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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总体构成 

一、培养目标 

本研一体化是学校“双一流”建设，加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满足学生多样

化成长需求的一项重要举措，目标是面向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需求，培养基础宽厚、

专业精深、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能够引领未来能源领域科技发展的高层次创

新型人才。 

二、培养模式 

1.实行大类培养。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利用校内外优质资源，按照地球资源类、

石油工程类、化学化工类、机械材料类、电气信息类等学科大类，打通学科基础，

实施大类培养模式。 

2.贯通培养方案。统筹考虑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科研和实践，系统设计本

研贯通的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按照学科大类统一基础课程，整合、新建专业

核心课程。 

3.强化创新教育。实行精英教育，配备优质师资，开展基于问题的探究式、基于

项目的参与式、基于案例的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改革。实施全程导师制，前两学年配

备学业导师，第三学年开始配备专业导师，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学习、科学研究

和实践创新。 

三、培养方案 

本研一体化总学分在190学分左右，其中必修课程原则上为150学分左右（理论

课程16学时计1学分，单独设置的实验课程24学时计1学分）。基本构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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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建议

学期 
备注 

通识教

育课程

（学校

统一设

置） 

思想政治理论

课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1 

 

中国近代史纲要 3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 
5 3-4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8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9 

外语 

基础英语；通用学术英语；专用学

术英语；跨文化交际。 
12 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 7-8 

体育 体育 4 1-4 

军训 军训、军事理论 4 1 

计算机 

程序设计基础 2 1 

高级程序设计 1.5 2 

计算机综合实训 1.5 S1 

新生研讨课 1 1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6 1-6 

学科基

础课程

（按照

学科大

类，学

院自主

设置） 

数学 

数学分析 11.5 1-2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1 

概率与数理统计（含应用统计） 3 2 

数值计算方法（含数值计算、数值

分析） 
3 3 

数学建模实验 1.5 4 

数学物理方法（含复变函数、数理

方程） 
4 4 

泛函分析、科学与工程计算、矩阵

分析 
3 7 

三 选

一 

物理、化学 

基础物理、基础物理实验 10 2-3 

 物理创新专题实验 1 4 

大学化学 3.5 2 

学科基础课程 25-45 

说明：数理化课程设置 45 学分左右，数学类课程参考以上课程设

置，化工类物理、化学课程可单独设置。 

专业课

程（学

院自主

设置） 

专业核心课程 

50-70 
专业选修课程 

学科交叉、前沿课程 

综合素

质（学

院自主

设置） 

科研训练 
学术讲座、学术报告、学术研讨、科技创新项目

等 必 修

环节 国际化 每生应有国际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 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总学分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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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各大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2017 级） 
 

一、学科大类概况 

1. 学科大类内涵 

地球资源类对应着“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流学科及地质学、地球物理学两

个一级学科，包括资源勘查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四个专

业，针对国家对油气能源的需求，瞄准油气勘探领域存在的科学理论和技术问

题，开展沉积盆地的形成和演化、油气生成、运移与聚集等油气成藏理论和油气

勘探技术研究，在学科发展前沿上推动我国油气地质勘探理论和技术不断发展。 

地质学理论、方法与技术，主要针对资源勘探开发领域的基础地质理论及应

用问题，开展多维度、多尺度精细研究，探寻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机制、对地

质体的改造特征，分析地质作用的演化规律，研究地质作用过程中油气及其它资

源富集特征及其赋存规律，推动基础地质理论和技术创新。 

油气藏形成机理与开发地质，主要针对国内外复杂油气藏形成以及后期开发

中出现的地质科学问题，开展油气藏形成机理与成藏模式、储层精细表征与建

模，油气资源勘察和评价的新方法与新技术研究，揭示流体分布规律，并开展流

体分布预测，为复杂油气藏的经济高效勘探与开发提供理论支持，不断推进油气

地质学的发展。 

地球物理勘探理论、方法和应用，针对油气、矿产资源勘探的需求，地球物

理理论、城市工程与环境物探等方向发展的需要，深入开展岩石物理理论与实验

方法、地震波传播理论、地震正反演理论方法、地震波成像方法与技术、储层预

测与流体识别等解释方法研究，全面推动以地震勘探为主的国际油气地球物理勘

探行业的发展。 

测井理论、方法和技术，针对复杂地层、深层高温高压等井眼条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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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中、深结合的声波、电法和放射性综合探测的理论和仪器研发，开展非常规

油气需求的地质导向测井技术研发，推动我国测井技术占领世界测井技术前沿。 

地球物理学理论、方法与技术，针对地球深部构造、地震预测、地球物理工

程、能源及矿产资源勘查等方向发展的需要，深入开展地震学和地球动力学理

论、地磁与地电、重力与固体潮、地震勘探、环境和工程地球物理理论和方法的

研究，利用重力、磁法、电法和地震勘探等技术研究地球内部演化、探索地球动

力学机制以及勘查矿产油气资源。 

2.优势或特色研究方向 

（1）形成了以油气地质与探测为特色的优势学科体系 

本学科拥有满足油气勘探各领域方向的专业和学科平台。拥有“资源勘查工

程”和“勘查技术与工程”国家特色专业，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理学专业；其中，资

源勘查工程专业已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拥有地

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和地质学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地球物理学一级硕士学位授权

点。 

（2）建成了以院士为学术指导的教学科研团队 

本学科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千人计划”学者2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国家教学名师1人等，并已建成以国家级人才

为带头人的教学科研团队，如“资源勘查工程核心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以及“勘查

技术与工程核心课程”和“地质学专业核心课程”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油气地质

与勘探”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 

（3）构建了企业深度参与、突出实践创新能力的高质量油气地学人才培养

模式 

拥有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规划（精品）教材等优质教学资源，其中

《地震勘探原理》位列2016版《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地质学学科第3。历年来

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100%合格，毕业生曾获全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

获得者”等荣誉称号，“以专业课程建设为核心，构建资源勘查工程特色专业优质

教学平台”和“基于‘求真’育人理念的实践教学综合改革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4）建有以自主研发系列仪器设备为特色的科研平台 

建有海洋物探与勘探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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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院设立的CNPC油气储层实验室等8个研究机构。中海油服与唐晓明教授共建

的声波测井联合实验室，已成为测井新方法与新技术研发、中试的重要基地，并

产出了双源反激过套管声波测井、变径组合随钻声波隔声技术与装备等原创性成

果。 

3.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 

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包括深层、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理论与技术，复杂油气藏

和页岩油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理论与技术。 

4. 本科专业 

资源勘查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 

二、培养目标 

地球资源学科大类立足国家能源战略需求，以油气资源勘查中的基础性、前

沿性地质地球物理问题为对象，建设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

发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交流基地，开发世界一流的油气地质理论和勘查技

术。 

本学科大类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化

学、力学、地质学等知识基础以及外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素养和学术道德，系统掌握地质资源与地

质工程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具有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

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能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能够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与技术研究

并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引领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领域未来发展的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和管理人才。 

三、培养方向 

油气资源勘探理论、方法和技术；油气藏开发地质；地质学理论、方法与技

术；地球物理勘探理论、方法与应用；地球物理测井理论、方法与技术；油气田

地质工程；地球物理学理论、方法与技术。 

四、学习年限 

本硕学习年限一般为6年，本硕博学习年限一般为9年。 

五、学分要求 

培养方向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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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类 150 172 14 18 164 190 

物探类 150 171.5 14 18 164 189.5 

测井类 150 172 14 18 164 190 

（1）第四学年学习结束，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前四学年的课程与

环节，达到本科生培养的要求，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 

（2）第六学年学习结束，未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

研一体班培养方案前六学年的课程与环节，完成硕士论文，达到硕士研究生培养

要求，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3）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的全

部课程与环节，完成博士论文达到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

书，授予博士学位。 

六、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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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基础阶段必修课程设置（前两学年） 

课

程

类

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01000 新生研讨课 1 16 16       1  B  

11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1  B  

10101 大学英语(4-1) 3 48 48       1  B  

12101 体育（4-1） 1 32 32       1  B  

20201 军训 2 3 周       3 周 1  B  

20202 军事理论 2 36 36       1  B  

07112 程序设计基础 2 32 32   (24)   1  B  

07112 高级程序设计 1.5 24 24   (16)   2  B  

10101 大学英语(4-2) 3 48 48       2  B  

12101 体育（4-2） 1 32 32       2  B  

11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32     16 2  B  

10101 大学英语(4-3) 3 48 48       3  B  

12101 体育（4-3） 1 32 32       3  B  

1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40     8 3  B  

11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5 80 72     8 4  B 

 

10101 大学英语(4-4) 3 48 48       4  B  

12101 体育（4-4） 1 32 32       4  B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09201 数学分析(A)Ⅰ 5.5 88 88       1  B  

09109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56 56       1  B  

01101 地球科学概论 3 48 40 8     1  B  

09601 大学化学 3.5 54 46 8     2  B  

09201 数学分析(A)Ⅱ 6 96 96       2  B  

09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2  B  

01178 矿物学 4.5 72 40 32     2  B  

09302 基础物理Ⅰ 4 64 64       2  B  

07118 计算机综合实训 1.5 1.5 周        1.5 周 S1  B  

01911 地质认识实习 3 3 周       3 周 S1  B  

01132 岩浆岩与变质岩 2.5 40 20 20     3  B  

09302 基础物理Ⅱ 4 64 64       3  B  

09401 基础物理Ⅰ实验 1 24  4 20     3 B  

09222 数值计算方法 3 48 48       3  B  

09233 数学物理方法 4 64  64       3  B  

09401 基础物理Ⅱ实验 1 24   24     4 B  

09817 数学建模实验 1.5 36    36     4  B  

01203 电磁场论 3 48 48       4  B  

01134 沉积学 4 64 56 8     4  B  

01918 综合地质实习 4 4 周       4 周 S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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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培养专业阶段必修课程设置（第三学年） 

课程类

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大 

类 

课 

程 

01104 古生物地史学 3.0  48 40  8      5  B  

BY01103 
构造地质学（含大地构

造） 
4.0 64 48 16     5  B 

 

01216 弹性波动力学 3.5 56 52       5  B  

01202 信号分析与处理 3.5 56 48   8   5  B  

BY05411 电子技术基础 3.5 56 56        5  B  

01246 电法测井 2.5 40 36 4     5  B  

01201 普通物探 3.5  56 56      6  B  

01111 石油地质学 4.0  64 50 14     6  B  

01213 地震勘探原理 4.0  64 64       6  B  

01225 测井仪器原理 3.0 48 40 8     6  B  

01247 非电法测井 3.5 56 50 6   6 B  

BY01968 综合勘探实训 3.0 3 周    3 周 S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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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培养专业阶段必修课程设置 

培养

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BY0001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18 18    8 M  

