资源绿色提取冶金 2016

20 建筑学院 严永红 健康照明 2016

21 通信学院 贾云健 智慧网络技术及应用 2016

22 经管学院 黄英君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研究 2016

重庆市科委新产品研发团队建设　

序号 依托单位 团队负责人 名  称 获准时间

1 软件 杨梦宁 智能服务新产品研发团队 2013

2 化工 董立春 高附加值天然植物提取新产品研发团队 2013



http://kjc.equ.edu.cn科技工作 2017 年 5 月22

Scienific and technical achicvement科技成果

重庆大学牵头“十二五”国家水专项“绿色建筑与小区低

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研究与示范”课题通过验收

2017 年 6 月 30 日，由我校柴宏祥教授主持承

担的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绿

色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研究与示范”课

题在北京顺利通过验收。

会议由国家水专项办孔祥娟处长主持，验收专

家组组长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教授担任。国家城

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孙永利副院长受国家

水专项办委托，介绍了课题示范工程第三方评估情

况，课题组播放了课题（含示范工程）视频演示。

课题负责人柴宏祥教授汇报了课题完成情况。

课题突破了绿色建筑与小区雨水源头控污截流、

延缓控污、储存与生态净化 3 项关键集成技术，构

建了绿色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产汇污模

型并实现了软件化。修编完成了国家标准《建筑与

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 及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2015》中的雨水相关内容，

修编完成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海绵型建筑与

小区雨水控制与利用》17SS705（报批稿），编制了

中国建设工程标准化协会标准《建筑与小区低影响

开发技术规程》T/CECS469-2017。研制了新型环保

储水模块、新型环保渗排水板材和初期雨水弃流装

置 3 种低影响开发装置产品并建成生产线，实现了

产业化。获权了 20 件发明专利（含美国发明专利 5

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5 项。在深圳光明新区建设

了绿色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技术工程示范，示范

工程运行良好。

与会领导与专家认真听取了汇报，经讨论，一

致认为课题组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示范工作，高质量

完成了合同任务书规定的研究任务，达到了考核指

标要求，对项目、主题和专项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

极支撑作用，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课题验收。

本次专家验收会的专家组组长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杰教授，验收会专家组成员包括：水利部太湖

流域水资源局原副局长陈荷生教授级高工，国家城

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郑兴灿教授

级高工、北京林业大学孙德智教授、同济大学周琪

教授、北京排水集团甘一萍教授级高工、中国市政

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张秀华教授级高工、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孔彦鸿教授级高工、温州大学

会议由国家水专项办孔祥娟处长主持，验收专家组组长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教授担

任。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孙永利副院长受国家水专项办委托，介绍了课题示

范工程第三方评估情况，课题组播放了课题（含示范工程）视频演示。课题负责人柴宏祥教

授汇报了课题完成情况。 

 

课题突破了绿色建筑与小区雨水源头控污截流、延缓控污、储存与生态净化 3 项关键

集成技术，构建了绿色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产汇污模型并实现了软件化。修编完

成了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国家标准《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及《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2015》中的雨水相关内容，修

编完成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海绵型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与利用》17SS705（报批稿），

编制了中国建设工程标准化协会标准《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技术规程》T/CECS469-2017。

研制了新型环保储水模块、新型环保渗排水板材和初期雨水弃流装置 3种低影响开发装置产

品并建成生产线，实现了产业化。获权了 20件发明专利（含美国发明专利 5件）、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5项。在深圳光明新区建设了绿色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技术工程示范，示范工

程运行良好。 

与会领导与专家认真听取了汇报，经讨论，一致认为课题组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示范工

作，高质量完成了合同任务书规定的研究任务，达到了考核指标要求，对项目、主题和专项

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极支撑作用，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课题验收。 

 

会议由国家水专项办孔祥娟处长主持，验收专家组组长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教授担

任。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孙永利副院长受国家水专项办委托，介绍了课题示

范工程第三方评估情况，课题组播放了课题（含示范工程）视频演示。课题负责人柴宏祥教

授汇报了课题完成情况。 

 

课题突破了绿色建筑与小区雨水源头控污截流、延缓控污、储存与生态净化 3项关键

集成技术，构建了绿色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产汇污模型并实现了软件化。修编完

成了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国家标准《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及《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2015》中的雨水相关内容，修

编完成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海绵型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与利用》17SS705（报批稿），

编制了中国建设工程标准化协会标准《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技术规程》T/CECS469-2017。

研制了新型环保储水模块、新型环保渗排水板材和初期雨水弃流装置 3种低影响开发装置产

品并建成生产线，实现了产业化。获权了 20件发明专利（含美国发明专利 5件）、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5项。在深圳光明新区建设了绿色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技术工程示范，示范工

程运行良好。 

与会领导与专家认真听取了汇报，经讨论，一致认为课题组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示范工

作，高质量完成了合同任务书规定的研究任务，达到了考核指标要求，对项目、主题和专项

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极支撑作用，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课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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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科技工作者钟栋梁教授荣获

“中国制冷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称号

近日，中国制冷学会授予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

院钟栋梁教授“中国制冷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称号。

2017 年 5 月，中国制冷学会隆重举办了成立 40

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对近十年来取得显著成绩、做

出积极贡献的人员进行表彰。此次全国共计 53 人荣

获该称号，其中重庆市 2人。

中国制冷学会成立于 1977 年 4 月，是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所属的全国一级学会。1978 年经国务院批

准代表中国加入国际制冷学会（IIR）,为二级会员国，

负责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和科技咨询活动，制定、

修订各种制冷技术、产品标准，以及举办和组织参

加国际性展览。

钟栋梁，博士，教授，中国制冷学会高级会员。

2008 年 7 月进入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院制冷及低温

工程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讲本科生课程《制冷

与低温原理》、《制冷压缩机》、研究生课程《热力系

统多学科综合优化原理及方法》，指导能源与动力工

程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 40 余人，培养硕士生 12 人，

博士生3人。近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重庆市基础与前沿研究项目等 8 项，在

Applied Energy、Energy、Fuel、Energy & Fuels

等国际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篇，ESI 高被引论文 2篇，SCI 他引 170 余次。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本次专家验收会的专家组组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教授，验收会专家组成员包括：

水利部太湖流域水资源局原副局长陈荷生教授级高工，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总工程师郑兴灿教授级高工、北京林业大学孙德智教授、同济大学周琪教授、北京排水集团

甘一萍教授级高工、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张秀华教授级高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总院孔彦鸿教授级高工、温州大学党委副书记赵敏教授、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张

善发教授级高工、上海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黄瑾教授级高工。 

重庆大学柴宏祥所在的何强教授领衔的水污染控制与治理科研团队，通过承担国家“十

一五”、“十二五”水专项的项目和课题研究，在三峡库区城市排水管网安全、城镇水污染

控制、健康水系统构建，以及低影响开发与海绵城市建设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科研

成果，成果已广泛应用于重庆市主城区、三峡库区、深圳光明新区等区域。 

作者 :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王会丽 

重庆大学科技工作者钟栋梁教授荣获 

“中国制冷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称号 

近日，中国制冷学会授予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院钟栋梁教授“中国制冷学会优秀青年科

技工作者”称号。 

 

2017年 5月，中国制冷学会隆重举办了成立 40 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对近十年来取得显

著成绩、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员进行表彰。此次全国共计 53人荣获该称号，其中重庆市 2人。 

中国制冷学会成立于 1977年 4 月，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全国一级学会。1978年

经国务院批准代表中国加入国际制冷学会（IIR）,为二级会员国，负责开展国内、国际学术

交流和科技咨询活动，制定、修订各种制冷技术、产品标准，以及举办和组织参加国际性展

览。 

党委副书记赵敏教授、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张善发教授级高工、上海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黄

