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晓琴简介

工作简历

 2010.9-至今 武汉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教

授

 2005.10-2010.8 武汉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副

教授

 2000.9-2005.9 武汉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资源环境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讲师

 1995.7-2000.8 武汉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化学工艺专业 助教

教育背景

 2001.2-2004.6 浙江大学 环资学院环境工程专业 获博士学位

 1997.9-2000.6 武汉科技大学 化学工艺专业 获硕士学位

 1991.9-1995.6 武汉科技大学 化学工艺专业 获学士学位

工作简介

主要从事化学工程技术及环境友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对气态污染物治理和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先后参与并负责科技部“十五”

至“十二五”863计划相关子课题，针对电厂烟气脱硫过程展开相关研究，并以主

要研究者参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于特色活性炭的开发及对重金属处理的相关

研究。近三年承担省市课题 3项，2008年获得校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已发表论

文 30余篇，其中 SCI、EI收率 10篇，申请专利 15余项，授权 7项，获得省部

级一等奖 3项。

研究方向

1、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应用研究；



2、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3、 分离纯化技术；

4、 新能源开发。

近年参与和承担的各类科研项目

1、 臭氧前体物 NOx 固定源控制过程研究（2018060401011311）/武汉市科技

局应用基础前沿专项，2018-2020，负责

2、 活性炭性能参数测定及活性炭固定床反应平台装置，武钢研究院，2018-2020，

负责

3、 烧结烧结烟气双极静电除尘与氨法同步脱硫脱硝技术研究及示范

（2012AA062501），国家科技部 863计划，2012-2016，排序 4

4、 模式生态系统下的脱硫石膏环境相容性研究（D20141105），湖北省教育厅

重点项目，2014-2015，负责

5、 烧结烟气 NID 法脱硫剂改性研究（WG/01T1/QR070303），武汉市科科技局

节能减排专项，2009-2011，负责

6、 脱 硫 副 产 物 制 备 高 强 度 - 半 水 石 膏 的 结 晶 控 制 与 改 性 技 术

（2006AA06Z385-4），国家科技部 863计划，2006~2009，负责

7、 原生富硫碳的活化及其产物对汞等重金属化合物选择性吸附机理的研究

（057407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6-2008，排序 2

8、 大中型燃煤锅炉双碱法烟气脱硫技术及设备产业化(2001AA642030-1), 国

家 863计划子课题, 2001-2005，排序 4

9、 大中型燃煤锅炉双碱法烟气脱硫技术及设备产业化(双碱法烟气脱硫及设备

产业化)(010007037), 浙江省科技计划, 2002-2004，排序 6，；

10、 均相催化铁还原处理高浓度四氯化碳废水(20030352)，浙江省教育厅，

2003-2005，排序 2；已通过浙江省科技厅鉴定, 浙科鉴字[2004]第 359号, 2004.12



11、 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研究，校启动金，2004-2007，负责

12、 焦炉煤气冷却水系统新技术开发及优化，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节水示范

项目，2007.1~2007.12，参与；

13、 青山区焦化工业（废）水综合治理，武汉钢铁（集团）公司，2008.1~2008.12，

参与；

教学科研成果

1、 2016年 负责湖北省“荆楚协同育人计划”项目

2、 2016年 负责湖北省省属高校优势特色学科群冶金与先进材料之冶金工程

与化工过程交叉创新团队

3、 2009年度，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一等奖，湖北省优秀学士论文奖；

4、 2009年 高等学校学科院就优秀成果奖 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

5、 2008年 武汉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6、 2008年湖北省首届大学生化学学术创新成果报告会三等奖；

7、 2007年 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培养学生

研究生招生专业方向：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环境工程

代表性成果

[1] 一种用脱硫石膏制备α-半水石膏的方法，专利，200810048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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