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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部属高校入选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成果类型
1 海南大学 沐·光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 西安交通大学 涂华科技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3 北京化工大学 中约出行——基于AI引擎的城际出行服务平台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4 南京农业大学 大能生物：一站式的奶牛乳房炎监测系统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5 中国农业大学 温度敏感型鹦鹉热衣原体灭活疫苗的研制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6 东北林业大学 高酸度水果降酸技术推广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7 中南大学 拓普科技-智能校园传媒全产业链供应商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崇文资本——互联网量化投资咨询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可提携式手摇吸管套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10 武汉大学 安全健康供暖系统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1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时空线索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12 江南大学 甜菊糖作为甜味剂的天然无糖奶茶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13 哈尔滨工业大学 智兀drive——机器人智能感知技术领航者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14 南京理工大学 星语AI烟花设计师：国内首创智能烟花仿真设计一体化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15 浙江大学 谓尔——电子宠物自我提升引领者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16 东北大学 水云织梦——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水文监测与服务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17 合肥工业大学 中科敏选—食品安全智能无损检测黑科技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18 华东师范大学 VID 导盲帽带——基于城市物联网的多维感知导盲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19 内蒙古大学 红树莓酵素饮料的研制与开发 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推介
20 暨南大学 钠芯储能：国内领先的分布式智慧储能产品供应商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1 东南大学 基于射频指纹特征的移动终端检测器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2 华中科技大学 “智多芯”--全球首创微流控病原药敏快检系统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3 四川大学 耐弯折柔性印刷线路板的制备及产业化研究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4 中国矿业大学 低品质矿产资源深度回收的引领者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5 大连理工大学 派智慧水下检测机器人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酸分子肥——一种新型有机肥的产业化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7 上海海关学院 海关融媒体数字工作室—U Sea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8 东北师范大学 脑芯伴：阿尔兹海默症老年人语言数字药开发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29 南开大学 公能星火校军共建教育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30 华侨大学 那青展那云享民宿：以原生态文旅创业项目带动藏区乡村振兴 创业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31 南京大学 “校导帮”技能寻访——打造第一知识流通服务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创业推介



附件 4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创业推介项目推荐意见表 

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名或省份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一、基本情况 

项目类型 创业实践□ 创业训练 项目编号 201910712006X 

项目名称 植物酸分子肥——一种新型有机肥的产业化开发 

项目成员 左建飞，高欢，迟志振，吴佳盈，田晓龙，张诗静，苏虹宇 

团队（企业）名称 山东仲欣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校内导师 朱铭强，杨鹏 企业导师 朱亚红 

二、运营情况 

起止时间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税前利润或亏损额 备注 

2020.11-2021.5 110万元 89万元 21万元  

2021.5-2022.5 375万元 296.3 万元 78.7万元  

三、训练情况 

请按照创业实践项目主要推介内容或创业训练项目主要推介内容填写，要求简明扼

要，实事求是，不超过 300字： 

1.企业（团队）简介；2.项目简介；3.创新点；4.业绩。 

公司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团队师生发起成立，依托农业农村部农村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西部站和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致力于农林生

物质资源高值化利用。团队创新性提出热解炭气液油清洁联产技术，通过自主研发

出清洁热解炭联产一体化装备及技术，可将果树修剪枝木、棉杆等农林废弃物定向

转化为木炭、活性炭、植物酸分子肥、木焦油、木燃气等高附加值产品。依托团队

专利技术群现已建成年处理万吨级农林废弃物炭气液油清洁热解生产线，系列产品

在有机农业和健康生活领域获得良好效益。团队荣获“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金奖、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银奖等国家级奖励 10 余项，助

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四、推荐及评审意见 

学校推荐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会专家组评审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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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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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ene aerogel with excellent property prepared by doping activated 
carbon and CNF for free-binder supercapacitor 