瑾教授级高工。

重庆大学柴宏祥所在的何强教授领衔的水污染

控制与治理科研团队，通过承担国家“十一五”、

“十二五”水专项的项目和课题研究，在三峡库区城

市排水管网安全、城镇水污染控制、健康水系统构建，

以及低影响开发与海绵城市建设取等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丰硕的科研成果，成果已广泛应用于重庆市主

城区、三峡库区、深圳光明新区等区域。

        作者 :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王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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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张建宇教授带队参研我国国产

大型客机预研及攻关项目

作为承担我国国产大型客机预研项目——“大

型客机蒙皮连接结构多部位损伤分析评定技术（机

身）方法研究（项目经费 190 万）”以及 C919 型号

攻关系列项目——“加工工艺对铝锂合金疲劳性能

影响对比研究，铝锂合金力学性能及结构件疲劳性

能测试，喷丸成形对材料性能影响研究（项目经费

159 万）”的项目负责人 , 张建宇教授儒雅、睿智、

博闻多识，且平易近人、为人谦和。

张建宇教授主持的大型客机研究项目，针对大

型飞机含相似多细节结构，基于疲劳统计学，建立

了含多部位损伤结构的裂纹扩展和剩余强度分析方

法，构建了大型客机连接结构多部位损伤分析评定

技术体系；针对加工工艺对材料性能影响的攻关研

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大型客机型号的工艺选型提供

技术支持。张教授围绕大型客机开展的预研和攻关

项目，为大型客机结构满足适航条例的要求提供了

设计、分析和试验验证技术，同时为提高我国的大

型客机结构设计水平，实现高可靠性和高维修性下

的结构长寿命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大型客机的研制

和量产做出了贡献。

张建宇教授是 “重庆大学高水平学术人才”，于

2015 年 1 月被引进到我校航空航天学院工作，他在

概率断裂力学、结构疲劳可靠性以及复合材料力学

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张教授是我国

“飞行器结构疲劳可靠性”领域的专家，曾参与多个

型号飞行器的研制方案、试验总任务书及首飞等评

审，参与了多个在役、在研飞行器型号的故障分析、

故障归零工作等，在业内享受盛誉。

张建宇教授带领包括我校航空航天学院刘浩工

程师在内的研究团队围绕“飞行器结构疲劳可靠性”

这个主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作为项目负责

人主持了 30 多个科研项目，主持项目的合同经费累

计 1500 万元以上；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 10 多个科

研项目；科研经费到款 1300 余万元。他主持的科研

项目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国家

863 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大型客机预研和型号攻

关百万以上项目 2 项。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 会议

上发表和录用论文 150 余篇，SCI 期刊论文 40 篇，

EI/ISTP 收录 90 篇。他以第一享有人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 6 项。同时，张建宇教授还是多个国际国内顶

尖期刊（包括 Composite Structures、Materials 

& Design，等）的评审人。

  作者 : 航天航空学院 刘浩

钟栋梁，博士，教授，中国制冷学会高级会员。2008 年 7 月进入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

院制冷及低温工程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讲本科生课程《制冷与低温原理》、《制冷压缩

机》、研究生课程《热力系统多学科综合优化原理及方法》，指导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本科

生毕业设计 40余人，培养硕士生 12人，博士生 3人。近 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青年项目、重庆市基础与前沿研究项目等 8 项，在 Applied Energy、Energy、Fuel、

Energy & Fuels 等国际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篇，ESI 高被引论文 2

篇，SCI他引 170余次。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重庆大学张建宇教授带队参研我国国产 

大型客机预研及攻关项目 

作为承担我国国产大型客机预研项目——“大型客机蒙皮连接结构多部位损伤分析评

定技术（机身）方法研究（项目经费 190万）”以及 C919 型号攻关系列项目——“加工工

艺对铝锂合金疲劳性能影响对比研究，铝锂合金力学性能及结构件疲劳性能测试，喷丸成形

对材料性能影响研究（项目经费 159万）”的项目负责人, 张建宇教授儒雅、睿智、博闻多

识，且平易近人、为人谦和。 

 

张建宇教授主持的大型客机研究项目，针对大型飞机含相似多细节结构，基于疲劳统

计学，建立了含多部位损伤结构的裂纹扩展和剩余强度分析方法，构建了大型客机连接结构

多部位损伤分析评定技术体系；针对加工工艺对材料性能影响的攻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

大型客机型号的工艺选型提供技术支持。张教授围绕大型客机开展的预研和攻关项目，为大

型客机结构满足适航条例的要求提供了设计、分析和试验验证技术，同时为提高我国的大型

客机结构设计水平，实现高可靠性和高维修性下的结构长寿命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大型客机

的研制和量产做出了贡献。 

张建宇教授是 “重庆大学高水平学术人才”，于 2015年 1月被引进到我校航空航天

学院工作，他在概率断裂力学、结构疲劳可靠性以及复合材料力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

研究成果。张教授是我国“飞行器结构疲劳可靠性”领域的专家，曾参与多个型号飞行器的

研制方案、试验总任务书及首飞等评审，参与了多个在役、在研飞行器型号的故障分析、故

障归零工作等，在业内享受盛誉。 

 

张建宇教授带领包括我校航空航天学院刘浩工程师在内的研究团队围绕“飞行器结构

疲劳可靠性”这个主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 30多个科研项目，

主持项目的合同经费累计 1500万元以上；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 10多个科研项目；科研经费

到款 1300余万元。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国家 863重

大项目子课题 1项，大型客机预研和型号攻关百万以上项目 2项。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会

议上发表和录用论文 150余篇，SCI期刊论文 40篇，EI/ISTP收录 90篇。他以第一享有人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项。同时，张建宇教授还是多个国际国内顶尖期刊（包括 Composite 

Structures、Materials & Design，等）的评审人。 

作者 : 航天航空学院 刘浩 

我校黄达教授荣获国际滑坡协会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2017年 5月 29日-6 月 2日，由国际滑坡协会（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n 

Landsides, ICL）主办的第四届世界滑坡论坛（4th World Landslide Forum）在欧洲斯洛

文尼亚召开。世界滑坡论坛每 3年召开一届，根据科学和技术质量（50%）、对行业和社会

的重要性（30%）以及图表质量（20%）评选出近 3年的 3篇 landslides最佳论文（每年仅

一篇）。我校土木工程学院黄达教授以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在协会期刊 landslides 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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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黄达教授荣获国际滑坡协会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2017 年 5 月 29 日 -6 月 2 日，由国际滑坡协会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n Landsides, ICL）

主办的第四届世界滑坡论坛（4th World Landslide 

Forum）在欧洲斯洛文尼亚召开。世界滑坡论坛每 3

年召开一届，根据科学和技术质量（50%）、对行业

和社会的重要性（30%）以及图表质量（20%）评选

出近3年的3篇landslides最佳论文（每年仅一篇）。

我校土木工程学院黄达教授以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

在协会期刊 landslides 的论文“•D. Huang( 黄达 ), 

D. Cen（岑夺丰）, G. Ma（马国伟） and R. Huang（黄

润秋） (2015) Step-path failure of rock slopes 

with intermittent joints (Vol.12, No.5, 911–

926)”荣获 2015 年最佳论文奖（Landslides Best 

Paper Award 2015）。

Landslides 创刊于 2004 年，目前已成为工程

地质类 SCI 一区、TOP 期刊，据 JCR 分类，在 35 种

工程地质类期刊中排名第一，在 184 种地球科学类

期刊中排名 32。此次黄达教授获奖是自 2004 年以

来首次由中国学者获得该国际奖项，得到国内外工

程地质及岩土力学领域同行们的广泛祝贺及勉励！

历年获奖名单参见：http://iplhq.org/category/

iplhq/award-and-honors/best-paper-award/?from

=timeline&isappinstalled=0

此论文较系统地揭示了断续裂隙岩体边坡阶梯

式破坏演化机制，得到了三类破坏模式，并建立了

考虑破坏模式、裂隙连通率及岩桥贯通率的阶梯状

破坏岩体边坡稳定性计算理论公式，为此类边坡稳

定性量化评价及灾害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

技术支撑。附获奖评语：The paper i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 providing a 

complete illustration of the best approaches 

to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and numerical 

analysis. It provides useful support for 

whomsoever is interested in this subject, 

and it has been highly appreciated for its 

completeness and for the clarity of text and 

figures.