BY00003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2.0 32 32    7 M  

BY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 32 32    9 D  

学科

基础

课程 

BY00005 矩阵分析 3.0 48     7 M  

BY01191 油气地学进展 2.0 32 32    9 M  

地质

方向 

专业 

课程 

01113 油气田地下地质学 3..0 48 40 8   7 B  

01145 油气地球化学 2.0 32 32    7 B  

BY01071 含油气盆地分析 2.0 32 32    7 M  

BY01104 岩矿测试技术 2.0 32 32    7 M  

BY01993 油气勘探与开发综合实训 2.0 2 周    2 周 7 M  

02215 油气田开发工程 3.0 48 42 6   8 B  

BY01025 储层地质学及油气藏描述 2.0 32 32    8 M  

BY01030 地层学原理与方法 2.0 32 32    8 M  

物探

方向 

专业 

课程 

01206 地震资料数字处理方法 3.5 56 56    7 B  

01212 地震勘探仪器及生产实习 3.0 3 周    3 周 7 B  

01221 地震资料综合解释 2.0 32 20  12  7 B  

01261 地震资料处理训练 1.0 1 周    1 周 7 B  

BY01039 地球物理反演基础 2.0 32 32    8 M  

BY01008 地震波动力学 2.0 32     8 M  

BY01010 地震资料数字处理（成像） 2.0 32     8 M  

BY01011 油气储层地球物理 2.0 32     9 M  

测井

方向 

专业 

课程 

BY01105 岩石物理学及岩石物理实验 3.0 48 24 24   7 M  

01231 测井数字处理与综合解释 4.0 64 56 8   7 B  

BY01013 高级测井解释及实训 3.0 3 周    3 周 8 M  

BY01015 测井信息处理及应用 2.0 32 32    8 M  

BY01080 生产与工程测井 3.0 48 48    8 M  

BY09009 高等电磁理论（电动力学） 3.0 48 48    8 D  

综合素质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 年 16 次，6 年 24 次，9 年 30 次） 

必修

环节 

学术研讨（前 4 年，每学期 1 次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 年 1 次，6 年 2 次，9 年 3 次） 

科技创新（前 4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 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及导师科

研项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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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培养专业阶段选修课程设置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09612 有机化学 2.0 32 32        5 B  

01112 地球化学 3.0 48 48       5 B  

01152 测量学 2.0 32 28 4      5 B ★ 

01950 沉积环境与相课程设计 1.0 1 周       1 周 5 B  

01234 地球动力学基础 3.0 48 48       5  B  

01165 地质素描 2.0 36 24     12 6 B  

01171 地震资料地质综合解释 1.0 1 周       1 周  6 B  

01956 石油地质学综合研究 1.0 1 周       1 周  6 B  

01260 地震岩石物理基础 1.5 24 16 8     6 B  

01242 工程与环境物探基础 3.0 48 32 16     6 B  

01926 测井仪器课程设计 1.0 1 周       1 周 6 B  

01906 程序设计实训 1.0 1 周       1 周 S3  B  

BY01024 储层表征与建模 2.0 32 32       7 M  

BY01117 油区构造解析 2.0  32  32        7 M  

BY01116 油气资源评价 2.0  32  32        7 M  

01126 数学地质 3.0 48 40   8   7 B  

01917 油气田地下地质学课程设计 1.0 1 周       1 周 7 B  

01161 岩石力学 2.0 32 32       7 B  

01126 地质统计与建模 2.0 32 32       7 B  

01002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01219 地震沉积学 2.0 32 32       7 B  

01927 测井解释课程设计 2.0 2 周    2 周 7 B  

01252 测井软件技术基础 3.0 48 32   16   7 B  

01204 微控制器原理及接口技术 3.0 48 32 16     7 B  

02131 钻录井工程概论 2.0 32 32       7 B  

01250 油气井射孔技术 2.0 32 32       7 B  

01253 地层倾角与成像测井 3.0 48 44 4     7 B  

01124 工程地质学 2.0 32 32      8 B  

01150 海洋地质学 2.0 32 32       8 B  

BY01118 油区岩相古地理 2.0 32 32       8 M  

01118 层序地层学（双语） 2.0 32 32       8 B  

BY01009 测井地质学 2.0 32 32       8 M  

BY01021 沉积学原理 2.0 32 32       8 M  

BY01015 油气资源勘探理论与方法 2.0 32 32       8 M  

BY01020 沉积地球化学 2.0 32 32       8 M  

BY01062 构造应力场分析 2.0 32 32       8 M  

01239 位场数据处理与解释 2.5 40 32   8   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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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0009 最优化方法 2.0 32 32       8 M  

02108 渗流力学 3.0 48 48       8 B  

BY06070 有限元方法 3.0 48 48       8 D  

BY01058 高等石油地质学 2.0 32 32       9 M  

BY01120 综合地球物理方法及应用 2.0 32 32       9 M  

BY01023 成岩作用及储层评价 2.0 32 32       9 M  

BY01007 板块构造和沉积作用 2.0 32 32       9 M  

BY01056 非常规油气地质学 2.0 32 32       9 M  

BY01102 现代信号分析理论 2.0 32 32       9 M  

BY01043 地球物理软件分析与应用 2.0 32 32       9 M  

BY01060 工程地球物理 2.0 32 32       9 M  

 

七、修读要求与建议 

1.  选修要求 

（1）要求至少取得6个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分别从“人文艺术与哲学素

养”、“管理智慧与国际视野”、“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三大模块中取得，6学分不能

全部属于同一模块。 

（2）要求至少取得专业选修课程中12个学分，本科阶段要求至少取得专业选修

课8个学分，其中《测量学》为必选课，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可根据论文选题并

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修跨学科其他专业的博士或硕士类课程，其学分计入本专业培养

方向选修课程学分。 

2. 综合素质 

（1）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年至少16次，6年至少24次，9年至少30次。 

（2）在校级及以上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4年至少1次，6年至少2次，9年至少3

次。 

（3）参加导师的专题研讨会，前4年每学期1次主题发言。 

（4）在校期间至少有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5）按照学校学位授予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八、专业核心课 

地质方向：矿物学、沉积学、构造地质学、石油地质学、油气田地下地质学、

含油气盆地分析 

物探方向：弹性波动力学、信号分析与处理、普通物探、地震勘探原理、地震

资料数字处理方法、地震资料综合解释、地球物理反演基础、油气储层地球物理 

测井方向：电法测井、非电法测井、测井数字处理与综合解释、岩石物理学及

岩石物理实验、生产与工程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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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2017 级） 

一、学科大类概况 

1. 学科大类内涵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非固态化石能源的钻掘、采出、

地面输送与储存等涉及的所有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的集合体。它研究岩石的变形、

破坏与稳定，石油杆、管的变形、运动与失效，地层与管内流体的运动、相态变化

及与周围介质的物理、力学、化学相互作用。 

油气钻采与储运过程遵从基本的物理、力学和化学等科学规律。从这些基本规

律出发，揭示油气及其周围介质在钻采与储运中的物理、力学、化学现象和过程、

运动和变化规律，形成安全、环保、优质、高效钻采和储运理论与技术是本学科的

主要任务。同时，本学科也与地球科学体系中的其他学科相交叉，研究地层及流体

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物理、力学、化学特征及在油气钻采工程中的运用。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工程学科，其学科特点决定了

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尤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有理论

研究、数值模拟、室内实验与工业试验等。 

2.优势或特色研究方向 

钻井工程新理论新技术、岩石力学、钻井液化学、高压水射流技术及应用、金

刚石钻头及其破岩工具研究与开发、油气井管柱力学分析及安全可靠性综合评价、

完井及井下作业技术、油气渗流物理、试井解释理论与方法、油藏数值模拟、智能

油田、增产增注措施优化、物理法采油、先进二次采油理论与方法、三次采油理论

与方法、多相流理论、人工举升采油理论与技术、采油工程决策、石油工程测控技

术、海洋平台安全可靠性评价、海洋结构物优化设计、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理论与方

法、油气田集输技术、油气管道输送技术、油气储运安全等。 

3.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 

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包括深层、沙漠、海洋、极地油气资源开发与储运；复杂

油气藏和煤层气、页岩油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物理、化学和微生

物提高采收率方法；深井、超深井和海洋深水井以及复杂结构井钻完井理论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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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复杂油气输送管道工程与技术。 

4. 本科专业 

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海洋油气工程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力

学、地质学等知识基础以及外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素养和学术道德，系统掌握石油

与天然气工程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具有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能够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并取得创造性研

究成果、引领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领域未来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三、培养方向 

油气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油气储运工程、海洋油气工程。 

四、学习年限 

本硕学习年限一般为6年，本硕博学习年限一般为9年。 

五、学分要求 

培养方向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油气井工程 144.5 158.5 24 36 168.5 194.5 

油气田开发工程 144.5 158.5 24 36 168.5 194.5 

海洋油气工程 144.5 158.5 24 36 168.5 194.5 

油气储运工程 141.5 157.5 26 37 167.5 194.5 

（1）第四学年学习结束，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前四学年的课程与环

节，达到本科生培养的要求，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 

（2）第六学年学习结束，未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

体班培养方案前六学年的课程与环节，完成硕士论文，达到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

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3）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的全部课

程与环节，完成博士论文达到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

予博士学位。 

六、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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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基础阶段必修课程设置（前两学年）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09000 新生研讨课 1.0 16 16       1 B  

11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40     8 1  B  

10101 大学英语(4-1) 3.0 48 48       1  B  

12101 体育（4-1） 1.0 32 32       1  B  

20201 军训 2.0 3 周       3 周 1  B  

20202 军事理论 2.0 36 36       1  B  

07112 程序设计基础 2.0 32 32   (24)   1  B  

07112 高级程序设计 1.5 24 24   (16)   2  B  

11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16 2  B  

10101 大学英语(4-2) 3.0 48 48       2  B  

12101 体育（4-2） 1.0 32 32       2  B  

11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72     8 3  B 

 

10101 大学英语(4-3) 3.0 48 48       3  B  

12101 体育（4-3） 1.0 32 32       3  B  

1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0 48 40     8 4  B  

10101 大学英语(4-4) 3.0 48 48       4  B  

12101 体育（4-4） 1.0 32 32       4  B  

学科

基础

课程 

09201 数学分析(A)Ⅰ 5.5 88 88       1  B  

04343 工程制图 3.0 48 48       1  B  

09109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56 56       1  B  

09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2  B  

09601 大学化学 3.5 54 46 8     2  B  

09201 数学分析(A)Ⅱ 6.0 96 96       2  B  

09302 基础物理Ⅰ 4.0 64 64       2  B  

09401 基础物理Ⅰ实验 1.0 24 4 20     2  B  

07939 计算机综合实训 1.5 
1.5

周 
      

1.5

周 
S1  B 

 

09302 基础物理Ⅱ实验 1.0 24   24     S1  B  

09302 基础物理Ⅱ 4.0 64 64       3  B  

05401 电工电子学 3.0 48 48       3  B  

05481 电工电子学综合实验 1.0 24  24     3  B  

02221 工程流体力学 4.0 64 52 8 4   4  B  

06312 工程热力学 3.0 48 44 4     4  B  

01106 地质学基础 2.0 32 32       4  B  

06311 传热学 3.0 48 48       4  B  

20101 金工实习 2.0 2 周       2 周 S2  B  

01912 地质实习 2.0 2 周       2 周 S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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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必修课程设置（第三学年） 

培养

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公 

共 

组  

学科

基础

课程 

06401 工程力学 4.0  64 60 4     5  B 

 