Zhou Liao a, Jie Cheng b, Jian-Hua Yu c, Xiao-Long Tian c, Ming-Qiang Zhu a,* 

a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b College of Natur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c College of Forestry,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 R T I C L E  I N F O   

Keywords: 
Composite aerogel 
Eucommia wood tar 
Cellulose nano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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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binder 

A B S T R A C T   

In this paper, the two-step activation Eucommia wood tar-based activated carbon (ETAC), cellulose nanofibers 
(CNF) and reduced graphene oxide (rGO) were assembled to form composite aerogel in mild condition. 
Impressively, the doping of optimizing ETAC greatly improved the overall specific surface area (SSA) of the 
aerogel, and the CNF extracted from Eucommia ulmoides wood was used to enhanc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raphene aerogel. Besides, the composite aerogels with high content of ETAC (67% of mass ratio) possessed 
efficient MnOx deposition capability (1540 mg/g), which could assemble an asymmetric free-binder super-
capacitor, exhibiting an ultrahigh specific capacitance and prominent cycling stability. This work offered a 
feasible method to fabricate free-binder composite aerogels with excellent electrochemical property for broad 
applications in supercapacitors.   

1. Introdu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industry, the requirement for energy 
storage increased unprecedentedly. The gap of traditional capacitors 
and batteries was narrowed by supercapacitors, which were considered 
as the promising energy storing devices due to the high power density 
and prominent cycle stability. Unfortunately, the energy density of 
supercapacitor was nowhere near as the high properties of batteries, 
which impede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Dai et al., 2019). Besides, there 
are the other challenges like high-cost and poor rate performance for 
supercapacitors need to be addressed. Therefore, strenuous efforts had 
been carried out to develop novel electrodes materials with low-cost, 
excellent mechanical and electrochemistry properties. 

As one type of material with sp2 hybridized carbon atoms, graphene 
was agminated closely to form a single two-dimensional honeycomb 
lattice structure, applying as a promising supercapacitor electrode ma-
terial on account of the excellent electroconductibility (Castro, Neto, & 
Guinea, 2009). Many researchers utilized the supercritical drying (Wang 
et al., 2017a), freeze-drying and hydrothermal methods (M. Yang et al., 
2017) to transform the two-dimensional graphene into three- 
dimensional aerogel in the field of energy storage. Unfortunately,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SSA) of most graphene aerogels was lower than 

500 m2/g, which is likely to impede the energy storage requiring high 
SSA (Sun, Gao, Du, Zhang, & Wu, 2018; Wang et al., 2017b). In order to 
solve this situation, the graphene aerogel doped with functional mate-
rials (carbon nanotubes, metal nanoparticles, etc.) can effectively in-
crease its SSA (Zhang et al., 2017). This composite graphene aerogel not 
only possesses additional properties of functional materials, but also 
reduces the agglomeration of graphene sheets (Cossutta, Vretenar, 
Kotrusz, Mckechnie, & Pickering, 2020). However, from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the low-cost biomass-based carbon 
material was an ideal choice (Zhu et al., 2018). 

In recent years, some literatures recorded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of 
porous carbon/graphene composite aerogel (Chen et al., 2021), which 
was applied as active substance for supercapacitor electrode with a 
particle form (Xu, Wang, Xiang, & Niu, 2021). Although these composite 
aerogels demonstrated good performance in electrochemistry, the weak 
mechanical strength still limited its further applications. 