黄达教授主要从事岩体力学，边坡工程及滑坡

地质灾害研究。在岩体卸荷力学及工程开挖稳定性

评价、强震滑坡启动机理及运动过程及库区顺层边

坡、古滑坡堆积体及倾倒变形体变形机制及监测预

警等方面做出一批创新性成果，研究成果在锦屏一

级水电站、三峡库区、厦蓉高速公路、包钢白云鄂

博铁矿及重庆西客站等大型工程中得到重要应用。

近五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检索学术论文

51 篇，SCI 论文 21 篇（其中 12 篇影响因子大于 2），

Ei 论文 30 篇；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发明专利 28 项（其

中 11 项已授权）；获省部级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

获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科技奖。

  土木工程学院 网 

“•D. Huang(黄达), D. Cen（岑夺丰）, G. Ma（马国伟） and R. Huang（黄润秋） (2015) 

Step-path failure of rock slopes with intermittent joints (Vol.12, No.5, 911–926)”

荣获 2015年最佳论文奖（Landslides Best Paper Award 2015）。 

        Landslides 创刊于 2004年，目前已成为工程地质类 SCI一区、TOP期刊，

据 JCR分类，在 35种工程地质类期刊中排名第一，在 184种地球科学类期刊中排名 32。此

次黄达教授获奖是自 2004年以来首次由中国学者获得该国际奖项，得到国内外工程地质及

岩土力学领域同行们的广泛祝贺及勉励！历年获奖名单参见：

http://iplhq.org/category/iplhq/award-and-honors/best-paper-award/?from=timelin

e&isappinstalled=0 

 

 

        此论文较系统地揭示了断续裂隙岩体边坡阶梯式破坏演化机制，得到了三类破坏模

式，并建立了考虑破坏模式、裂隙连通率及岩桥贯通率的阶梯状破坏岩体边坡稳定性计算理

论公式，为此类边坡稳定性量化评价及灾害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附获奖

评语：The paper i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 providing a complete illustration of the 
best approaches to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and numerical analysis. It provides useful support 
for whomsoever is interested in this subject, and it has been highly appreciated for its 
completeness and for the clarity of text and figures. 

 

        黄达教授主要从事岩体力学，边坡工程及滑坡地质灾害研究。在岩体卸荷力学及工程

开挖稳定性评价、强震滑坡启动机理及运动过程及库区顺层边坡、古滑坡堆积体及倾倒变形

体变形机制及监测预警等方面做出一批创新性成果，研究成果在锦屏一级水电站、三峡库区、

厦蓉高速公路、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及重庆西客站等大型工程中得到重要应用。近五年以第一

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检索学术论文 51 篇，SCI 论文 21 篇（其中 12 篇影响因子大于 2），

Ei 论文 30 篇；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发明专利 28 项（其中 11 项已授权）；获省部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获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科技奖。 
                                                                                    土木工程学院 网  

科技处组织我校 2017 年国家奖校内预答辩会 

“•D. Huang(黄达), D. Cen（岑夺丰）, G. Ma（马国伟） and R. Huang（黄润秋） (2015) 

Step-path failure of rock slopes with intermittent joints (Vol.12, No.5, 911–926)”

荣获 2015年最佳论文奖（Landslides Best Paper Award 2015）。 

        Landslides 创刊于 2004年，目前已成为工程地质类 SCI一区、TOP期刊，

据 JCR分类，在 35 种工程地质类期刊中排名第一，在 184种地球科学类期刊中排名 32。此

次黄达教授获奖是自 2004年以来首次由中国学者获得该国际奖项，得到国内外工程地质及

岩土力学领域同行们的广泛祝贺及勉励！历年获奖名单参见：

http://iplhq.org/category/iplhq/award-and-honors/best-paper-award/?from=timelin

e&isappinstalled=0 

 

 

        此论文较系统地揭示了断续裂隙岩体边坡阶梯式破坏演化机制，得到了三类破坏模

式，并建立了考虑破坏模式、裂隙连通率及岩桥贯通率的阶梯状破坏岩体边坡稳定性计算理

论公式，为此类边坡稳定性量化评价及灾害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附获奖

评语：The paper i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 providing a complete illustration of the 
best approaches to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and numerical analysis. It provides useful support 
for whomsoever is interested in this subject, and it has been highly appreciated for its 
completeness and for the clarity of text and figures. 

 

        黄达教授主要从事岩体力学，边坡工程及滑坡地质灾害研究。在岩体卸荷力学及工程

开挖稳定性评价、强震滑坡启动机理及运动过程及库区顺层边坡、古滑坡堆积体及倾倒变形

体变形机制及监测预警等方面做出一批创新性成果，研究成果在锦屏一级水电站、三峡库区、

厦蓉高速公路、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及重庆西客站等大型工程中得到重要应用。近五年以第一

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检索学术论文 51 篇，SCI 论文 21 篇（其中 12 篇影响因子大于 2），

Ei 论文 30 篇；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发明专利 28 项（其中 11 项已授权）；获省部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获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科技奖。 
                                                                                    土木工程学院 网  

科技处组织我校 2017 年国家奖校内预答辩会 



http://kjc.equ.edu.cn科技工作 2017 年 5 月26

Scienific and technical achicvement科技成果

科技处组织我校 2017 年国家奖校内预答辩会

科技处组织推荐 2017 年度教育部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为了进一步做好国家奖初评答辩工作，提高答

辩质量， 2017 年 5 月 25 日和 6 月 7 日，科技处组

织了我校国家奖校内预答辩会。预答辩会邀请了我

校近年来国家奖的获得者或担任过国家奖会评答辩

的教授作为专家。

朱才朝副处长（主持工作）对学校今年国家奖

申报和网络评审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我校进入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初评答辩的项目共 12

项，其中重庆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有 3 项，重庆

今年 5 月和 6 月，科技处分别组织了 2017 年度

教育部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的推荐申报工作。我

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推荐申报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9 项（其中自然科

学奖 3 项，技术发明奖 1 项，科技进步奖 5 项），重

庆市科学技术奖 26 项（其中自然科学奖 13 项，技

术发明奖 2 项，科技进步奖 11 项）。在申报过程中，

科技处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并做好服务工作。

精心组织，建立信息交流渠道。教育部和重庆

市科技奖励是我校省部级奖的主要奖项，为了更好

地开展推荐申报工作，我校及时在 OA 系统及科技处

主页发布了申报通知，组建了工作交流群，上传申

报通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重庆市科技奖励办法》、《重庆市科学

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和推荐书填写说明等奖励

大学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有 2 项，分别是“复杂煤

层水力网络化防突技术及装备”、“高精度高能工业

CT 综合研发平台及应用”、“高档数控机床可靠性工

程关键技术及应用”、“大规模复杂电力系统可靠性

评估技术及工程应用”和“煤与瓦斯突出区域防控

理论及新技术”。

会上，各项目组负责人从立项背景，技术创新

点或发明点，取得相关知识产权情况及等三方评价，

应用和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 ppt 汇报，专家

组针对各个项目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详细地点评 , 提

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同时，专家组还分享

了作为答辩人或评审专家的有益经验。

刘汉龙副校长希望项目组根据评审具体要求和

专家建议，认真反复地修改材料，力争高质量地完

成并通过国家奖会评答辩，为学校科技事业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知识产权与成果管理办 供稿 