通识

教育

课程 

20401 创造学基础 2.0  32 32       6  B 

 

石油

工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1114 油田开发地质学 2.5  40 32 8     5  B  

09612 有机化学 2.0  32 28 4     5  B  

02314 应用物理化学 2.5  40 40       5  B  

02109 油层物理 2.5  40 40       5  B/前半学期  

02108 渗流力学 3.0  48 48       5  B/后半学期  

02148 渗流物理实验 1.0  24   24     5  B  

02112 岩石力学 2.0  32 28 4     5  B  

01229 测井方法及综合解释 2.0  32 32       6  B  

专业 

课程 

02301 油田化学 2.0  32 32       6  B  

02801 油田化学基础实验 1.0  24   24     6  B  

02102 钻井工程 3.5  56 50 6     6  B  

02103 采油工程 3.5  56 50 6     6  B  

02104 油藏工程 3.5  56 52   4   6  B  

02993 专业实习 4.0  4 周       4 周 S3  B  

海洋

油气

工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1114 油田开发地质学 2.5  40 32 8     5  B  

09612 有机化学 2.0  32 28 4     5  B  

02314 应用物理化学 2.5  40 40       5  B  

02109 油层物理 2.5  40 40       5  B/前半学期  

02108 渗流力学 3.0  48 48       5  B/后半学期  

02148 渗流物理实验 1.0  24   24     5  B  

02110 岩土力学 2.0  32 26 6     5  B  

01229 测井方法及综合解释 2.0  32 32       6  B  

专业 

课程 

02301 油田化学 2.0  32 32       6  B  

02801 油田化学基础实验 1.0  24   24     6  B  

02414 海洋油气钻井工程 3.5  56 48 8     6  B  

02415 海洋油气开采工程 3.5  56 50 6     6  B  

02104 油藏工程 3.5  56 52   4   6  B  

02993 专业实习 4.0  4 周       4 周 S3  B  

油气

储运

工程 

学科

基础

课程 

03117 储运油料学 2.0 32 32       5  B  

03302 泵与压缩机 3.0 48 44 4     5  B  

09608 物理化学 3.0 48 48       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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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02 油气储运工程基础 2.0 32 32       5  B  

03119 物性测试实训 1.0 1 周       1 周 6  B  

03120 储运制图课程设计 2.0 2 周       2 周 6  B/后半学期  

专业

课程 

BY06059 应用流体力学 3.0 48         5  B  

06215 油罐及管道强度设计 3.0 48 48       6  B  

06212 输油管道设计与管理 3.0 48 44 4 4   6  B  

06213 输气管道设计与管理 3.0 48 44 4 4   6  B  

06965 专业实训 1.0 1 周       1 周 6  B  

06993 专业实习 4.0 4 周       4 周 S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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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必修课程设置（第四五六学年） 

培养 

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学

期 

备

注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通用

模块  

通识

教育

课程 

BY1101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18 18       8  M  

BY00003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1.0 16 16       7  D  

BY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  36 36       9 D  

学科

基础

课程 

BY09004 数值分析 3.0  48 48       7  M  

油气

田开

发 

专业 

课程 

02004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02166 天然气开采与安全 2.0  32 28 4     7  B  

02902 石油工程综合设计 5.0  5 周     108 5 周 7  B  

BY02013 高等渗流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11 高等流体力学 3.0  48 48       8  M  

油气

井工

程 

专业 

课程 

02004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02166 天然气开采与安全 2.0  32 28 4     7  B  

02902 石油工程综合设计 5.0  5 周     108 5 周 7  B  

BY02011 高等流体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42 现代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方法 3.0  48 48       8  M  

海洋

油气

工程 

专业 

课程 

02004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BY02080 海洋油气安全工程 2.0  32 32       7  B  

02906 海洋油气工程综合设计 5.0  5 周     108 5 周 7  B  

BY02011 高等流体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67 深水井控理论与技术 3.0  48 48       8  M  

油气

储运

工程 

专业 

课程 

BY06004 专业外语 2.0  32         7  M  

06211 油气集输 3.0  48 44 4 4   7  B  

06214 油库设计与管理 3.0  48 44 4 4   7  B  

06966 储运总图设计 2.0  2 周       2 周 7  B  

06967 储运工程综合设计 3.0  3 周       3 周 7  B  

BY06072 油气水多相管流 3.0  48 48       8  M  

BY06071 油气储运近代进展 3.0  48 48       8  D  

综合素质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 年 16 次，6 年 24 次，9 年 30

次） 

必修环节 

学术研讨（前 4 年，每学期 1 次学业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 年 1 次，6 年 2 次，9 年 3 次） 

科技创新（前 4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 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

包括各级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

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项目等以及导师科研项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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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化培养选修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专业

方向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种类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学科

基础

课程 

数理

基础

类 

09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 32 32    2 B  

09222 数值计算与实验 2.0 32 16 16   3 B  

09105 复变函数 2.0 32 32    3 B  

09221 数学物理方程 2.0 32 32    3 B  

09236 数学建模 3.0 48 48    4 B  

09991 物理创新专题实验 1.5 36  36   4 B  

09234 计算方法 2.0 32 24   8 4 B  

BY09001 最优化方法 2.0 32 32    7 M  

BY06073 有限元方法 3.0 48 48    8 M  

BY00011 模糊数学 2.0 32 32    8 M 删除 

BY09018 现代应用数学选讲 3.0 48 48    8 D  

BY09018 分形几何学 2.0 32 32    9 D 删除 

专业

基础

类 

07939 程序设计实训 2.0 40 16  24  2 B  

04346 机械 CAD 基础 2.0 32 32  32  3 B  

02013 VB 程序设计 2.0 32 24 8   3 B  

08105 技术经济学 2.0 32 32    3 B  

04353 机械设计基础 3.0 48 46 2   3 B  

02217 流体力学模拟与实验 2.0 32 10 4 18  4 B  

05403 电工电子学Ⅱ 2.0 32 32    4 B  

BY02004 Matlab 编程技术 2.0 32 32    5 M  

04170 石油钻采机械 2.0 32 32    6 B  

20304 石油仪器技术 2.0 32 32    7 B  

20305 石油钻采装备工业实训 3.0 3 周    3 周 6 B  

BY07021 高级软件工程 2.0 32 32    8 M  

BY02024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2.0 32 32    7 M  

BY07013 人工神经网络 2.0 32 32    7 M  

专业

课程 

A：

油气

井工

程类 

02304 油气层保护技术 2.0 32 32    7 B  

02305 钻井液工艺原理 2.0 32 28 4   7 B  

02127 钻井地质环境描述 2.0 32 32    6 B  

02116 钻井新技术 2.0 32 32    7 B  

02137 完井工程 2.0 32 32    7 B  

02143 固井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7 B  

02113 水射流理论与应用(双语) 2.0 32 32    8 B  

02123 定向钻井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9 B  

BY02053 油气井流体力学 2.0 32 32    8 M  

BY02045 岩石破碎原理和方法 2.0 32 32    8 M  

BY02030 射流动力学 2.0 32 32    9 M  

BY02052 油气井管柱力学 2.0 32 32      8 M  

BY02051 油气井工程测量理论和方法 2.0 32 32      9 M  

BY02043 现代钻井液技术 2.0 32 32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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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2043 煤层气开发概论 2.0 32 32      9 M  

BY06007 弹塑性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26 胶体界面化学 3.0  48 48      8 M  

BY02029 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14 计算固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15 计算流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23 系统工程与智能工程 3.0  48 48      8 D  

BY02008 高等管柱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10 高等完井工程 3.0  48 48      8 D  

BY02006 多相流理论 3.0  48 48      8 D  

B：

油气

田开

发工

程类 

02311 油田污水处理 2.0 32 32      5 B  

02111 多相管流理论与计算(双语) 2.0 32 32      5 B  

02125 油藏驱替机理 2.0 32 32      6 B  

02167 油田信息化与大数据应用 2.0 32 32      6 B  

02144 泡沫理论与采油技术 2.0 32 32      7 B  

02120 有杆抽油系统 2.0 32 32      7 B  

02134 油气井防砂理论与技术 2.0 32 28 4    7 B  

02105 气藏工程(双语) 2.0 32 32      7 B  

02124 注蒸汽热力采油 2.0 32 26   6  7 B  

02155 油藏数值模拟方法与应用 2.0 32 28   4  7 B  

BY02049 油气藏经营管理 2.0  32 32      7 M  

BY02041 现代试井分析 2.0  32 32      7 M  

BY02010 高等采气工程 2.0  32 32      8 M  

BY02016 工业流变学(非牛顿流体力学) 3.0  48 48      8 M  

02139 典型油气田开发理论与方法 2.0 32 32      8 B  

02003 油气田环境保护 2.0 32 32      8 B  

02315 油田化学品 2.0 32 32      8 B  

BY02014 高等油藏工程 2.0  32 32      8 M  

BY02054 油气井增产技术 2.0  32 32      8 M  

BY02007 采油化学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9 M  

BY02006 采油工程方案设计 2.0  32 32      8 M  

BY02012 高等气藏工程 2.0  32 32      9 M  

BY02038 提高采收率原理与方法 2.0  32 32      9 M  

BY02058 油田污水处理与防腐技术 2.0  32 32      8 M  

BY02026 胶体界面化学 3.0  48 48      8 M  

BY02029 人工举升理论 3.0  48 48      8 M  

BY02033 渗流物理 3.0  48 48      8 M  

BY02047 油藏数值模拟 3.0  48 48      8 M  

BY02050 油气储层波动力学 2.0  32 32      9 M  

BY02006 多相流理论 3.0  48 48      8 D  

BY02018 渗流力学理论与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30 油气田开发科学与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22 提高油气采收率科学与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05 采油工程科学与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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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海

洋油

气工

程类 

02241 船舶工程基础 2.0  32 32      5 B  

06430 ANSYS 力学分析基础 2.0  32 32      5 B  

02417 海洋平台仪表及自动化 2.0  32 32      5 B  

02204 海洋法 2.0  32 32      6 B  

02206 海洋腐蚀与防护 2.0  32 32      7 B  

02407 海洋钻井监督 2.0  32 32      7 B  

02419 海洋油气工程实训 2.0  2 周       2 周 7 B  

BY02066 海洋石油地质学 2.0  32 32      7 M  

BY02022 海洋平台设计 2.0  32 32      7 M  

02405 海洋油气测试技术 2.0  32 32      8 B  

BY02065 现代检测技术 2.0  32 32      8 M  

BY02043 深水钻完井液技术 2.0  32 32      8 M  

BY01008 测井储层评价方法 2.0  32 32      8 M  

BY04083 系统安全技术 2.0  32 32      8 M  

BY04052 机械失效分析与防护 2.0  32 32      8 M  

BY02021 海洋平台强度分析 2.0  32 32      8 M  

BY02068 海洋油气开发环境污染与保护 2.0  32 32      8 M  

BY06007 弹塑性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14 计算固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15 计算流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65 海洋结构动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64 海洋油气工程理论和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D:油