Cellulose is considered inexhaustible on account of widespread 
presence in plants and organisms,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cellulose 
reached 75–100 billion tons (Liu et al., 2020). Cellulose fibers generally 
contain cellulose nanocrystals, elementary fibers and nanofibers, which 
could be extracted by mechanical/chemical methods. Among them, the 
cellulose nanofibers (CNF) possess excell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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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信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是机电学院研究员朱铭强，现有林学1902班学生田晓龙同学准备攻读

硕士研究生，并在创新创业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特向此推荐！

我担任田晓龙同学本科阶段的班主任兼科创指导老师，在与其交流过程中发

现其对知识有独到的见解，对待科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善于从多个角度刨析

问题，解决难题；做事积极认真，能吃苦耐劳，有较强学习能力和自学能力。

该生科研兴趣浓厚，有一定的科研素养，2021年6月该生参与“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题目为《微波辐照木质活性炭结构解析及其电化学性能

评价研究》，其参与了项目申报书撰写、试验材料采集处理、活性炭样品的制作、

数据收集、综合分析等重要环节，是项目的核心成员，该项目经结题审查优秀。

在2022年7月该生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其中以第三

位次参与的《仲胶天下--战略型高端橡胶产业化开发》荣获陕西省金奖，并入围

全国总决赛。

田晓龙同学拥有较好的科研素养。曾经以第四作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中科

院SCI一区论文。此外在本科生阶段能自己设计并全程独立完成实验及数据处理

分析，并完成科研论文的写作，目前投稿于中科院SCI一区期刊，预计将在2022

年10月发表。

通过该生的科研经历和本人对其的指导，该生已具备良好的科研能力和创新

精神，在科研方面的潜力很大，对科研有较大的热爱，具备攻读研究生的能力和

培养潜质。综上所述，该同学符合特长生推免的选拔条件，具有很好的培养潜能。

在此，予以推荐其参加2022年学术特长生推免，希望审核通过！

推荐人签名：

2022年9月16日



推荐信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是张强,是我校林学专业2019级本科生田晓龙同学的科研指导老师。

通过对其指导和平时接触，我认为田晓龙同学是一个对待学业态度认真、拼搏奋

进、有较强的团结合作精神、做事认真负责、敢于吃苦、乐于钻研的学生。

田晓龙同学十分注重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参加国家级比赛并取得优

异的成绩。在2022年7月该生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其中以第三位次参与的《仲胶天下--战略型高端橡胶产业化开发》荣获陕西省金

奖，并入围全国总决赛。

在科研锻炼方面，田晓龙同学参与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题目为《微波辐照木质活性炭结构解析及其电化学性能评价研究》，其参与了多

项重要环节，是项目的核心成员，该项目经结题审查为优秀。科研能力有很大提

高，具有优秀的科研品质与潜力。此外，在论文文章方面，曾经以第四作者的身

份，发表了一篇中科院SCI一区论文；目前正以第一作者的身份投稿于中科院SCI

一区期刊预计将在2022年10月发表。

综上，田晓龙同学是一个全面发展、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对科研有

浓厚的兴趣，具有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能力和培养的潜质。故此，予以推荐其参加

2022年学术特长生推免，希望审核通过！

推荐人签名：

2022年9月16日



推荐信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是陈鹤予,是林学1902班田晓龙同学的科研指导老师，该生科研素

质能力强，具备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条件，故向此推荐，希望该生能有机会进入我

校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田晓龙同学于2019年9月进入我校林学院进行学习，是一个品学兼优、积极

上进的学生。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目前已成为中共党员。具有一定的科研

工作能力，动手能力强，对于各类试验他总是能很好的完成，且遵循各类实验室

安全守则，未曾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

在科创项目方面，曾经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训练项

目《微波辐照木质活性炭结构解析及其电化学性能评价研究》，经结题审查优秀

；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其中以第三位次参与的《

仲胶天下--战略型高端橡胶产业化开发》荣获陕西省金奖，并入围全国总决赛。

在论文文章方面，曾经以第四作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中科院SCI一区论文；目

前正以第一作者的身份投稿于中科院SCI一区期刊。

通过该生的日常表现，可以看出该生是一个重在实践、实事求是、具有探索

思维和团队精神的人。其综合表现突出，对林业有极大的兴趣，且科研能力突出

，故此予以推荐其参加2022年学术特长生推免，希望审核通过！

推荐人签名：

2022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