办法（实施细则）及相关文件，让有意申报的老师

提前了解、熟悉科技奖励申报流程和申报要求，并

及时沟通交流。

精准服务，提高申报质量。针对推荐书撰写具

体要求和往年形式审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科技处

于 5 月 4 日和 6 月 23 日分别组织了教育部和重庆市

科技奖推荐工作培训会，详细介绍了推荐书填写要

点、形式审查要求、评价流程和指标等，现场为课

题组进行解释和答疑。

认真把关，力争取得成效。科技处成果办工作

人员积极主动配合各课题组，认真地完成成果评价

及登记、校内公示、推荐书形式审查等工作，力争

推荐的 35 个项目在后续奖励评审过程中取得满意的

成绩。

知识产权与成果管理办 供稿 

    为了进一步做好国家奖初评答辩工作，提高答辩质量， 2017年 5月 25日和 6月

7日，科技处组织了我校国家奖校内预答辩会。预答辩会邀请了我校近年来国家奖的获得者

或担任过国家奖会评答辩的教授作为专家。 

 

    朱才朝副处长（主持工作）对学校今年国家奖申报和网络评审情况做了简单的

介绍。我校进入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初评答辩的项目共 12项，其中重庆大学作为第

一完成单位有 3项，重庆大学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有 2项，分别是“复杂煤层水力网络化防

突技术及装备”、“高精度高能工业 CT综合研发平台及应用”、“高档数控机床可靠性工

程关键技术及应用”、“大规模复杂电力系统可靠性评估技术及工程应用”和“煤与瓦斯突

出区域防控理论及新技术”。 

会上，各项目组负责人从立项背景，技术创新点或发明点，取得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及等三方评价，应用和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 ppt汇报，专家组针对各个项目存在的不

足进行了详细地点评, 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同时，专家组还分享了作为答辩人或

评审专家的有益经验。 

    刘汉龙副校长希望项目组根据评审具体要求和专家建议，认真反复地修改材料，力

争高质量地完成并通过国家奖会评答辩，为学校科技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知识产权与成果管理办 供稿  

科技处组织推荐 2017 年度教育部和重庆市 

科学技术奖 

今年 5 月和 6 月，科技处分别组织了 2017 年度教育部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的推荐申

报工作。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推荐申报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9项（其中自然科学奖 3项，技术发明奖 1项，科技进步奖 5项），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26项



（其中自然科学奖 13 项，技术发明奖 1项，科技进步奖 12项）。在申报过程中，科技处高

度重视，积极组织并做好服务工作。 

精心组织，建立信息交流渠道。教育部和重庆市科技奖励是我校省部级奖的主要奖项，

为了更好地开展推荐申报工作，我校及时在 OA 系统及科技处主页发布了申报通知，组建了

工作交流群，上传申报通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办法》、《重

庆市科技奖励办法》、《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和推荐书填写说明等奖励办法（实

施细则）及相关文件，让有意申报的老师提前了解、熟悉科技奖励申报流程和申报要求，并

及时沟通交流。 

精准服务，提高申报质量。针对推荐书撰写具体要求和往年形式审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科技处于 5月 4 日和 6 月 23日分别组织了教育部和重庆市科技奖推荐工作培训会，详细介

绍了推荐书填写要点、形式审查要求、评价流程和指标等，现场为课题组进行解释和答疑。 

认真把关，力争取得成效。科技处成果办工作人员积极主动配合各课题组，认真地完成

成果评价及登记、校内公示、推荐书形式审查等工作，力争推荐的 35 个项目在后续奖励评

审过程中取得满意的成绩。 

知识产权与成果管理办 供稿  

科普教育 
重庆大学召开“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 

名校宣传工程”汇演协调会 

2017年 5月 12日上午，“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重庆大学汇演协

调会在 A区主教楼 506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重庆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舒立春主持，重庆市科

协宣传部同志及校内 10余个机关部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推

动汇演筹备工作，确保 2017年“共和国的脊梁”专场演出在我校顺利开展。 

 
舒立春对汇演活动筹备的重点、要点以及分工做详细安排。他强调，“共和国的脊梁”

启动仪式暨首演活动安排在重庆大学，是上级领导对学校的重视以及信任。此次汇演，重庆

（其中自然科学奖 13项，技术发明奖 1 项，科技进步奖 12项）。在申报过程中，科技处高

度重视，积极组织并做好服务工作。 

精心组织，建立信息交流渠道。教育部和重庆市科技奖励是我校省部级奖的主要奖项，

为了更好地开展推荐申报工作，我校及时在 OA 系统及科技处主页发布了申报通知，组建了

工作交流群，上传申报通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办法》、《重

庆市科技奖励办法》、《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和推荐书填写说明等奖励办法（实

施细则）及相关文件，让有意申报的老师提前了解、熟悉科技奖励申报流程和申报要求，并

及时沟通交流。 

精准服务，提高申报质量。针对推荐书撰写具体要求和往年形式审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科技处于 5月 4日和 6 月 23日分别组织了教育部和重庆市科技奖推荐工作培训会，详细介

绍了推荐书填写要点、形式审查要求、评价流程和指标等，现场为课题组进行解释和答疑。 

认真把关，力争取得成效。科技处成果办工作人员积极主动配合各课题组，认真地完成

成果评价及登记、校内公示、推荐书形式审查等工作，力争推荐的 35 个项目在后续奖励评

审过程中取得满意的成绩。 

知识产权与成果管理办 供稿  

科普教育 
重庆大学召开“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 

名校宣传工程”汇演协调会 

2017年 5月 12日上午，“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重庆大学汇演协

调会在 A区主教楼 506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重庆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舒立春主持，重庆市科

协宣传部同志及校内 10余个机关部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推

动汇演筹备工作，确保 2017年“共和国的脊梁”专场演出在我校顺利开展。 

 
舒立春对汇演活动筹备的重点、要点以及分工做详细安排。他强调，“共和国的脊梁”

启动仪式暨首演活动安排在重庆大学，是上级领导对学校的重视以及信任。此次汇演，重庆



大学将承接清华大学以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两支演出团队带来的六场系列演出，演出时

间长、规格高，校内各个机关部处必须明确任务与要求，紧密协作、互相支持，切实保障活

动的顺利开展。 

重庆市科协宣传部同志介绍了“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的

基本情况以及重庆市科协对汇演活动提供的支持与要求。 

根据活动开展需求，各部门负责人协商讨论了活动筹备细节，建立工作联络群，将职责

落到实处。 

此次活动的筹备工作由重庆大学科协和党委宣传部共同牵头，学校各机关部处协同开

展。“共和国的脊梁”汇演活动旨在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支持高校学生剧团，通过校友演校友、学弟演学长的方式，创作排演以现当代著名

科学家为主题的话剧及歌剧，展现科学大师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用鲜活的科学家形象教

育青少年，引领时代风尚。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重庆大学举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 

之“呵护生命 关爱健康”义诊活动 

2017年 5月 26日上午，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呵护生命，关爱健康”

义诊活动在在 A区主教学楼举行。活动邀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的内科、心内科、骨科、老年科、中医科、口腔科、眼科和内分泌科等方面的 18

位专家，为我校教职工及家属进行义诊咨询。 

此次受邀前来义诊的专家，既有退休专家也有在职医卫护理人员，义诊团携带听诊器、

血压计、小型治疗仪等常用医疗器械，保障义诊质量，活动采取分诊发号的形式，保证现场

秩序。 

 

原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重庆高教老协会长欧可平莅临现场，问候义诊医生团队，表达了

大学将承接清华大学以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两支演出团队带来的六场系列演出，演出时

间长、规格高，校内各个机关部处必须明确任务与要求，紧密协作、互相支持，切实保障活

动的顺利开展。 

重庆市科协宣传部同志介绍了“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的

基本情况以及重庆市科协对汇演活动提供的支持与要求。 

根据活动开展需求，各部门负责人协商讨论了活动筹备细节，建立工作联络群，将职责

落到实处。 

此次活动的筹备工作由重庆大学科协和党委宣传部共同牵头，学校各机关部处协同开

展。“共和国的脊梁”汇演活动旨在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支持高校学生剧团，通过校友演校友、学弟演学长的方式，创作排演以现当代著名