气储

运工

程类 

05101 测量仪表与自动化 2.0  32 26 6    5 B  

05911 测量仪表与自动化课程设计 1.0  1 周       1 周 5 B  

06216 腐蚀与防腐 2.0  32 30 2    5 B  

06218 原油流变性及测量 2.0  32 28 4    5 B  

04231 工程材料 2.0  32 32      5 B  

04211 金属焊接 2.0  32 28 4    5 B  

06238 管道瞬变流动理论与应用 2.0  32 28   4  6 B  

06141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2.0  32 32      6 B  

06217 储运工程最优化 2.0  32 28   4  6 B  

06226 油气计量技术 2.0  32 32      6 B  

06239 储运工程自动化 2.0  32 32      6 B  

06504 液化天然气利用技术 2.0  32 32      6 B  

06501 城市燃气输配 2.0  32 28   4  6 B  

03114 石油加工概论 2.0  32 32      6 B  

06227 储运工程施工 2.0  32 32      7 B  

06245 油气储运设施完整性管理 2.0  32 32      7 B  

06203 矿场油气加工 2.0  32 32      7 B  

06246 海上油气集输 2.0  32 32      7 B  

06222 油田水处理 2.0  32 32      7 B  

06247 储运工程法规 1.0  16 16      7 B  

06228 储运工程经济 2.0  32 32      7 B  

08116 工程项目管理 2.0  32 32      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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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25 油气储运安全技术 2.0  32 32      7 B  

06248 原油处理与管输用剂 2.0  32 32      7 B  

06930 油气储运工程软件实训 2.0  2 周       2 周 7 B  

BY06015 腐蚀理论与防护技术 2.0  32 32      7 M  

BY06053 天然气储存及利用 2.0  32 32      8 M  

BY06007 弹塑性力学 3.0  48 48      8 M  

BY06032 计算流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6012 多相流理论与相分离技术 2.0  32 32      8 M  

BY06067 油气储运安全评估方法学 2.0  32 32      8 M  

BY06041 流动与传热的数值计算 3.0  48 48      8 M  

BY06068 油气储运系统分析 2.0  32 32      8 M  

BY06018 高等工程热力学 3.0  48 48      9 M  

BY02011 高等流体力学 3.0  48 48      9 M  

BY06069 油气储运系统最优化 2.0  32 32      9 M  

BY06054 天然气处理与加工 2.0  32 32      9 M  

BY06057 物理分离技术 2.0  32 32      9 M  

BY09604 胶体与界面化学 3.0  48 48      9 M  

E:跨

学科

类 

08106 项目管理 2.0  32 32      4 B  

10002 技术创新与管理 2.0 32 32      4 B  

02208 海洋学 2.0 32 32      5 B  

01128 油藏描述 2.0 32 32      5 B  

02203 海洋平台工程 2.0 32 32      6 B  

02205 海洋法规与海洋环保 2.0 32 32      6 B  

01210 地球物理勘探概论 2.0 32 32      7 B  

02210 海洋石油工程 2.0 32 32      7 B  

02168 非常规油气开采 2.0 32 32      8 B  

01227 生产测井 2.0 32 32      8 B  

02006 石油工程 HSE 2.0 32 32      8 B  

BY02039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8 M  

BY01101 现代数学地质 2.0  32 32      8 M  

BY06016 高等传热学 3.0  48 48      8 M  

BY00014 管理学 2.0 32 32      9 M  

BY08081 战略管理 2.0 32 32      9 M  

BY08054 经济学原理 2.0 32 32      9 M  

BY06028 固体力学 2.0  32 32      7 M  

BY06043 流体相平衡 2.0  32 32      8 M  

BY02011 工程计算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13 工程实验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8 D  

BY08079 运筹学 2.0  32 32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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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读要求与建议 

1. 对不同培养方向学生修读指导建议 

专业方向 课程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S4 9 合计 10~18 

油气田开发工程 

油气井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必修 26 23 2 18 19 4 19.5 17.5 4 15.0 8.0 0 0 156 

学位 

论文 

建议选修 0 2 0 4 4 0 2 4 0 6.0 10.0 0 4 36 

总学分 26 25 2 22 23 4 21.5 21.5 4 21 18 0 4 192 

油气储运工程 

必修 26 23 2 18 19 4 17 15 4 19.0 8.0 0 0 155 

建议选修 0 2 0 4 4 0 4 6 0 4.0 9.0 0 4 37 

总学分 26 25 2 22 23 4 21 21 4 23 17 0 4 192 

2. 选修要求 

（1）要求至少取得10个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其中“人文艺术与哲学素

养”、“管理智慧与国际交流”、“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三大模块中至少取得6学

分，6学分不能全部属于同一模块。 

（2）要求至少取得本专业培养方向（油气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油气

储运工程、海洋油气工程）选修课程中至少取得20个学分。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领

域，可根据论文选题并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修跨学科其他专业的博士或硕士类课

程，其学分计入本专业培养方向选修课程学分。 

3.综合素质 

（1）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年至少16次，6年至少24次，9年至少30次。 

（2）在校级及以上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4年至少1次，6年至少2次，9年至

少3次。 

（3）参加导师的专题研讨会，前4年每学期1次主题发言。 

（4）前4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1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及导师

科研项目等。 

（5）在校期间至少有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6）按照学校学位授予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八、核心课程 

油气田开发工程：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 

油气井工程：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海洋油气工程装备 

油气储运工程：输油管道设计与管理、油气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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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2017 级） 

一、学科大类概况 

1．学科大类内涵 

化学化工学科大类涵盖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反应及物质转化的一门科学，是创造新分

子和构建新物质的根本途径，是与其他学科密切交叉和相互渗透的中心科学。我校化

学学科成立于1981年，2006年、2011年相继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建

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2年）和物理化学山东省重点学科（2011年）；ESI国际排名

在1194个前1%上榜机构中排名436位（2018.01），全国第47位；2017年第四轮学科评

估结果为B-。在国家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我校推

进“双一流”建设、对新能源学科进行布局规划新任务的驱动下，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充分发挥化学作为中心学科的作用，主动推动与新能源领域的交叉融合，旨

在解决新能源转化与利用中的化学基础问题，形成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和突破点。学科

立足化学发展前沿，紧密结合学校特色，重点开展了石油及新能源利用中化学基础问

题的研究，在胶体与界面化学、新能源化学与材料等方向形成了自身优势与研究特色。 

化学工程与技术是研究化学工业及其他过程工业中的物质转化、物质组成改

变、物质性状及其变化的共同规律，以及相关工艺与装备设计、操作和优化等关键

技术的一门工程技术学科。它以化学、物理、数学、化工热力学、传递过程原理、

化学反应工程、过程系统工程和分离工程等基础理论和方法为基本知识体系，以实

验研究、理论研究和模拟计算等为研究方法。通过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各领域，尤其

是资源加工、原材料生产、专用化学品生产等，不断丰富学科知识、创造专门技

术、培养高层次专门科技人才。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在1953年由原清

华大学化工系为主组建而成。1983年成立有机化工和应用化学博士点，1988年被国

家教委审定为国家重点学科。1998年学科调整后，获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本学科

建有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油气加工新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石油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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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等科学研究平台。本学科通过与生物、信息和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交叉融

合，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资源的深度和精细加

工、资源和能源的洁净与优化利用及环境污染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支

撑了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本学科面向石油和天然气两大战略

资源高效清洁加工利用的国家重大急需，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研究领域已拓展

到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形成了相互支撑的五个研究方向：油气转化

化学与加工技术、石油化工过程强化与节能、油气转化催化剂及新材料、石油化学

及新能源、生物化学与工程，已经成为我国石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石化行业

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依据学校建设“石油学科国际一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

展定位，围绕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基于社会发展与人才需求，化学化工学科大类将

继续秉持“面向重大需求，立足科学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引领行业技术”的指导思

想，通过学科交叉促进化学化工科学前沿进展和引领油气高效转化与利用等关键技

术创新，拓展石油替代资源及其加工技术研究，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2．本科专业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热爱祖国，

具有良好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通过系统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

实践工作，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创新能

力、开拓精神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在“化学工程与技术”和“化学”学科领

域中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培养方向 

石油炼制与化工、化学工程、催化与表界面化学、材料化学工程、精细化工、

生物化学与工程、煤化工、新能源化学与技术、合成化学。 

四、学习年限 

本硕学习年限一般为6年，本硕博学习年限一般为9年。 



25 

五、学分要求 

培养方向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化工 145 148 154 23 32 32 168 180 186 

应化 136 139 145 32 41 41 168 180 186 

化学 139 142 148 29 38 38 168 180 186 

（1）第四学年学习结束，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前四学年的课程与环

节，达到本科生培养的要求，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 

（2）第六学年学习结束，未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

体班培养方案前六学年的课程与环节，完成硕士论文，达到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

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3）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的全部课

程与环节，完成博士论文达到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

予博士学位。 

六、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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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学化工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必修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 

外 

学 

时 

学

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03000 新生研讨课 1.0 16 16     1 B  

10101 大学英语(4-1) 3.0 48 48     1 B  

11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40   8  1 B  

12101 体育(4-1) 1.0 32 32     1 B  

20201 军训 2.0 3 周    3 周  1 B  

07112 程序设计 3.0 48 48  (40)   1 B  

20202 军事理论 2.0 36 36     2 B  

10101 大学英语(4-2) 3.0 48 48     2 B  

07136 大学计算机 1.0 16 16  (16)   2 B  

11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16  2 B  

12101 体育(4-2) 1.0 32 32     2 B  

10101 大学英语(4-3) 3.0 48 48     3 B  

11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72   8  3 B  

12101 体育(4-3) 1.0 32 32     3 B  

10101 大学英语(4-4)学术外语 3.0 48 48     4 B  

1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0 48 40   8  4 B  

12101 体育(4-4) 1.0 32 32     4 B  

BY1101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16 16     6 M  

BY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 32 32     9 D  

BY00003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1.0 16 16     7 D  

学科

基础

课程 

09101 高等数学（2-1） 5.5 88 88     1 B  

04341 工程制图 3.0 48 48     1 B  

09607 无机及分析化学（2-1） 3.0 48 48     1 B 
 

0980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2-1） 1.5 36  36    1 B 

09103 线性代数 2.0 32 32     2 B  

09101 高等数学（2-2） 5.0 80 80     2 B  

09301 大学物理（2-1） 2.5 40 40     2 B  

09607 无机及分析化学（2-2） 3.0 48 48     2 B 
 

0980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2-2） 1.5 36  36    2 B 

09222 数值计算与实验 2 32 16 16     S1 B  

20101 金工实习 2.0 2 周    2 周  S1 B  

09301 大学物理（2-2） 2.5 40 40     3 B  

09401 大学物理实验 1.0 24  24    3 B  

09612 有机化学(2-1) 3.0 48 48     3 B  

09805 有机化学实验(2-1) 1.5 36  36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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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08 物理化学(2-1) 3.0 48 48     3 B 

