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书院暑期基础学科交叉实践课程项目申请表

姓 名 陆跃翔 性别 男 院系 核研院

最高学位 博士 专业方向 核化学化工 职称 长聘副教授

主要科研方

向和成果

申请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进入核研院工作后开展

了核能与化学交叉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先进的乏燃料后处理

技术，研究方向为放射性核素的分离与分析。战略核武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保障，核能是快速发展的清洁能源，两者的稳定持续发展都离不开乏燃

料后处理技术。申请人面向先进后处理领域中尤其是高温、高酸、高放等

极端条件下对铀等放射性核素的分离与分析需求，基于微等离子体电化学

技术和功能碳材料，分别发展了用于干法后处理和水法后处理的核素分离

和原位光谱分析方法。在 Nat. Commun., Adv. Sci., Anal. Chem.等期刊

累计发表 SCI 论文 80 余篇，总引用 3800 余次，H指数 36；获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 11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 项，面上项目 2 项，作为

子课题负责人承担国防科工局乏燃料后处理科研专项项目“乏燃料后处理

高放废液分离技术研究（工艺研究）“，累计主持项目经费 4000 余万元。

获 2019 年度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

课程题目 核能与化学

教学团队介

绍

(请附上团

队每位老师

照片)

主讲教师：

陆跃翔，长聘副教授，核研院院长助理、教学委员会委

员。2004-2013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先后获理学学

士和理学博士学位。2013 年起进入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

源技术研究院工作至今，研究方向为放射性核素的分离

与分析。累计发表 SCI 论文 8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近五年，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科工局后处理科研专项等项目，主持项目经费

4000 余万元。担任《核化学与放射化学》编委，《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和《Journal of Analysis and Testing》青年编委。获 2019 年度清华大

学“学术新人奖”，2020 清华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第二十一届北京青年



学术演讲比赛一等奖。近年开设《写作与沟通：诺贝尔奖》、《核能与化学》、

《化学简史》等课程。

教学团队（专题演讲嘉宾）：

刘学刚，研究员，清华大学精品课《核燃料循环战略》

主讲教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直博就读于清

华大学核研院。主要从事核化学化工专业相关的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主要工作领域包括：乏燃料后处

理、放射性废物管理、核燃料循环技术等。

徐超，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2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秀青年基金（2018）和北京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20）获得者。2000-2009 年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学习，先后获理学学士和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从

事锕系环境化学、核化学化工等研究工作。

李少伟，长聘副教授。2000-2009 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

习，先后获工学学士和工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核化工萃

取设备内的多尺度流体力学与传质性能的实验与 CFD 模

拟研究。工程技术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到我国首座核燃料后

处理示范工程设计；基础科研紧跟液-液两相流研究的国

际前沿。

叶钢，长聘副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2019）获得者。2001-2010 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

专业学习，先后获工学学士和工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

放射性核素的吸附材料、仿生多巴胺化学、金属-多酚化

学、活性/可控自由基聚合等研究工作。

课程对学生

的先修要求

先修要求

至少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完成《化学原理》或相关化学理论课程的学习；

2. 至少完成一门化学类实验课程的学习。



课程设计

容纳人数：15 人以下

教学资源或设备：

（1）核研院 200 号基地：拥有高温气冷堆、反应堆工程实验室、核能制

氢实验室、核化学化工实验室、核技术应用实验室等教学参观实践资源。

（2）核化学化工实验室：拥有 3000 平米放化实验室，国内最先进的溶

液化学研究实验室，核化工装备实验室，配备放射化学研究的各种先进仪

器设备，可作为教学演示资源。拥有 2000 平米普通化学实验室，可以作为

实践环节资源。

课时安排：

（1）讲授 15 学时，由主讲老师和邀请嘉宾讲授核能相关化学专题的基

础知识和前沿研究；

（2）专题研讨 5学时，由主讲老师带领同学们分组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进行专题调研和讨论；

（3）实践 12 学时，主讲老师带领同学们到核研院进行核能相关研究实

验室参观学习，以及到核化学化工实验室开展演示实验的教学。

目标和特色：

（1）课程目标：知识传授方面，进行放射化学、核燃料循环、核化工等

化学与核能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与前言知识。能力培养方面，通过专题研

讨培养同学们专业文献调研和科研思考的能力，通过实践环节培养同学们

化学专业操作能力。价值塑造方面，让同学们摆脱对放射化学和核能的恐

惧心理，培养同学们对于核能相关化学交叉研究的兴趣，了解我国核化学

化工事业先辈们的成就和对国家的重大贡献。

（2）课程特色：采用讲授、研讨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完成

三位一体的培养。依托核研院 200 号基地和核化学化工实验室，这一国内

核能和核化学研究的顶尖平台，开展核能化学的教学和实践。



课程方案

总体设计：

课程分为三个阶段，讲授、专题研讨和教学实践，逐步推进。讲授阶段

传授相关基础知识，研讨阶段就前沿问题和同学们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分组

研讨，教学实践阶段让同学们实地感受真实的科研场景并亲自动手设计完

成教学实验。

课程实施步骤：

1. 课堂讲授：15 学时

（1）核能与化学概论 3 学时

包括核燃料循环简介，核能中的化学概述等。

（2）放射化学基础与前沿 6 学时

包括锕系元素化学（3 学时），先进分离分析方法（3 学时）

（3）核能化工基础与前沿 6 学时

包括核化工与设备（3 学时），铀矿开采与海水提铀（3 学时）

2. 专题研讨：5学时

引入配位化学、分析化学、分离化学、高分子化学、等离子体化学等化

学与核能的交叉专题，同学们根据个人兴趣完成选题和分组，以小组为单

位完成前沿文献调研和讨论，在课上分专题进行课堂研讨。

3. 教学实践：12 学时

（1）核能主题参观教学 4学时

包括反应堆、反应堆工程、核燃料制造、核技术应用等。

（2）核化学化工演示实验教学 4 学时

包括锕系水溶液化学、固体化学研究，核化工分离装备和核能制氢等。

（3）分组自选实验实践 4学时

同学根据研究兴趣，依托实验室设备完成非放射性的教学实验。

4.课程总结展示：

分组完成调研报告和课堂展示。

以往课程中

的学生点评

或者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