科学家为主题的话剧及歌剧，展现科学大师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用鲜活的科学家形象教

育青少年，引领时代风尚。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重庆大学举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 

之“呵护生命 关爱健康”义诊活动 

2017年 5月 26日上午，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呵护生命，关爱健康”

义诊活动在在 A区主教学楼举行。活动邀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的内科、心内科、骨科、老年科、中医科、口腔科、眼科和内分泌科等方面的 18

位专家，为我校教职工及家属进行义诊咨询。 

此次受邀前来义诊的专家，既有退休专家也有在职医卫护理人员，义诊团携带听诊器、

血压计、小型治疗仪等常用医疗器械，保障义诊质量，活动采取分诊发号的形式，保证现场

秩序。 

 

原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重庆高教老协会长欧可平莅临现场，问候义诊医生团队，表达了

对义诊医生的感谢与敬意，并且叮嘱我校教职员工重视个人健康，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义诊现场，患者携带病历以及检查报告，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就诊，就诊台前纷纷

排起了长龙。各位专家结合咨询者的情况，为大家检查和诊治，并介绍日常保健方法。 

义诊服务人群广，患者年龄段跨度极大，既有百岁老人，也有睡在婴儿推车中的小孩，

活动共接待就诊咨询 700多人次。 

 
此次义诊活动由重庆大学科协、离退休工作处联合高教老协重庆医科大学分会共同开展，

旨在迎接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通过健康咨询服务等形式，提高科技工作者对自身健

康的认识，普及常用医学知识。活动有助于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科技工作者感受到关心与爱护，提升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

辨识度。 

光电工程学院本科生在柔性阻变存储器方向 

做出亮点研究工作 

近年来，新型钙钛矿薄膜因其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和光电探测器等光电器件的

潜在应用而受到工业界与学术界的广泛研究与关注。近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报道了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在全无机钙钛矿 CsPbBr3 的最新研

究成果（Liu, D.; Lin, Q.; Zang, Z.; Wang, M.; Wangyang, P.; Tang, X.; Zhou, M.; Hu, 

W. Flexible All-Inorganic Perovskite CsPbBr3 Nonvolatile Memory Device.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7, 9, 6171-6176）。该杂志为 1区 Top期刊, 影响因子

7.145。 



 

本项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面上项目、青年项目（61520106012, 

61674023, 51602033）、重庆市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研究重点项目（cstc2015jcyjBX0038）

和面上项目（cstc2015jcyjA1055, cstc2015jcyjA90007）以及中央高校业务经费的支持。 

作者 : 光电工程学院 龙毅 

重庆大学 “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 

再次走进城口 

为响应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实施意见》的总体部署，6月 4日-6日，重庆大学“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再次走进城

口开展精准定位科技帮扶活动。专家服务团包括重庆大学国内合作办副主任雷达，重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晓华，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金良，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基地项目主管李文强，电商企业代表蒋承峰总经理。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协秘书长刘

敢新带队。 

精准发力——校地合作扶贫攻坚 

 
基于城口自然条件和传统产业优势,重庆大学科协、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城口县科

协于 2017 年初在东安镇启动了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扶贫项目——共建马铃薯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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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

再次走进城口

为响应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意

见》的总体部署，6 月 4 日 -6 日，重庆大学“阳光

行动”专家服务团再次走进城口开展精准定位科技

帮扶活动。专家服务团包括重庆大学国内合作办副

主任雷达，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晓华，

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金良，重庆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基地项目主管李文强，电商企业代表蒋承

峰总经理。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协秘书长刘

敢新带队。

精准发力——校地合作扶贫攻坚

基于城口自然条件和传统产业优势 , 重庆大学

科协、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城口县科协于 2017

年初在东安镇启动了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扶

贫项目——共建马铃薯工程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开

展校地合作，实现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的工作目标，“阳

光行动”专家服务团再次走进城口旨在为基地建设

把脉问诊、献计献策。“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在东

安镇领导的带领下赴朝阳村考察了马铃薯工程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

专题报告——开拓眼界创新思路

重庆大学现代互联网研究院院长董晓华展开专

题报告，从什么是农村电商，如何电商扶贫，实例

分析三方面普及农村电商知识，运用国家电商扶贫

政策，启发电子商务工作者开拓眼界、创新思路。

物资捐赠——爱心抚慰贫困户

根据重庆市科协和市扶贫办的部署，重庆大学

科协与城口县科协签署协议，对口扶贫沙湾村和密

水村，专家组一行实地走访看望了贫困户，并捐赠

一批空调被。

为促进城口青少年科技教育，坚持“扶贫先扶

智为根本”，培养青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的良好习惯，重庆大学将接受 30 名城口贫困优秀中

学生参加 2017 年科学营活动。

本次“阳光行动”再次走进城口活动由重庆大

学科协、城口县科协和东安镇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走进东安镇活动旨在整合高

校人才资源、技术资源，进一步推动“双创”，通过

开展科技咨询、互动交流等科技服务活动，实现科

技服务民生、助推区域经济发展、助推群众脱贫致富。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术试验示范基地，开展校地合作，实现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的工作目标，“阳光行动”专家服

务团再次走进城口旨在为基地建设把脉问诊、献计献策。“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在东安镇

领导的带领下赴朝阳村考察了马铃薯工程技术试验示范基地。 

 

专题报告——开拓眼界创新思路 

   重庆大学现代互联网研究院院长董晓华展开专题报告，从什么是农村电商，如何电商扶

贫，实例分析三方面普及农村电商知识，运用国家电商扶贫政策，启发电子商务工作者开拓

眼界、创新思路。 

 
物资捐赠——爱心抚慰贫困户 

根据重庆市科协和市扶贫办的部署，重庆大学科协与城口县科协签署协议，对口扶贫沙

湾村和密水村，专家组一行实地走访看望了贫困户，并捐赠一批空调被。 

为促进城口青少年科技教育，坚持“扶贫先扶智为根本”，培养青少学生学科学、爱科

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重庆大学将接受30名城口贫困优秀中学生参加2017年科学营活动。 

本次“阳光行动”再次走进城口活动由重庆大学科协、城口县科协和东安镇镇人民政府

共同承办。“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走进东安镇活动旨在整合高校人才资源、技术资源，进

一步推动“双创”，通过开展科技咨询、互动交流等科技服务活动，实现科技服务民生、助

推区域经济发展、助推群众脱贫致富。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术试验示范基地，开展校地合作，实现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的工作目标，“阳光行动”专家服

务团再次走进城口旨在为基地建设把脉问诊、献计献策。“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在东安镇

领导的带领下赴朝阳村考察了马铃薯工程技术试验示范基地。 

 

专题报告——开拓眼界创新思路 

   重庆大学现代互联网研究院院长董晓华展开专题报告，从什么是农村电商，如何电商扶

贫，实例分析三方面普及农村电商知识，运用国家电商扶贫政策，启发电子商务工作者开拓

眼界、创新思路。 

 
物资捐赠——爱心抚慰贫困户 

根据重庆市科协和市扶贫办的部署，重庆大学科协与城口县科协签署协议，对口扶贫沙

湾村和密水村，专家组一行实地走访看望了贫困户，并捐赠一批空调被。 

为促进城口青少年科技教育，坚持“扶贫先扶智为根本”，培养青少学生学科学、爱科

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重庆大学将接受30名城口贫困优秀中学生参加2017年科学营活动。 

本次“阳光行动”再次走进城口活动由重庆大学科协、城口县科协和东安镇镇人民政府

共同承办。“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走进东安镇活动旨在整合高校人才资源、技术资源，进

一步推动“双创”，通过开展科技咨询、互动交流等科技服务活动，实现科技服务民生、助

推区域经济发展、助推群众脱贫致富。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本项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面上项目、青年项目（61520106012, 

61674023, 51602033）、重庆市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研究重点项目（cstc2015jcyjBX0038）