09803 物理化学实验(2-1) 1.0 24  24    3 B  

09108 
概率与数理统计（含应用统

计） 
3.0 48 48     4 B  

09612 有机化学(2-2) 3.0 48 48     4 B  

09805 有机化学实验(2-2) 1.5 36  36    4 B  

09608 物理化学(2-2) 3.0 48 48     4 B  

09803 物理化学实验(2-2) 1.5 36  36    4 B  

03101 化工原理（2-1） 4.0 64 64     4 B  

03914 化工原理实验（2-1） 0.5 13  13    4 B  

03991 认识实习 1.0 1 周    1 周  S2 B  

05402 电工电子学 I 3.0 48 38 10    5 B  

03101 化工原理（2-2） 3.0 48 48     5 B  

03914 化工原理实验（2-2） 0.5 15  15    5 B  

09236 数学建模 2.0 32 32     5 B 

化工三选

一 
03110 化工数值计算 2.0 32 16  16   6 B 

09232 最优化原理 2.0 32 32     6 B 

0321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3.0 48 48     5 B 
化学、应

化 

03418 化工安全与环保 2.0 32 32     5 B 
化工、应

化 

09609 仪器分析 3.0 48 48     6 B  

09804 仪器分析实验 2.0 48  48    6 B  

0390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0 2 周    2 周  5 B 

化工 

BY03113 化工热力学 3.5 56 56     5 B 

BY05102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 3.0 48 42 6    5 B 

BY03112 化学反应工程 3.5 56 56     6 B 

03134 化工传递过程基础 2.0 32 32     6 B 

03305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2.0 32 32     7 B 

专业

课 

03810 专业实验（3-1） 1.0 24  24    6 B 

BY03151 石油化工工艺学 4.0 64 64     7 B 

03993 生产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03810 专业实验（3-2） 1.0 28  28    7 B 

03104 化工设计 3.0 3 周 16   3 周  7 B 

03803 化工过程仿真实训 1.0 24  24    7 B 

03810 专业实验（3-3） 1.0 28  28    8 B 

专业

课 

03245 现代有机合成 2.0 32 32     5 B 

应化 

03220 石油化学 4.0 64 64     5 B 

03811 石油化学实验 2.0 48  48    5 B 

03213 油田应用化学 3.0 48 48     5 B 

03225 精细化工工艺学 3.0 48 48     6 B 

03817 综合化学实验 2.0 48  48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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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41 科研创新实验 1.0 24  24    S3 B 

03993 生产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专业

基础

课 

 

09626 有机合成 2.0 32 32     5 B 

化学 

09605 结构化学 3.5 56 56     6 B 

09632 催化化学 3.0 48 48     6 B 

09622 配位化学 2.0 32 32     6 B 

09604 胶体与界面化学 2.0 32 16     6 B 

09919 信息检索与网络资源利用 1.0     1 周  S2 B 

09816 综合性化学实验（3-1） 1.0 24  24    S2 B 

09816 综合性化学实验（3-2） 1.0 24  24    S3 B 

09816 综合性化学实验（3-3） 1.0 24  24    S4 B 

专业

课 

 

BY09819 研究性化学实验 I 2.0 48  48    5 B 

03503 生物化学 3.0 48 48     5 B 

BY09819 研究性化学实验 II 2.0 48  48    6 B 

03993 生产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硕士

必修

其他

环节 

BY03002 专业外语 1.0       8 M  

BY03003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1.0       8 M  

博士

研究

生专

业必

修课

程 

BY03004 石油化学与加工技术进展 1.5 24      13 

选二 

D 

 

BY03005 材料与催化技术进展 1.5 24      13  

BY03006 环境与生物技术进展 1.5 24      13 应化、

化工可

选 BY03033 化学反应与分离工程进展 1.5 24      13 

BY09044 现代化学进展 1.5 24      13 化学 

可选 BY09042 现代分析科学 1.5 24      13 

综合

素质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 年 16 次，6 年 24 次，9 年 30 次） 

必修 

环节 

学术研讨（前 4 年，每学期 1 次学业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 年 1 次，6 年 2 次，9 年 3 次） 

科技创新（前 4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 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及导师科研项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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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化工类本研一体化培养选修课程设置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

内

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 

外 

学 

时 

学

期 

课

程

属

性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08105 技术经济学 2.0 32 32     2 B 

通用选修 

03119 数据处理与实验设计 2.0 32 32     5 B 

08405 管理学基础 2.0 32 32     6 B 

03323 计算机辅助设计 1.5 24 24     S2 B 

03423 职业卫生学 2.0 32 32     5 B 

BY03454 安全管理 2.0 32 32     5 B 

10002 技术创新与管理 2.0 32 32     6 B 

BY08052 经济法 2.0 32 32     6 M 

BY07013 人工神经网络 2.0 32 32     7 M 

03225 精细化工工艺学 2.0 32 32     7 B 化工方向 

03210 精细化工设备 2.0 32 32     5 B 

化工、应

化方向 

04521 安全检测与监测 2.0 32 30 2    5 B 

BY03246 催化原理 3.0 48 48     6 B 

09605 结构化学 2.0 32 32     5 B 

01145 油气地球化学 2.0 32 32     5 B 

03235 现代无机合成 2.0 32 32     5 B 

03141 新能源与储能技术概论 2.0 32 32     5 B 

03107 化工过程模拟 2.0 32 32     6 B 

03203 重质油化学 2.0 32 32     6 B 

03211 精细化学品化学 2.0 32 32     6 B 

03105 煤化学 2.0 32 32     6 B 

03222 石油产品添加剂 2.0 32 32     6 B 

03411 生物化学基础 2.0 32 32     6 B 

BY03121 分离工程 3.0 48 48     6 B 

03137 新型碳材料 1.0 16 16     7 B 

03133 催化新材料与新型催化剂 1.0 16 16     7 B 

03124 能量利用过程原理 2.0 32 32     7 B 

03501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2.0 32 32     7 B 

03131 C1 化学与化工 1.0 16 16     7 B 

03123 天然气处理与加工 2.0 32 32     7 B 

03209 油田化学用剂 2.0 32 32     7 B 

03136 重质油加工技术 1.0 16 16     7 B 

03410 清洁生产工艺与 HSE 管理体系 2.0 32 32     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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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1 化工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0 16 16     7 B 

03125 清洁油品生产技术 1.0 16 16     7 B 

BY03021 固体表面化学 3.0 48 48     7 M 

BY09087 结构与量化基础 2.0 32 32     7 M 

BY03028 化工系统工程 3.0 48 48    48 7 M 

BY09604 胶体与界面化学 3.0 48 48    48 7 M 

BY03043 环境生物工程 2.0 32 32     7 M 

BY03077 分子模拟方法及应用 2.0 32 32     7 M 

BY03050 精细有机合成与工艺 2.0 32 32     7 M 

BY03005 材料合成原理与工艺 2.0 32 32     7 M 

BY03010 催化剂制备与表征 3.0 48 48     8 M 

BY03049 金属有机化学 3.0 48 48     8 M 

BY03058 膜分离工程 2.0 32 32     8 M 

BY03053 流态化工程 2.0 32 32     8 M 

BY03057 绿色化工技术 2.0 32 32     8 M 

BY03013 分子生物学 2.0 32 32     8 M 

BY03060 生物化学与工程 3.0 48 48     8 M 

09623 无机合成 2.0 32 32     5 B 

化学方向 

09627 中级无机化学 2.0 32 32     5 B 

09518 材料化学 2.0 32 32     5 B 

09610 油田化学 3.0 48 48     5 B 

03405 环境化学 2.0 32 32     5 B 

09630 波谱分析 2.0 32 32     6 B 

09629 计算化学 2.0 32 20  12   6 B 

09633 新能源化学 2.0 32 32     6 B 

09634 膜分离科学与技术 2.0 32 32     6 B 

09628 表面活性剂化学 2.0 32 32     6 B 

03220 石油化学 3.0 48 48     7 B 

03811 石油化学实验 2.0 48  48    7 B 

09001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0 16 16     7 B 

BY09048 高等无机化学 3.0 48 48    48 6 M 

BY09052 高等有机化学 3.0 48 48    48 6 M 

BY09049 高等物理化学 3.0 48 48    48 7 M 

BY09050 高等仪器分析 3.0 48 48    48 7 M 

BY09103 实验化学原理及方法 2.0 32 32     7 M 

BY09013 超分子化学 2.0 32 32     7 M 

BY09130 有机官能团分析方法 2.0 32 32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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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9044 高等配位化学 2.0 32 32     8 M 

BY09131 有机合成方法学 3.0 48 48     8 M 

BY09057 固体化学原理 2.0 32 32     8 M 

BY03049 金属有机化学 3.0 48 48     8 M 

 

六、其他 

1.必修环节中的专业外语课程，由导师指导查阅一定数量的专业外文文献资料，

提交英文文献阅读报告，导师审查并评定成绩。 

2. 研究生培养环节的选修课程学分至少为9学分，由导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合

理选择。 

3.学位论文需要达到化学或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硕博士学位论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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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2018 级） 

一、学科大类概况 

1. 学科大类内涵 

地球资源类学科以地质体及其含油气性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地质体勘查、评价

和开发利用的学科，即在地球系统科学理论指导下，研究地质体与油气藏的形成条

件、分布规律、演化机理，采用各种现代化勘查手段获取、处理、解释和应用地质

信息，查明潜在油气地质资源及油气工程地质体的特征，为地质体油气资源的勘查

和开发利用工程服务。主要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地质研究理论与方法，油气资源

勘探理论、方法和技术；油气藏开发地质；地球物理理论、方法与应用；测井理

论、方法与技术；油气田地质工程等。 

我校地球资源类学科包括“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国家一流学科）、“地质

学”、“地球物理学”三个一级博士点学科，建有资源勘查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地

质学、地球物理学四个本科专业。该学科大类针对国家对油气能源的需求，瞄准油

气勘探领域存在的科学理论和技术问题，主要开展沉积盆地的形成和演化、油气生

成、运移与聚集等油气成藏理论和油气勘探技术研究，推动我国油气地质勘探理论

和技术不断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外油气地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研发基地和人才培养

摇篮。 

2.优势或特色研究方向 

（1）地质学理论与方法：主要针对资源勘探开发领域的基础地质理论及应用问

题，开展多维度、多尺度精细研究，探寻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机制、对地质体的

改造特征，分析地质作用的演化规律，研究地质作用过程中油气及其它矿产资源赋

存机理及富集规律，推动基础地质理论创新和方法技术进步。 

（2）油气成藏与开发地质：主要针对国内外常规、非常规油气藏形成以及开发

过程中出现的地质科学问题，开展油气成藏机理与富集规律、储层精细表征与建

模，油气资源勘探和评价的新方法与新技术研究，揭示流体分布规律，实现复杂油

气藏的经济高效勘探与开发，不断推进油气地质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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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球物理勘探理论、方法和应用：针对油气、矿产资源勘探的需求，地球

物理理论、城市工程与环境物探等方向发展的需要，深入开展岩石物理理论与实验

方法、地震波传播理论、地震正反演理论方法、地震波成像方法与技术、储层预测

与流体识别等解释方法研究，全面推动以地震勘探为主的国际油气地球物理勘探行

业的发展。 

测井理论、方法和技术：针对复杂地层、深层高温高压等井眼条件，开展浅、

中、深结合的声波、电法和放射性综合探测的理论和仪器研发，开展常规、非常规

油气需求的地质导向测井技术研发，推动我国测井技术占领世界测井技术前沿。 

3.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 

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包括深层-超深层、深水、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理论与技术，

