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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油大学党政办公室 
关于转发“十五”期间校级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建设验收评估意见的通知 

 
各院（系）及有关单位： 

    现将《“十五”期间校级重点学科建设验收评审意见》和《“十五”

期间校级重点实验室建设验收评审意见》转发你们，望各有关院（系）

及各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按照验收评审意见，采取有力措施，认真

进行建设，进一步提高我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整体水平。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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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校级重点学科建设验收评审意见 

一、油气田开发工程 

本重点学科为学校申博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建设期间使用学校

投入经费的55.13%；学科带头人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较好，其水平

与成果较好；形成了学科梯队。在采油气工程理论与技术、渗流理论

油气田开发智能决策技术方面形成比较稳定的、有特色的学科方向。

在建设期间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有较大提高，共承担了25项省部级

及以上纵向科研项目，包括国家“863”项目、“973”项目、国家科技

部项目、中石油、中石化项目等，省部级科技成果获奖情况良好，获

得了5项省级科学技术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和1项优秀教学

成果奖；在核心及以上级别期刊发表论文79篇。不足之处是出版著作

和教材较少，没有作为第一主编人的科技专著，在2003年之后没有出

版著作，仅出版一本教材。今后要提高科技著作数量和质量，特别是

梯队成员作为第一主编人的科技著作的出版数量，进一步提高纵向科

研项目的层次和数量。 

建议验收合格，转入第二期建设。 

二、机械电子工程 

本重点学科为申博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建设期间使用学校投入

经费的23.39%，是6个校级重点学科中经费使用比例最低的；学科带

头人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较好，其水平与成果较好；在石油机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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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监测与故障诊断、现代机械制造及控制技术方面形成了稳定的学科

梯队和有特色的学科方向；在建设期间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有较大

提高，承担了11项省部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包括国家“863”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石油、中石化项目等，其中一项“863”项

目的研究经费高达500万元，这是6个学科中单项纵、横向科研经费

最高的一项。出版3部学科梯队成员任主编的科技专著、10本教材，

这在6个重点学科中是最多的；在核心及以上级别期刊上发表论文66

篇。获得1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和2项教学成果奖。今后要在学科方

向上突出机电系统制造、控制及自动化，力争提高科研成果获得省部

级以上级别奖励的数量。 

建议验收合格，转入第二期建设。 

三、材料加工工程 

本重点学科为申博的参与学科之一，建设期间使用学校投入经费

的80.21%；学科带头人科研水平与成果较好；在材料成型技术及控制

工程研究、石油工程材料性能优化及应用技术方面形成了比较稳定的

学科梯队和学科方向。在建设期间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有较大提高，

在核心及以上级别期刊上发表论文74篇，在6个校级重点学科中最多；

获得1项省级科技奖和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出版2部梯队成员作为

第一主编人的科技专著和1本教材；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今后

需要在承担高层次科研项目和获得高级别奖励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建议验收合格，转入第二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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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重点学科为申博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建设期间使用学校投入

经费的58.98%；学科带头人年龄、职称和学位情况较好，其水平与成

果较好；管理信息系统与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图形与图象处理方面形

成了比较稳定的学科梯队和学科方向。在建设期间科学研究的能力和

水平有较大提高，在核心及以上级别期刊上发表论文58篇；出版梯队

成员作为第一主编人的专著7部、教材6部，在6个校级重点学科中

最为突出。承担了10项省部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4项，中石油项目5项，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不

足之处是学科方向发展不均衡，除了在石油领域的应用研究外，还应

注重提高该学科自身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水平；要争取早日获得省部级

科技成果奖项。 

建议验收合格，转入第二期建设。 

五、应用化学 

本重点学科为申博的参与学科之一，建设期间使用学校投入经费

的 100.04%，但使用的时间比较晚；在建设期间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

平有所提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4篇，但仅有一篇权威期刊的论

文。出版了学科梯队成员任主编的9本教材和1部科技专著；承担过

2 项中石油科研项目，没有承担学科梯队成员负责的省部级以上科研

项目，科研经费总量也是5个工科重点学科中最少的一个。今后要进

一步凝炼学科方向，突出特色，凝聚学科梯队，提高研究层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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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延长建设期，在两年内发挥已投资的效益，达到合格要求。 

六、企业管理学 

本重点学科为申博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建设期间使用学校投入

经费的71.83%。在资源管理技术与方法、企业财务管理方面形成了稳

定的学科梯队和有特色的学科方向。在建设期间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

平有较大提高，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7项，其中2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在核心及以上级别期刊上发表论文36篇；出版梯队成员任

第一主编的科技专著 13部，教材 9部，在 6个学科中最好；获得 8

项省级研究成果奖。今后在承担国家级项目和获得省部级研究成果奖

励一等奖方面还需作出更大努力。 

建议验收合格，转入第二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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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校级重点实验室建设验收评估意见 

一、光纤传感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共有专兼职研究人员15人，其中教授4人，副高职4人，

