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专项课题 2022 年度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22年 7月 12日亲临新疆大学视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促进重点实验室和化学一流学科的可持续、高质量特色发展，更好地服务

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引导和鼓励老师们聚焦

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开展有组织的科研。为此，本实验室特发布专项指南，希

望通过系列项目的实施，组建专职科研团队、培育省部级以上重点/重大项目、

产生标志性成果、全面提升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

2022年度专项指南围绕新疆煤炭应用性能评价、碳基功能材料、低阶煤分

级分质利用、煤焦油的精深加工、煤油共炼关键技术、催化转化等 6个重点任务

进行部署，拟支持 10-15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 50万元，项目实施周期为三

年。

项目统一按指南方向进行申报。同一指南方向下，原则上不超过 2项，仅在

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同时支持 3项，并建立动态调

整机制，据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请申报人在 2022年 9月 15日 18:00

前将申请书电子版(附件 1)发至邮箱(wlxlf0815@163.com)，过期将不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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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向：

1. 新疆煤炭应用性能评价

基于新疆煤质化学基础数据，研究不同区域和煤层的煤样在燃烧、热解、液

化、气化等过程中的物理化学结构演变、反应产物分布特征、有害元素的赋存特

征及迁移富集规律，厘清煤质特征对煤反应特性的影响规律，揭示煤炭结构特征

对加工转化过程的作用机制；针对不同煤转化工艺对煤质的匹配性要求，明确主

控煤质指标和经济性指标，构建新疆煤化工用煤煤质评价指标体系。

2. 碳基功能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针对煤、煤焦油、煤沥青、石墨等富碳前驱体的组成和结构特点，结合碳材

料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应用需求，开发高比表面积活性炭、碳纤维、碳微球、泡

沫碳、膨胀石墨等高附加值功能碳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实现碳材料微观形貌、

孔隙结构、表面化学性质的有效调控；研究反应过程中前驱体演变规律，揭示碳

材料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不同碳材料选控制备的普适方法。

3. 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

针对低阶煤热解过程中组分转化调控机制不明，过程能耗高，半焦性能差，

易自燃且高值化利用不足等问题，开展低阶煤块煤和粉煤热解过程中的关键科学

问题与工艺、装备开发；煤焦油收率提高技术；低阶煤热解半焦的结构特性、自

燃倾向性抑制与熄焦方式；半焦的高值化利用；低阶煤与农林废弃物、污泥、油

泥、油页岩、煤矸石等非常规含碳资源共热解/气化技术开发与应用；开展低阶

煤及下游产品的催化转化研究。

4. 煤焦油的高效分离与高值化利用

针对传统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存在高污染、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现状，结合煤焦

油富含缩合芳烃、含氧、含氮和含硫化合物等特征，运用多种方法对煤焦油进行

分离，借助多种先进分析仪器对分离组分进行检测表征，研究煤焦油及其馏分中

化合物的分子组成和含量分布，探讨化合物的富集规律和分离机理，构建油品高

附加值转化催化剂体系，进而开发出高效的煤焦油分离技术以及高附加值化学品

技术，实现煤焦油的精细化、清洁化、高效化、高值化利用。

5. 煤油共炼关键技术

针对重质油和煤共加氢轻质化困难，设备结构不够优化、管路等材质不耐冲



刷等问题，开展煤油共炼过程中高效催化剂的开发与催化机理研究，明晰氢、氧

的传递机制，确定较佳的反应条件；通过计算和实验验证进行供氢溶剂筛选、供

氢性及其与煤的配伍性研究；针对煤油共炼核心反应器，开展流场数学模型研究

及结构优化，确定设计放大规律；油煤浆输送中管路冲蚀规律、寿命预测与延寿

技术研究。

6. 二氧化碳催化转化研究

针对煤化工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浓度高、总量大，实现减碳目标困难的问题，

开展在温和条件下二氧化碳定向转化制备碳酸二甲酯、环状碳酸酯、甲酸、甲醇、

尿素、烯烃、烃类等重要产品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以实现煤化工领域的低碳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