复杂油气藏和页岩油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理论与技术。 

4. 本科专业 

资源勘查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 

二、培养目标 

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人才培养立足国家能源战略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需求，

确定如下培养目标：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具备严谨求实的科

学素养和学术道德；掌握具有良好知识获取、学术鉴别、科学研究、学术创新、学

术交流与协作能力；系统掌握油气地学领域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具有结合工作

实际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能够独

立从事创新性科学与技术研究并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毕业后可以在企业、研究机

构和大学从事重大技术攻关、科学研究和教学等工作。 

三、培养方向 

1. 地质：（1）地质学理论、方法与技术；（2）油气资源勘探理论、方法和技

术；（3）油气藏开发地质； 

2. 物探：地球物理勘探理论、方法与应用； 

3. 测井：地球物理测井理论、方法与技术 

四、学习年限 

本硕学习年限一般为6年，本硕博学习年限一般为9年。 

五、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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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地质类 150 172 14 18 164 190 

物探类 150 171.5 14 18 164 189.5 

测井类 150 172 14 18 164 190 

 

（1）第四学年学习结束，学生满足培养方向的本科学分要求，达到本科生培养

的要求，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 

（2）第六学年学习结束，未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

体班培养方案前六学年的课程与环节，且修满180个学分，完成硕士论文，达到硕士

研究生培养要求，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3）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的全部课

程与环节，完成博士论文达到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

予博士学位。 

六、指导性修读计划 



35 

（一）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基础阶段必修课程设置（前两学年）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01000 新生研讨课 1.0 16 16       1  B  

11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32     16 1  B  

10101 大学英语(4-1) 3.0 48 48       1  B  

12101 体育（4-1） 1.0 32 32       1  B  

20201 军训 2.0 3 周       3 周 1  B  

20202 军事理论 2.0 32 32       1  B  

07112 程序设计基础 2.0 32 32   (24)   1  B  

07112 高级程序设计 1.5 24 24   (16)   2  B  

10101 大学英语(4-2) 3.0 48 48       2  B  

12101 体育（4-2） 1.0 32 32       2  B  

10101 大学英语(4-3) 3.0 48 48       3  B  

12101 体育（4-3） 1.0 32 32       3  B  

1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0 48 32     16 3  B  

11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16 4  B  

11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48     32 4  B 

 

10101 大学英语(4-4) 3.0 48 48       4  B  

12101 体育（4-4） 1.0 32 32       4  B  

学科

基础

课程 

09201 数学分析（2-1） 5.5 88 88       1  B  

09109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56 56       1  B  

01101 地球科学概论 3.0 48 40 8     1  B  

09601 大学化学 3.5 54 46 8     2  B  

09201 数学分析（2-2） 6.0 96 96       2  B  

09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0 48 48       2  B  

01178 矿物学 4.5 72 40 32     2  B  

09302 基础物理Ⅰ 4.0 64 64       2  B  

07118 计算机综合实训 1.5 1.5 周        1.5 周 S1  B  

01911 基础地质实习 3.0 3 周       3 周 S1  B  

01132 岩浆岩与变质岩 2.5 40 20 20     3  B  

09302 基础物理Ⅱ 4.0 64 64       3  B  

09401 基础物理实验（2-1） 1.0 24   24     3  B  

09222 数值计算方法 3.0 48        3  B  

09233 数学物理方法 4.0 64  64       3  B  

09401 基础物理实验（2-2） 1.0 24   24     4 B  

09817 数学建模实验 1.5 36    36     4  B  

01203 电磁场论 3.0 48 48       4  B  

01134 沉积学 4.0 64 56 8     4  B  

BY01

103 

构造地质学（含大地构

造） 
4.0 64 48 16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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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培养专业阶段必修课程设置（第三学年）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大 

类 

课 

程 

01104 古生物地史学 3.0  48 40  8      5  B  

01216 弹性波动力学 3.5 56 52       5  B  

01202 信号分析与处理 3.5 56 48   8   5  B  

BY05411 电子技术基础 3.5 56 56        5  B  

01246 电法测井 2.5 40 36 4     5  B  

01918 综合地质实习 4.0 4 周       4 周 6 B  

01201 普通物探 3.5  56 56      6  B  

01111 石油地质学 4.0  64 50 14     6  B  

01213 地震勘探原理 4.0  64 64       6  B  

01225 测井仪器原理 3.0 48 40 8     6  B  

01247 非电法测井 3.5 56 50 6   6 B  

BY01968 综合勘探实训 3.0 3 周    3 周 S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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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培养专业阶段必修课程设置 

培养方

向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BY0001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18 18    8 M  

BY00003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2.0 32 32    7 M  

BY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 32 32    9 D  

学科

基础

课程 

BY00005 矩阵分析 3.0 48     7 M  

BY01191 油气地学进展 2.0 32 32    9 M  

地质方

向 

专业 

课程 

01113 油气田地下地质学 3..0 48 40 8   7 B  

01145 油气地球化学 2.0 32 32    7 B  

BY01071 含油气盆地分析 2.0 32 32    7 M  

BY01104 岩矿测试技术 2.0 32 32    7 M  

BY01993 油气勘探与开发综合实训 2.0 2 周    2 周 7 M  

02215 油气田开发工程 3.0 48 42 6   8 B  

BY01025 储层地质学及油气藏描述 2.0 32 32    8 M  

BY01030 地层学原理与方法 2.0 32 32    8 M  

物探方

向 

专业 

课程 

01206 地震资料数字处理方法 3.5 56 56    7 B  

01212 地震勘探仪器及生产实习 3.0 3 周    3 周 7 B  

01221 地震资料综合解释 2.0 32 20  12  7 B  

01261 地震资料处理训练 1.0 1 周    1 周 7 B  

BY01039 地球物理反演基础 2.0 32 32    8 M  

BY01008 地震波动力学 2.0 32     8 M  

BY01010 地震资料数字处理（成像） 2.0 32     8 M  

BY01011 油气储层地球物理 2.0 32     9 M  

测井方

向 

专业 

课程 

BY01105 岩石物理学及岩石物理实验 3.0 48 24 24   7 M  

01231 测井数字处理与综合解释 4.0 64 56 8   7 B  

BY01013 高级测井解释及实训 3.0 3 周    3 周 8 M  

BY01015 测井信息处理及应用 2.0 32 32    8 M  

BY01080 生产与工程测井 3.0 48 48    8 M  

BY09009 高等电磁理论（电动力学） 3.0 48 48    8 D  

综合素质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 年 16 次，6 年 24 次，9 年 30 次） 

必修

环节 

学术研讨（前 4 年，每学期 1 次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 年 1 次，6 年 2 次，9 年 3 次） 

科技创新（前 4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 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及导师科研项

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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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球资源类本研一体化培养专业阶段选修课程设置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09612 有机化学 2.0 32 32        5 B  

01112 地球化学 3.0 48 48       5 B  

01152 测量学 2.0 32 24   8     5 B ★ 

01950 沉积环境与相课程设计 1.0 1 周       1 周 5 B  

01234 地球动力学基础 3.0 48 48       5  B  

01165 地质素描 2.0 36 24     12 6 B  

01171 地震资料地质综合解释 1.0 1 周       1 周  6 B  

01956 石油地质学综合研究 1.0 1 周       1 周  6 B  

01260 地震岩石物理基础 1.5 24 16 8     6 B  

01242 工程与环境物探基础 3.0 48 32 16     6 B  

01926 测井仪器课程设计 1.0 1 周       1 周 6 B  

01906 程序设计实训 1.0 1 周       1 周 S3  B  

BY01024 储层表征与建模 2.0 32 32       7 M  

BY01117 油区构造解析 2.0  32  32        7 M  

BY01116 油气资源评价 2.0  32  32        7 M  

01126 数学地质 3.0 48 40   8   7 B  

01917 油气田地下地质学课程设计 1.0 1 周       1 周 7 B  

01161 岩石力学 2.0 32 32       7 B  

01126 地质统计与建模 2.0 32 32       7 B  

01002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01219 地震沉积学 2.0 32 32       7 B  

01927 测井解释课程设计 2.0 2 周    2 周 7 B  

01252 测井软件技术基础 3.0 48 32   16   7 B  

01204 微控制器原理及接口技术 3.0 48 32 16     7 B  

02131 钻录井工程概论 2.0 32 32       7 B  

01250 油气井射孔技术 2.0 32 32       7 B  

01253 地层倾角与成像测井 3.0 48 44 4     7 B  

01124 工程地质学 2.0 32 32      8 B  

01150 海洋地质学 2.0 32 32       8 B  

BY01118 油区岩相古地理 2.0 32 32       8 M  

01118 层序地层学（双语） 2.0 32 32       8 B  

BY01009 测井地质学 2.0 32 32       8 M  

BY01021 沉积学原理 2.0 32 32       8 M  

BY01015 油气资源勘探理论与方法 2.0 32 32       8 M  

BY01020 沉积地球化学 2.0 32 32       8 M  

BY01062 构造应力场分析 2.0 32 32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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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9 位场数据处理与解释 2.5 40 32   8   8 B  

BY00009 最优化方法 2.0 32 32       8 M  

02108 渗流力学 3.0 48 48       8 B  

BY06070 有限元方法 3.0 48 48       8 D  

BY01058 高等石油地质学 2.0 32 32       9 M  

BY01120 综合地球物理方法及应用 2.0 32 32       9 M  

BY01023 成岩作用及储层评价 2.0 32 32       9 M  

BY01007 板块构造和沉积作用 2.0 32 32       9 M  

BY01056 非常规油气地质学 2.0 32 32       9 M  

BY01102 现代信号分析理论 2.0 32 32       9 M  

BY01043 地球物理软件分析与应用 2.0 32 32       9 M  

BY01060 工程地球物理 2.0 32 32       9 M  

  

七、修读要求与建议 

1.  选修要求 

（1）要求至少取得6个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分别从“人文艺术与哲学素

养”、“管理智慧与国际视野”、“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三大模块中取得， 6学分不能

全部属于同一模块。 

（2）要求至少取得专业选修课程中12个学分，本科阶段要求至少取得专业选修

课8个学分，其中《测量学》为必选课，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可根据论文选题并

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修跨学科其他专业的博士或硕士类课程，其学分计入本专业培养

方向选修课程学分。 

2. 综合素质 

（1）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年至少16次，6年至少24次，9年至少30次。 

（2）在校级及以上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4年至少1次，6年至少2次，9年至少3

次。 

（3）参加导师的专题研讨会，前4年每学期1次主题发言。 

（4）在校期间至少有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5）按照学校学位授予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八、专业核心课 

地质方向：矿物学、沉积学、构造地质学、石油地质学、油气田地下地质学、

含油气盆地分析 

物探方向：弹性波动力学、信号分析与处理、普通物探、地震勘探原理、地震

资料数字处理方法、地震资料综合解释、地球物理反演基础、油气储层地球物理 

测井方向：电法测井、非电法测井、测井数字处理与综合解释、岩石物理学及

岩石物理实验、生产与工程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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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2018 级） 