和面上项目（cstc2015jcyjA1055, cstc2015jcyjA90007）以及中央高校业务经费的支持。 

作者 : 光电工程学院 龙毅 

重庆大学 “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 

再次走进城口 

为响应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实施意见》的总体部署，6月 4日-6日，重庆大学“阳光行动”专家服务团再次走进城

口开展精准定位科技帮扶活动。专家服务团包括重庆大学国内合作办副主任雷达，重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晓华，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金良，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基地项目主管李文强，电商企业代表蒋承峰总经理。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协秘书长刘

敢新带队。 

精准发力——校地合作扶贫攻坚 

 
基于城口自然条件和传统产业优势,重庆大学科协、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城口县科

协于 2017 年初在东安镇启动了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扶贫项目——共建马铃薯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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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雏鹰计划”第五期学员举行结业

答辩暨专项课题验收

6 月 9 日，重庆大学“雏鹰计划”第五期学员

结业答辩暨专项课题验收在重庆大学 A 区八教学楼

举行。来自重庆一中、重庆七中、重庆八中、巴蜀

中学、南开中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的 27 个项目团

队共计 100 余名学员参加了答辩。

重庆市青少年创新学院办公室主任杨颖出席活

动，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协秘书长刘敢新介

绍了答辩规则、评分办法以及纪律要求，评委和学

员随即分组展开答辩。

为保障公平、公开、公正，学员根据抽签顺序

决定答辩组别及答辩顺序，三个答辩小组同时开展

答辩。每组答辩学员先进行陈述汇报展示进而接受

评委问辩，评委结合学员研究内容及论述表现进行

综合评分。

答辩项目有的与中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

“实心球运动智能训练仪技术研究”、“中学生知识产

权文化与创新意识培养”；有的与前沿科技紧密联系，

如“高超音速飞行器热障涂层材料高温力学性能研

究”、“仿章鱼水下振动吸附模块设计与实验研究”。

27 个答辩项目涉及理学、工学、医学、农学、法学、

经济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学员在答辩中，展示各自承担的工作以及团队

取得的研究成果，详细介绍关键实验步骤、研究创

新点以及未来研究规划。评委针对实验数据来源、

实验设计思路以及该领域研究现状等提出问题，从

而更加细致的了解雏鹰学员的科研水平、学习认真

程度。答辩帮助学员更好地展示自我，了解自身不

足与改进方向，有助于学员更快成长。

“雏鹰计划”由重庆市教委组织，通过高校和中

学对接，利用高校教育、科技资源优势，共同培养

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重庆大学作为“雏鹰计划”

首批高校之一，自 2011 年启动以来积极探索实践，

累计开展课题项目 130 余个，培养学员 500 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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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雏鹰计划”第五期学员举行结业 

答辩暨专项课题验收 

6月 9日，重庆大学“雏鹰计划”第五期学员结业答辩暨专项课题验收在重庆大学 A

区八教学楼举行。来自重庆一中、重庆七中、重庆八中、巴蜀中学、南开中学、西南大学附

属中学的 27个项目团队共计 100余名学员参加了答辩。 

 

重庆市青少年创新学院办公室主任杨颖出席活动，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协秘书

长刘敢新介绍了答辩规则、评分办法以及纪律要求，评委和学员随即分组展开答辩。 

为保障公平、公开、公正，学员根据抽签顺序决定答辩组别及答辩顺序，三个答辩小

组同时开展答辩。每组答辩学员先进行陈述汇报展示进而接受评委问辩，评委结合学员研究

内容及论述表现进行综合评分。 

 

答辩项目有的与中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实心球运动智能训练仪技术研究”、

“中学生知识产权文化与创新意识培养”；有的与前沿科技紧密联系，如“高超音速飞行器

热障涂层材料高温力学性能研究”、“仿章鱼水下振动吸附模块设计与实验研究”。27 个

答辩项目涉及理学、工学、医学、农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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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学的 27个项目团队共计 100余名学员参加了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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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同时开展答辩。每组答辩学员先进行陈述汇报展示进而接受评委问辩，评委结合学员研究

内容及论述表现进行综合评分。 

 

答辩项目有的与中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实心球运动智能训练仪技术研究”、

“中学生知识产权文化与创新意识培养”；有的与前沿科技紧密联系，如“高超音速飞行器

热障涂层材料高温力学性能研究”、“仿章鱼水下振动吸附模块设计与实验研究”。27个

答辩项目涉及理学、工学、医学、农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重庆大学“雏鹰计划”第五期学员举行结业 

答辩暨专项课题验收 

6月 9日，重庆大学“雏鹰计划”第五期学员结业答辩暨专项课题验收在重庆大学 A

区八教学楼举行。来自重庆一中、重庆七中、重庆八中、巴蜀中学、南开中学、西南大学附

属中学的 27个项目团队共计 100余名学员参加了答辩。 

 

重庆市青少年创新学院办公室主任杨颖出席活动，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协秘书

长刘敢新介绍了答辩规则、评分办法以及纪律要求，评委和学员随即分组展开答辩。 

为保障公平、公开、公正，学员根据抽签顺序决定答辩组别及答辩顺序，三个答辩小

组同时开展答辩。每组答辩学员先进行陈述汇报展示进而接受评委问辩，评委结合学员研究

内容及论述表现进行综合评分。 

 

答辩项目有的与中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实心球运动智能训练仪技术研究”、

“中学生知识产权文化与创新意识培养”；有的与前沿科技紧密联系，如“高超音速飞行器

热障涂层材料高温力学性能研究”、“仿章鱼水下振动吸附模块设计与实验研究”。27个

答辩项目涉及理学、工学、医学、农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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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召开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工作协调会

6 月 15 日，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重庆大学

分营工作协调会在重庆大学 A 区主教学楼 506 会议

室召开。

重庆市科协巡视员张基荣、重庆大学副校长刘

汉龙以及重庆大学 17 个管理服务部门、11 个学院

领导出席会议，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学技术

协会秘书长刘敢新主持会议。

会议旨在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推动重庆大学

科学营的筹备工作，确保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重庆大学分营顺利开展。

张基荣对重庆大学往届科学营活动取得的显著

成绩予以高度赞赏，并对今年的科学营工作提出了

部署建议。他指出，今年重庆大学分营营员人数 240

人，营员包括四川、广东、湖北、重庆等四个地区

的中学生。营员来源地较为分散，近 80% 的营员来

自外地，此次重庆大学分营呈现出“接收外省营员

为主”的特点。对此，他提出“高度重视、科学安排、

严密组织、热情服务、寓教于乐、安全第一、及时

总结”五点要求。他强调，保障安全是整个活动的

重中之重，营员的人身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

饮食安全都必须高度重视。

刘汉龙提出，科学营活动既是学校开展人才培

养的题中之义，又契合了学校整合实验室及学院科

技资源，开展科学普及回馈社会的要求。他强调，

科学营活动规格高、影响大，重庆大学应当借此机会，

向中学生营员展示学校的特色与优势，让中学生感

受大学氛围，树立科研理想。

刘敢新向与会人员介绍了 2017 年重庆大学分营

的筹备情况，详细解读了各个部门的分工安排，帮

助各部门明确任务、目标，在沟通交流中促进活动

筹备工作顺利开展。

自 2012 年首届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启动

以来，重庆大学作为重庆市唯一的承办高校，已成

功开展 5 届科学营活动，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2017 年重庆大学分营活动，重庆大学将在市科协的

指导下，创新活动形式、充实活动内容，着力打造

提升营员动手能力、协作能力的实践环节。

通畅人才举荐渠道，提供人才发展机遇。张永兴教授、白晨光教授、蒋兴良教授、潘

复生教授等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其中蒋兴良教授荣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提名奖”。2015 年，重庆大学黄河教授、王煜教授荣获“首届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

2016 年，蒋兴良教授、刘敢新副教授被推荐为中国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青年科技工