中初级职称 7人。按年龄划分，50—60岁 4人，40—50岁 4人，30

—40岁3人，30岁以下的4人。 

建设期间，实验室围绕其主要研究方向“光纤传感、光电检测技术

和光纤通信”开展了大量工作，承担国家、省部级及其他科研项目共计

15项，获科研经费250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71篇，其中被SCI、EI、

ISTP收录33篇。获国家专利4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其研究成果

于 2005年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04年获西安市科学技术一等

奖，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该实验室已与校级“井下

信息探测重点实验室”被陕西省科技厅批准，联合组建为“陕西省光

电传感测井重点实验室”。 

评委对光纤传感重点实验室取得的成绩进行充分肯定，建议加强

35－45岁之间青年人才队伍的建设，重视中长期发展规划，扩展光纤

检测的应用领域。 

建议验收合格，依照《西安石油大学科研基地分层分类管理办法》

文件的有关规定，“十一五”期间，取消校级“光纤传感重点实验室”

的名称，按照“陕西省光电传感测井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规划，以省

级科研基地进行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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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气成藏与油藏描述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12人，其中教授3人，副高职5人，中初级

职称4人。经过建设，形成了以油气成藏地质学、沉积学与储层地质

学、油藏描述技术与开发地质学和天然气地质及地球化学为主要内容

的研究方向。 

建设期间，共承担科研项目41项，总经费达1016.75万元。出版

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其中权威期刊8篇，核心期刊 44

篇，一般期刊9篇，被SCI收录论文3篇，被EI收录论文4篇。科研

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局级

科技进步奖2项。该实验室拟在2006年申报 “陕西省低渗透油气田

成藏机理与勘探评价重点实验室”。 

建议进一步加强建设，在油藏描述方向上确立更为明确的研究方

向，争取申报省级重点实验室。 

建议验收合格，依照《西安石油大学科研基地分层分类管理办法》

文件的有关规定，“十一五”期间，先按校级挂牌实验室给予运行费，

待批准为省级重点实验室进行立项建设后，按照省级科研基地进行配

套建设。 

三、井下信息探测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现有固定研究人员7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人，中

初级职称5人。经过建设，形成了以开发测井、生产测井、随钻测井

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方向。 

建设期间，共承担科研项目17项，实到经费184万元，发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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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52篇，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项。该实验室已与校级“光纤传感

重点实验室”被陕西省科技厅批准，联合组建为“陕西省光电传感测

井重点实验室”。 

建议进一步提高学术论文的档次，稳定学术队伍，加强高水平青

年科研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争取高层次的科技成果奖。 

建议验收合格，依照《西安石油大学科研基地分层分类管理办法》

文件的有关规定，“十一五”期间，取消校级“井下信息探测重点实验

室”的名称，按照“陕西省光电传感测井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规划，

以省级科研基地进行配套建设。 

四、油气生产检测与自动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7名，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中初级

职称2人。实验室人员平均年龄38.2岁。 

建设期间，实验室以钻机自动化技术和油气管道自动检测技术为

主要研究方向，经广泛调研论证，独自设计、开发并建设了一套目前

国内唯一的电动钻机电气控制模拟测控平台。主持和参加各类科研项

目共16项，总经费达198万元（人均28万元）。公开出版科技著作4

部，共200余万字。发表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在权威和核心期

刊以上论文14篇，被EI和ISTP检索11篇。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该实验室拟在2006年申报 “陕西省钻机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电动钻机电控系统的研究很有意义，建议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上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争取高层次的科技成果奖。 

建议验收合格，依照《西安石油大学科研基地分层分类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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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有关规定，“十一五”期间，先按校级挂牌实验室给予运行费，

待批准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立项建设后，按照省级科研基地

进行配套建设。 

五、高能气体压裂理论与工艺研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拥有各类专业技术研究人员 20 名，其中固定研究人员 5

名，兼职人员2名，聘请专家 7名，外聘研究人员6名，其中教授 7

名，副教授（高工）4名，工程师3名。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能气体压裂力学；高能气体压裂的物理与数

值模型研究；层内动态裂缝的产生及控制技术机理研究；高能气体压

裂多元复合工艺技术研究。 

建设期间，共承担科研项目4项，实到经费43万元。共发表学术

论文39篇，被EI检索4篇，获国家专利4项。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2项，三等奖1项，西安市科学技术二等奖1项。 

加强基础研究力度，理顺实验室与爆燃公司的关系，协调与省级

重点实验室“陕西省油气田特种增产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关系；作为

中石油集团公司重点实验室“油藏改造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分室，要

加强与其联系和合作，以便更好的运行和发展。 

建议尽快与中石油“油藏改造重点实验室”进行联系，把作为其

研究分室的职能落实到实处。 

建议“十一五”期间，作为“陕西省油气田特种增产技术重点实

验室”的研究分室进行配套建设。 

六、工业催化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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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重点实验室主任在建设期间出国（西班牙）做科研工作，

至2003年9月返校，于2005年上半年调离我校，使该实验室建设受

到很大影响，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化学化工学院建议将“工业催化”重点实验室改为“石油化工”

重点实验室，重新制定建设规划。 

建议重新规划的重点实验室要凝炼方向、突出特色，加强基础研究。 

根据其现有情况，建议停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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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校领导。 

党政办公室                    2005年 12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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