一、学科大类概况 

1. 学科大类内涵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非固态化石能源的钻掘、采出、

地面输送与储存等涉及的所有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的集合体。它研究岩石的变形、

破坏与稳定，石油杆、管的变形、运动与失效，地层与管内流体的运动、相态变化

及与周围介质的物理、力学、化学相互作用。 

油气钻采与储运过程遵从基本的物理、力学和化学等科学规律。从这些基本规

律出发，揭示油气及其周围介质在钻采与储运中的物理、力学、化学现象和过程、

运动和变化规律，形成安全、环保、优质、高效钻采和储运理论与技术是本学科的

主要任务。同时，本学科也与地球科学体系中的其他学科相交叉，研究地层及流体

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物理、力学、化学特征及在油气钻采工程中的运用。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工程学科，其学科特点决定了

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尤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有理论

研究、数值模拟、室内实验与工业试验等。 

2.优势或特色研究方向 

钻井工程新理论新技术、岩石力学、钻井液化学、高压水射流技术及应用、金

刚石钻头及其破岩工具研究与开发、油气井管柱力学分析及安全可靠性综合评价、

完井及井下作业技术、油气渗流物理、试井解释理论与方法、油藏数值模拟、智能

油田、增产增注措施优化、物理法采油、先进二次采油理论与方法、三次采油理论

与方法、多相流理论、人工举升采油理论与技术、采油工程决策、石油工程测控技

术、海洋平台安全可靠性评价、海洋结构物优化设计、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理论与方

法、油气田集输技术、油气管道输送技术、油气储运安全等。 

3.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 

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包括深层、沙漠、海洋、极地油气资源开发与储运；复杂

油气藏和煤层气、页岩油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物理、化学和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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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提高采收率方法；深井、超深井和海洋深水井以及复杂结构井钻完井理论与方

法；复杂油气输送管道工程与技术。 

4. 本科专业 

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海洋油气工程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力

学、地质学等知识基础以及外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素养和学术道德，系统掌握石油

与天然气工程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具有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能够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并取得创造性研

究成果、引领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领域未来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三、培养方向 

油气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油气储运工程、海洋油气工程。 

四、学习年限 

本硕学习年限一般为6年，本硕博学习年限一般为9年。 

五、学分要求 

培养方向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油气井工程 142 156 24 36 166 192 

油气田开发工程 142 156 24 36 166 192 

海洋油气工程 142 156 24 36 166 192 

油气储运工程 139 155 26 37 165 192 

（1）第四学年学习结束，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前四学年的课程与环

节，达到本科生培养的要求，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 

（2）第六学年学习结束，未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

体班培养方案前六学年的课程与环节，完成硕士论文，达到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

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3）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的全部课

程与环节，完成博士论文达到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

予博士学位。 

六、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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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基础阶段必修课程设置（前两学年）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学期 类型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09000 新生研讨课 1.0 16 16       1  B  

11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40     8 1  B  

10101 基础外语(4-1) 3.0 48 48       1  B  

12101 体育（4-1） 1.0 32 32       1  B  

20201 军训 2.0 3 周       3 周 1  B  

20202 军事理论 2.0 32 32       1  B  

07112 程序设计基础 2.0 32 32   (24)   1  B  

07112 高级程序设计 1.5 24 24   (16)   2  B  

11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16 2  B  

10101 基础外语(4-2) 3.0 48 48       2  B  

12101 体育（4-2） 1.0 32 32       2  B  

11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48     32 3  B 

 

10101 基础外语(4-3) 3.0 48 48       3  B  

12101 体育（4-3） 1.0 32 32       3  B  

1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0 48 32     16 4  B  

10101 基础外语(4-4) 3.0 48 48       4  B  

12101 体育（4-4） 1.0 32 32       4  B  

学科

基础

课程 

09201 数学分析（2-1） 5.5 88 88       1  B  

09109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56 56       1  B  

04343 工程制图 3.0 48 48       1  B  

09601 大学化学 3.5 54 46 8     2  B  

09201 数学分析（2-2） 6.0 96 96       2  B  

09302 基础物理Ⅰ 4.0 64 64       2  B  

09401 基础物理实验（2-1） 1.0 24   24     2  B  

09302 基础物理Ⅱ 4.0 64 64       3  B  

09302 基础物理实验（2-2） 1.0 24   24     3  B  

05401 电工电子学 3.0 48 48       3  B  

05481 电工电子学综合实验 1.0 24 24       3  B  

02221 工程流体力学 4.0 64 52 8 4   4  B  

06312 工程热力学 3.0 48 44 4     4  B  

01106 地质学基础 2.0 32 32       4  B  

06311 传热学 3.0 48 48       4  B  

02991 认识实习 2.0 2 周       2 周 S1  B  

20101 金工实习 2.0 2 周       2 周 S2  B  

01912 地质实习 2.0 2 周       2 周 S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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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必修课程设置（第三学年） 

培养

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类型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公 

共 

组  

通识教

育课程 
20401 创造学基础 2.0  32 32       6  B 

 

学科基

础课程 
06401 工程力学 4.0  64 60 4     5  B 

 

石油

工程 

学科基

础课程 

01114 油田开发地质学 2.5  40 32 8     5  B  

09612 有机化学 2.0  32 28 4     5  B  

02314 应用物理化学 2.5  40 40       5  B  

02109 油层物理 2.5  40 40       5  B/前半学期  

02108 渗流力学 3.0  48 48       5  B/后半学期  

02148 渗流物理实验 1.0  24   24     5  B  

02112 岩石力学 2.0  32 28 4     5  B  

01229 测井方法及综合解释 2.0  32 32       6  B  

专业 

课程 

02301 油田化学 2.0  32 32       6  B  

02801 油田化学基础实验 1.0  24   24     6  B  

02102 钻井工程 3.5  56 50 6     6  B  

02103 采油工程 3.5  56 50 6     6  B  

02104 油藏工程 3.5  56 52   4   6  B  

02993 专业实习 4.0  4 周       4 周 S3  B  

海洋

油气

工程 

学科基

础课程 

01114 油田开发地质学 2.5  40 32 8     5  B  

09612 有机化学 2.0  32 28 4     5  B  

02314 应用物理化学 2.5  40 40       5  B  

02109 油层物理 2.5  40 40       5  B/前半学期  

02108 渗流力学 3.0  48 48       5  B/后半学期  

02148 渗流物理实验 1.0  24   24     5  B  

02110 岩土力学 2.0  32 26 6     5  B  

01229 测井方法及综合解释 2.0  32 32       6  B  

专业 

课程 

02301 油田化学 2.0  32 32       6  B  

02801 油田化学基础实验 1.0  24   24     6  B  

02414 海洋油气钻井工程 3.5  56 48 8     6  B  

02415 海洋油气开采工程 3.5  56 50 6     6  B  

02104 油藏工程 3.5  56 52   4   6  B  

02993 专业实习 4.0  4 周       4 周 S3  B  

油气

储运

工程 

学科基

础课程 

03117 储运油料学 2.0 32 32       5  B  

03302 泵与压缩机 3.0 48 44 4     5  B  

09608 物理化学 3.0 48 48       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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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02 油气储运工程基础 2.0 32 32       5  B  

03119 物性测试实训 1.0 1 周       1 周 6  B  

03120 储运制图课程设计 2.0 2 周       2 周 6  B/后半学期  

专业课

程 

BY06059 应用流体力学 3.0 48         5  B  

06215 油罐及管道强度设计 3.0 48 48       6  B  

06212 输油管道设计与管理 3.0 48 44 4 4   6  B  

06213 输气管道设计与管理 3.0 48 44 4 4   6  B  

06965 专业实训 1.0 1 周       1 周 6  B  

06993 专业实习 4.0 4 周       4 周 S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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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必修课程设置（第四五六学年） 

培养 

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备注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用

模块  

通识教

育课程 

BY1101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18 18       8  M  

BY00003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1.0 16 16       7  D  

BY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  36 36       9  D  

学科基

础课程 
BY09004 数值分析 3.0  48 48       7  M  

油气

田开

发 

专业 

课程 

02004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02166 天然气开采与安全 2.0  32 28 4     7  B  

02902 石油工程综合设计 5.0  5 周     108 5 周 7  B  

BY02013 高等渗流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11 高等流体力学 3.0  48 48       8  M  

油气

井工

程 

专业 

课程 

02004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02166 天然气开采与安全 2.0  32 28 4     7  B  

02902 石油工程综合设计 5.0  5 周     108 5 周 7  B  

BY02011 高等流体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42 现代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方法 3.0  48 48       8  M  

海洋

油气

工程 

专业 

课程 

02004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BY02080 海洋油气安全工程 2.0  32 32       7  B  

02906 海洋油气工程综合设计 5.0  5 周     108 5 周 7  B  

BY02011 高等流体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67 深水井控理论与技术 3.0  48 48       8  M  

油气

储运

工程 

专业 

课程 

BY06004 专业外语 2.0  32         7  M  

06211 油气集输 3.0  48 44 4 4   7  B  

06214 油库设计与管理 3.0  48 44 4 4   7  B  

06966 储运总图设计 2.0  2 周       2 周 7  B  

06967 储运工程综合设计 3.0  3 周       3 周 7  B  

BY06072 油气水多相管流 3.0  48 48       8  M  

BY06071 油气储运近代进展 3.0  48 48       8  D  

综合素质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 年 16 次，6 年 24 次，9 年 30 次） 

必修环节 

学术研讨（前 4 年，每学期 1 次学业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 年 1 次，6 年 2 次，9 年 3 次） 

科技创新（前 4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 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

各级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

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项目等以及导师科研项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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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化培养选修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专业方

向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类型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学科

基础

课程 

数理基

础类 

09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 32 32       2 B  

09105 复变函数 2.0 32 32       3 B  

09222 数值计算与实验 2.0 36 12 24     3 B  

09236 数学建模 3.0 48 12 36     4 B  

09991 物理创新专题实验 1 24   24     4 B  

09234 计算方法 2.0 32 32       4 B  

BY00006 数学物理方法 2.0 32 32       7 M  

BY09001 最优化方法 2.0 32 32       7 M  

BY06073 有限元方法 3.0 48 48       8 M  

BY00011 模糊数学 2.0 32 32       8 M 删除 

BY09018 现代应用数学选讲 3.0 48 48       8 D  

BY09018 分形几何学 2.0 32 32       9 D 删除 

专业基

础类 

07939 程序设计实训 2.0 40 16   24   2 B  

04346 机械 CAD 基础 2.0 32 32   32   3 B  

02013 VB 程序设计 2.0 32 24 8      3 B  

08105 技术经济学 2.0 32 32       3 B  

04353 机械设计基础 3.0 48 46 2     3 B  

02217 流体力学模拟与实验 2.0 32 10 4 18   4 B  

05403 电工电子学Ⅱ 2.0 32 32       4 B  

BY02004 Matlab 编程技术 2.0 32 32       5 M  

04170 石油钻采机械 2.0 32 32       6 B  

20305 石油钻采装备工业实训 3.0 3 周       3 周 6 B  

20304 石油仪器技术 2.0 32 32       7 B  

BY02024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2.0 32 32       7 M  

BY07013 人工神经网络 2.0 32 32       7 M  

BY07021 高级软件工程 2.0 32 32       8 M  

专业

课程 

A：油

气井工

程类 

02127 钻井地质环境描述 2.0 32 32       6 B  

02304 油气层保护技术 2.0 32 32       7 B  

02305 钻井液工艺原理 2.0 32 28 4     7 B  

02116 钻井新技术 2.0 32 32       7 B  

02137 完井工程 2.0 32 32       7 B  

02143 固井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7 B  

02113 水射流理论与应用(双语) 2.0 32 32       8 B  

BY02053 油气井流体力学 2.0 32 32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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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2045 岩石破碎原理和方法 2.0 32 32       8 M  