作者丁选明、刘雳宇获得第二届“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 

风清气正好扬帆，学风建设正当时 

完成新一届重庆大学学术道德专门委员会组建，制定《重庆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

法（试行）》文件，在全校范围内发布实施，并上报教育部。 

 
2012 以来，组织师生聆听院士专家“科学精神与诚信教育”宣讲报告数十场。先后举

办诚信故事演讲比赛、征文比赛、“共和国的脊梁”专题活动、幽默漫画及微型小说征集等。

其中，科学道德辩论赛已经形成校内经典品牌，促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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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召开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工作协调会 

6 月 15 日，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重庆大学分营工作协调会在重庆大学 A区主教学

楼 506会议室召开。 

 
重庆市科协巡视员张基荣、重庆大学副校长刘汉龙以及重庆大学 17 个管理服务部门、

11 个学院领导出席会议，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刘敢新主持会议。 

会议旨在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推动重庆大学科学营的筹备工作，确保 2017 年青少年

高校科学营重庆大学分营顺利开展。 

张基荣对重庆大学往届科学营活动取得的显著成绩予以高度赞赏，并对今年的科学营工

作提出了部署建议。他指出，今年重庆大学分营营员人数 240人，营员包括四川、广东、湖

北、重庆等四个地区的中学生。营员来源地较为分散，近 80%的营员来自外地，此次重庆大

学分营呈现出“接收外省营员为主”的特点。对此，他提出“高度重视、科学安排、严密组

织、热情服务、寓教于乐、安全第一、及时总结”五点要求。他强调，保障安全是整个活动

的重中之重，营员的人身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饮食安全都必须高度重视。 

 
刘汉龙提出，科学营活动既是学校开展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又契合了学校整合实验室

及学院科技资源，开展科学普及回馈社会的要求。他强调，科学营活动规格高、影响大，重

庆大学应当借此机会，向中学生营员展示学校的特色与优势，让中学生感受大学氛围，树立

科研理想。 

 
刘敢新向与会人员介绍了 2017 年重庆大学分营的筹备情况，详细解读了各个部门的分

工安排，帮助各部门明确任务、目标，在沟通交流中促进活动筹备工作顺利开展。 

自 2012 年首届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启动以来，重庆大学作为重庆市唯一的承办

高校，已成功开展 5 届科学营活动，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2017 年重庆大学分营活动，

重庆大学将在市科协的指导下，创新活动形式、充实活动内容，着力打造提升营员动手能力、

协作能力的实践环节。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高校科学营重庆大学分营顺利开展。 

张基荣对重庆大学往届科学营活动取得的显著成绩予以高度赞赏，并对今年的科学营工

作提出了部署建议。他指出，今年重庆大学分营营员人数 240人，营员包括四川、广东、湖

北、重庆等四个地区的中学生。营员来源地较为分散，近 80%的营员来自外地，此次重庆大

学分营呈现出“接收外省营员为主”的特点。对此，他提出“高度重视、科学安排、严密组

织、热情服务、寓教于乐、安全第一、及时总结”五点要求。他强调，保障安全是整个活动

的重中之重，营员的人身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饮食安全都必须高度重视。 

 
刘汉龙提出，科学营活动既是学校开展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又契合了学校整合实验室

及学院科技资源，开展科学普及回馈社会的要求。他强调，科学营活动规格高、影响大，重

庆大学应当借此机会，向中学生营员展示学校的特色与优势，让中学生感受大学氛围，树立

科研理想。 

 
刘敢新向与会人员介绍了 2017 年重庆大学分营的筹备情况，详细解读了各个部门的分

工安排，帮助各部门明确任务、目标，在沟通交流中促进活动筹备工作顺利开展。 

自 2012 年首届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启动以来，重庆大学作为重庆市唯一的承办

高校，已成功开展 5 届科学营活动，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2017 年重庆大学分营活动，

重庆大学将在市科协的指导下，创新活动形式、充实活动内容，着力打造提升营员动手能力、

协作能力的实践环节。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http://kjc.equ.edu.cn 科技工作 2017 年 5 月 33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科普教育

重庆大学科协被评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近日，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关

于表彰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人社部发 [2017]27 号），重庆大学科学技术协会被

授予“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此次活动，

全国共 7 个高校科协获得表彰，重庆大学科协成为

西南地区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个高校科协。

2016 年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

选表彰活动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组织，

面向全国科协系统处级单位展开，经逐级推荐、评

选及全国科协系统先进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核，对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做出表彰决定。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重庆大学科协秉持勤勉的工作态度，认真履行

工作职能，在科普服务、科技咨询、学术交流、服

务科技工作者、强化自身建设、理论研究及开展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活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重庆大学科协连续 4 年荣获重庆市科协工作考

核特等奖，并多次获得省市级荣誉称号，多次获得

校党委、校行政的领导和重庆市科协领导好评，工

作踏实积累、砥砺奋进。

聚力科技教育，培养创新后备人才

发挥高校科技资源优势，培养青少年创新实践

能力。“青少年高校科学营重庆大学分营活动”已成

功举办 5 届，活动多次入选“高校科学营特色活动

资源名单”以及“高校科学营名家大师精彩报告”

优秀奖，累计接待高中生营员 1000 余人，在社会上

产生广泛影响。 

“雏鹰计划”成功举办 6 期，在校内征集科研团

队接受高一学生深入实验室开展科研实践，累计开

展课题项目 150 余个，培养学员 600 余名。

“重庆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奖”对每届重庆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中科学性和创新性特别突出的项目

进行专项奖励，累计颁发 67 个奖项。

“少年科技梦·魅力重大行”接收南川中学、彭

水小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等学校数千名中小学生，

走进重庆大学开展科技体验营活动。

创新科普形式，服务民生发展

“阳光行动”组织专家帮扶团队，聚力科技咨询。

深入重庆开州区、城口县、万州武陵镇、云南省绿

春县、西盟佤族自治县等偏远地区，为民生发展把

脉问诊，实现精准扶贫。

助力《顶级对决》。2015 年重庆大学科协承办

江西卫视全民科普知识电视大赛《顶级对决》重庆

赛区战队成员选拔及战队组建活动。“重庆战队”最

终问鼎全国并为重庆夺得“中国科普素质冠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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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项目进行专项奖励，累计颁发 67个奖项。 

“少年科技梦·魅力重大行”接收南川中学、彭水小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等学校数千

名中小学生，走进重庆大学开展科技体验营活动。 

创新科普形式，服务民生发展 

“阳光行动”组织专家帮扶团队，聚力科技咨询。深入重庆开州区、城口县、万州武陵

镇、云南省绿春县、西盟佤族自治县等偏远地区，为民生发展把脉问诊，实现精准扶贫。 

 
助力《顶级对决》。2015年重庆大学科协承办江西卫视全民科普知识电视大赛《顶级对

决》重庆赛区战队成员选拔及战队组建活动。“重庆战队”最终问鼎全国并为重庆夺得“中

国科普素质冠军城市”称号。 

 

“雏鹰计划”成功举办 6期，在校内征集科研团队接受高一学生深入实验室开展科研实

践，累计开展课题项目 150余个，培养学员 600余名。 

 
“重庆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奖”对每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科学性和创新性特别

突出的项目进行专项奖励，累计颁发 67个奖项。 

“少年科技梦·魅力重大行”接收南川中学、彭水小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等学校数千

名中小学生，走进重庆大学开展科技体验营活动。 

创新科普形式，服务民生发展 

“阳光行动”组织专家帮扶团队，聚力科技咨询。深入重庆开州区、城口县、万州武陵

镇、云南省绿春县、西盟佤族自治县等偏远地区，为民生发展把脉问诊，实现精准扶贫。 

 
助力《顶级对决》。2015 年重庆大学科协承办江西卫视全民科普知识电视大赛《顶级对

决》重庆赛区战队成员选拔及战队组建活动。“重庆战队”最终问鼎全国并为重庆夺得“中

国科普素质冠军城市”称号。 

 

“雏鹰计划”成功举办 6期，在校内征集科研团队接受高一学生深入实验室开展科研实

践，累计开展课题项目 150余个，培养学员 600余名。 

 
“重庆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奖”对每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科学性和创新性特别

突出的项目进行专项奖励，累计颁发 67个奖项。 

“少年科技梦·魅力重大行”接收南川中学、彭水小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等学校数千

名中小学生，走进重庆大学开展科技体验营活动。 

创新科普形式，服务民生发展 

“阳光行动”组织专家帮扶团队，聚力科技咨询。深入重庆开州区、城口县、万州武陵

镇、云南省绿春县、西盟佤族自治县等偏远地区，为民生发展把脉问诊，实现精准扶贫。 

 
助力《顶级对决》。2015年重庆大学科协承办江西卫视全民科普知识电视大赛《顶级对

决》重庆赛区战队成员选拔及战队组建活动。“重庆战队”最终问鼎全国并为重庆夺得“中

国科普素质冠军城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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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

整合校内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与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共计 19 个，形成实验室科技互动体验经典项目，

利用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契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结合社会热点与公众科普需求，打造“转基因技术、

趣味数学、互联网 +、食品安全、创新创业”等专

题精品讲座，形成品牌科普讲座。

开展“触摸科技”主题系列科普活动。遴选校

内科技普及项目，召集大学生志愿者走进 10 余个社

区，为近万市民送去科普知识。

设立社区科普实践基地，面向沙坪坝周边社区

老人开设“计算机基础培训”品牌课程。2013 年至今，

培训社区老人 700 余名。

 
整合校内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与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共计 19个，形成实验室科技互动体

验经典项目，利用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契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结合社会热点与公众科普

需求，打造“转基因技术、趣味数学、互联网+、食品安全、创新创业”等专题精品讲座，

形成品牌科普讲座。 

 
开展“触摸科技”主题系列科普活动。遴选校内科技普及项目，召集大学生志愿者走进

10余个社区，为近万市民送去科普知识。 

 
设立社区科普实践基地，面向沙坪坝周边社区老人开设“计算机基础培训”品牌课程。

2013年至今，培训社区老人 700余名。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繁荣学术氛围 

自 2012 年至今，重庆大学科协连续承办 4届海峡两岸青年学子科技交流会，为促进两

岸学子科技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与桥梁。与校研究生院、校团委联合推出“名家会客厅”

系列学术讲座、“树声前锋”系列创新创业讲座。 

每年结合科技活动周契机，针对最新科技热点，组织近 20余次专家科普报告，打造系

列科普专题品牌讲座。 

支持青年教师科协开展活动，定期组织校内青年教师开展主题沙龙，促进科研交流。 

举荐科技才俊，做好“建家”服务 

 
整合校内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与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共计 19个，形成实验室科技互动体

验经典项目，利用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契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结合社会热点与公众科普

需求，打造“转基因技术、趣味数学、互联网+、食品安全、创新创业”等专题精品讲座，

形成品牌科普讲座。 

 
开展“触摸科技”主题系列科普活动。遴选校内科技普及项目，召集大学生志愿者走进

10 余个社区，为近万市民送去科普知识。 

 
设立社区科普实践基地，面向沙坪坝周边社区老人开设“计算机基础培训”品牌课程。

2013年至今，培训社区老人 700余名。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繁荣学术氛围 

自 2012年至今，重庆大学科协连续承办 4届海峡两岸青年学子科技交流会，为促进两

岸学子科技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与桥梁。与校研究生院、校团委联合推出“名家会客厅”

系列学术讲座、“树声前锋”系列创新创业讲座。 

每年结合科技活动周契机，针对最新科技热点，组织近 20余次专家科普报告，打造系

列科普专题品牌讲座。 

支持青年教师科协开展活动，定期组织校内青年教师开展主题沙龙，促进科研交流。 

举荐科技才俊，做好“建家”服务 

 
整合校内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与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共计 19个，形成实验室科技互动体

验经典项目，利用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契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结合社会热点与公众科普

需求，打造“转基因技术、趣味数学、互联网+、食品安全、创新创业”等专题精品讲座，

形成品牌科普讲座。 

 
开展“触摸科技”主题系列科普活动。遴选校内科技普及项目，召集大学生志愿者走进

10 余个社区，为近万市民送去科普知识。 

 
设立社区科普实践基地，面向沙坪坝周边社区老人开设“计算机基础培训”品牌课程。

2013年至今，培训社区老人 700余名。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繁荣学术氛围 

自 2012年至今，重庆大学科协连续承办 4届海峡两岸青年学子科技交流会，为促进两

岸学子科技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与桥梁。与校研究生院、校团委联合推出“名家会客厅”

系列学术讲座、“树声前锋”系列创新创业讲座。 

每年结合科技活动周契机，针对最新科技热点，组织近 20余次专家科普报告，打造系

列科普专题品牌讲座。 

支持青年教师科协开展活动，定期组织校内青年教师开展主题沙龙，促进科研交流。 

举荐科技才俊，做好“建家”服务 

通畅人才举荐渠道，提供人才发展机遇。张永兴教授、白晨光教授、蒋兴良教授、潘

复生教授等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其中蒋兴良教授荣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提名奖”。2015 年，重庆大学黄河教授、王煜教授荣获“首届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

2016 年，蒋兴良教授、刘敢新副教授被推荐为中国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青年科技工

作者丁选明、刘雳宇获得第二届“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 

风清气正好扬帆，学风建设正当时 

完成新一届重庆大学学术道德专门委员会组建，制定《重庆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

法（试行）》文件，在全校范围内发布实施，并上报教育部。 

 
2012 以来，组织师生聆听院士专家“科学精神与诚信教育”宣讲报告数十场。先后举

办诚信故事演讲比赛、征文比赛、“共和国的脊梁”专题活动、幽默漫画及微型小说征集等。

其中，科学道德辩论赛已经形成校内经典品牌，促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重庆大学召开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工作协调会 

6 月 15日，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重庆大学分营工作协调会在重庆大学 A区主教学

楼 506会议室召开。 

 
重庆市科协巡视员张基荣、重庆大学副校长刘汉龙以及重庆大学 17 个管理服务部门、

11个学院领导出席会议，重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刘敢新主持会议。 

会议旨在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推动重庆大学科学营的筹备工作，确保 2017 年青少年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繁荣学术氛围

自 2012 年至今，重庆大学科协连续承办 4 届海

峡两岸青年学子科技交流会，为促进两岸学子科技

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与桥梁。与校研究生院、校

团委联合推出“名家会客厅”系列学术讲座、“树声

前锋”系列创新创业讲座。

每年结合科技活动周契机，针对最新科技热点，

组织近 20 余次专家科普报告，打造系列科普专题品

牌讲座。

支持青年教师科协开展活动，定期组织校内青

年教师开展主题沙龙，促进科研交流。

举荐科技才俊，做好“建家”服务

通畅人才举荐渠道，提供人才发展机遇。张永兴

教授、白晨光教授、蒋兴良教授、潘复生教授等被评

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其中蒋兴良教授荣获“十

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2015年，重庆大学黄

河教授、王煜教授荣获“首届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

2016年，蒋兴良教授、刘敢新副教授被推荐为中国科

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青年科技工作者丁选明、刘

雳宇获得第二届“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

风清气正好扬帆，学风建设正当时

完成新一届重庆大学学术道德专门委员会组建，

制定《重庆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试行）》文

件，在全校范围内发布实施，并上报教育部。

2012 以来，组织师生聆听院士专家“科学精神

与诚信教育”宣讲报告数十场。先后举办诚信故事

演讲比赛、征文比赛、“共和国的脊梁”专题活动、

幽默漫画及微型小说征集等。其中，科学道德辩论

赛已经形成校内经典品牌，促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

园文化氛围。

校科协秘书处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