BY02052 油气井管柱力学 2.0 32 32       8 M  

BY02043 现代钻井液技术 2.0 32 32       8 M  

BY02051 油气井工程测量理论和方法 2.0 32 32       9 M  

02123 定向钻井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9 B  

BY02030 射流动力学 2.0 32 32       9 M  

BY02043 煤层气开发概论 2.0 32 32       9 M  

BY06007 弹塑性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26 胶体界面化学 3.0  48 48       8 M  

BY02029 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14 计算固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15 计算流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23 系统工程与智能工程 3.0  48 48       8 D  

BY02008 高等管柱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10 高等完井工程 3.0  48 48       8 D  

BY02006 多相流理论 3.0  48 48       8 D  

B：油

气田开

发工程

类 

02311 油田污水处理 2.0 32 32       5 B  

02111 多相管流理论与计算(双语) 2.0 32 32       5 B  

02167 油田信息化与大数据应用 2.0 32 32       6 B  

02125 油藏驱替机理 2.0 32 32       6 B  

02144 泡沫理论与采油技术 2.0 32 32       7 B  

02120 有杆抽油系统 2.0 32 32       7 B  

02134 油气井防砂理论与技术 2.0 32 28 4     7 B  

02105 气藏工程(双语) 2.0 32 32       7 B  

02124 注蒸汽热力采油 2.0 32 26   6   7 B  

02155 油藏数值模拟方法与应用 2.0 32 28   4   7 B  

BY02049 油气藏经营管理 2.0  32 32       7 M  

BY02041 现代试井分析 2.0  32 32       7 M  

02003 油气田环境保护 2.0 32 32       8 B  

02315 油田化学品 2.0 32 32       8 B  

02139 典型油气田开发理论与方法 2.0 32 32       8 B  

BY02038 提高采收率原理与方法 2.0  32 32       9 M  

BY02014 高等油藏工程 2.0  32 32       8 M  

BY02054 油气井增产技术 2.0  32 32       8 M  

BY02007 采油化学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9 M  

BY02006 采油工程方案设计 2.0  32 32       8 M  

BY02010 高等采气工程 2.0  32 32       8 M  

BY02016 工业流变学(非牛顿流体力学) 3.0  48 48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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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2012 高等气藏工程 2.0  32 32       9 M  

BY02058 油田污水处理与防腐技术 2.0  32 32       8 M  

BY02026 胶体界面化学 3.0  48 48       8 M  

BY02029 人工举升理论 3.0  48 48       8 M  

BY02033 渗流物理 3.0  48 48       8 M  

BY02047 油藏数值模拟 3.0  48 48       8 M  

BY02006 多相流理论 3.0  48 48       8 D  

BY02018 渗流力学理论与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30 油气田开发科学与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22 提高油气采收率科学与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05 采油工程科学与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BY02050 油气储层波动力学 2.0  32 32       9 M  

C：海

洋油气

工程类 

02241 船舶工程基础 2.0  32 32       5 B  

06430 ANSYS 力学分析基础 2.0  32 32       5 B  

02417 海洋平台仪表及自动化 2.0  32 32       5 B  

02204 海洋法 2.0  32 32       6 B  

02206 海洋腐蚀与防护 2.0  32 32       7 B  

02407 海洋钻井监督 2.0  32 32       7 B  

02419 海洋油气工程实训 2.0  2 周       2 周 7 B  

BY02066 海洋石油地质学 2.0  32 32       7 M  

BY02022 海洋平台设计 2.0  32 32       7 M  

02405 海洋油气测试技术 2.0  32 32       8 B  

BY02065 现代检测技术 2.0  32 32       8 M  

BY02043 深水钻完井液技术 2.0  32 32       8 M  

BY01008 测井储层评价方法 2.0  32 32       8 M  

BY04083 系统安全技术 2.0  32 32       8 M  

BY04052 机械失效分析与防护 2.0  32 32       8 M  

BY02021 海洋平台强度分析 2.0  32 32       8 M  

BY02068 海洋油气开发环境污染与保护 2.0  32 32       8 M  

BY06007 弹塑性力学 3.0  48 48       8 M  

BY02014 计算固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15 计算流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65 海洋结构动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64 海洋油气工程理论和技术进展 3.0  48 48       8 D  

D：油

气储运

工程类 

05101 测量仪表与自动化 2.0  32 26 6     5 B  

05911 测量仪表与自动化课程设计 1.0  1 周       1 周 5 B  

06216 腐蚀与防腐 2.0  32 30 2     5 B  

06218 原油流变性及测量 2.0  32 28 4     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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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1 工程材料 2.0  32 32       5 B  

04211 金属焊接 2.0  32 28 4     5 B  

06238 管道瞬变流动理论与应用 2.0  32 28   4   6 B  

06141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2.0  32 32       6 B  

06217 储运工程最优化 2.0  32 28   4   6 B  

06226 油气计量技术 2.0  32 32       6 B  

06239 储运工程自动化 2.0  32 32       6 B  

06504 液化天然气利用技术 2.0  32 32       6 B  

06501 城市燃气输配 2.0  32 28   4   6 B  

03114 石油加工概论 2.0  32 32       6 B  

06227 储运工程施工 2.0  32 32       7 B  

06245 油气储运设施完整性管理 2.0  32 32       7 B  

06203 矿场油气加工 2.0  32 32       7 B  

06246 海上油气集输 2.0  32 32       7 B  

6222 油田水处理 2.0  32 32       7 B  

06247 储运工程法规 1.0  16 16       7 B  

06228 储运工程经济 2.0  32 32       7 B  

08116 工程项目管理 2.0  32 32       7 B  

06225 油气储运安全技术 2.0  32 32       7 B  

06248 原油处理与管输用剂 2.0  32 32       7 B  

06930 油气储运工程软件实训 2.0  2 周       2 周 7 B  

BY06018 高等工程热力学 3.0  48 48       9 M  

BY02011 高等流体力学 3.0  48 48       9 M  

BY06007 弹塑性力学 3.0  48 48       8 M  

BY06032 计算流体力学 3.0  48 48       8 D  

BY06069 油气储运系统最优化 2.0  32 32       9 M  

BY06054 天然气处理与加工 2.0  32 32       9 M  

BY06053 天然气储存及利用 2.0  32 32       8 M  

BY06015 腐蚀理论与防护技术 2.0  32 32       7 M  

BY06012 多相流理论与相分离技术 2.0  32 32       8 M  

BY06067 油气储运安全评估方法学 2.0  32 32       8 M  

BY06057 物理分离技术 2.0  32 32       9 M  

BY06041 流动与传热的数值计算 3.0  48 48       8 M  

BY09604 胶体与界面化学 3.0  48 48       9 M  

BY06068 油气储运系统分析 2.0  32 32       8 M  

E:跨学

科类 

08515 国际经济合作 2.0  32 32       3 B  

08106 项目管理 2.0  32 32       4 B  

10002 技术创新与管理 2.0 32 32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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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8 海洋学 2.0 32 32       5 B  

01128 油藏描述 2.0 32 32       5 B  

02203 海洋平台工程 2.0 32 32       6 B  

02205 海洋法规与海洋环保 2.0 32 32       6 B  

01210 地球物理勘探概论 2.0 32 32       7 B  

02210 海洋石油工程 2.0 32 32       7 B  

BY06028 固体力学 2.0  32 32       7 M  

BY08079 运筹学 2.0  32 32       7 M  

BY02039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8 M  

BY01101 现代数学地质 2.0  32 32       8 M  

BY06016 高等传热学 3.0  48 48       8 M  

BY06043 流体相平衡 2.0  32 32       8 M  

BY02011 工程计算力学 3.0  48 48       8 D  

BY02013 工程实验理论与技术 2.0  32 32       8 D  

02168 非常规油气开采 2.0 32 32       8 B  

01227 生产测井 2.0 32 32       8 B  

02006 石油工程 HSE 2.0 32 32       8 B  

BY00014 管理学 2.0 32 32       9 M  

BY08081 战略管理 2.0 32 32       9 M  

BY08054 经济学原理 2.0 32 32       9 M  

 

七、修读要求与建议 

1. 对不同培养方向学生修读指导建议 

培养方向 课程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S4 9 合计 10~18 

油气田开发工程 

油气井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必修 26 23 2 18 19 4 19.5 17.5 4 15.0 8.0 0 0 156 

学位 

论文 

建议选修 0 2 0 4 4 0 2 4 0 6.0 10.0 0 4 36 

总学分 26 25 2 22 23 4 21.5 21.5 4 21 18 0 4 192 

油气储运工程 

必修 26 23 2 18 19 4 17 15 4 19.0 8.0 0 0 155 

建议选修 0 2 0 4 4 0 4 6 0 4.0 9.0 0 4 37 

总学分 26 25 2 22 23 4 21 21 4 23 17 0 4 192 

2. 选修要求 

（1）要求至少取得10个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其中“人文艺术与哲学素养”、

“管理智慧与国际交流”、“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三大模块中至少取得6学分，6学分不

能全部属于同一模块。 

（2）要求至少取得本专业培养方向（油气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油气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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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海洋油气工程）选修课程中至少取得20个学分。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可

根据论文选题并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修跨学科其他专业的博士或硕士类课程，其学分

计入本专业培养方向选修课程学分。 

3.综合素质 

（1）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年至少16次，6年至少24次，9年至少30次。 

（2）在校级及以上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4年至少1次，6年至少2次，9年至少3

次。 

（3）参加导师的专题研讨会，前4年每学期1次主题发言。 

（4）前4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1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及导师科研项

目等。 

（5）在校期间至少有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6）按照学校学位授予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八、核心课程 

油气田开发工程：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 

油气井工程：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油藏工程、海洋油气工程装备 

油气储运工程：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输油管道设计与管理、油气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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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2018 级） 

1．学科大类内涵 

化学化工学科大类涵盖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反应及物质转化的一门科学，是创造新分

子和构建新物质的根本途径，是与其他学科密切交叉和相互渗透的中心科学。我校化

学学科成立于1981年，2006年、2011年相继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建

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2年）和物理化学山东省重点学科（2011年）；ESI国际排

名在1194个前1%上榜机构中排名436位（2018.01），全国第47位；2017年第四轮学科

评估结果为B-。在国家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我校

推进“双一流”建设、对新能源学科进行布局规划新任务的驱动下，学科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充分发挥化学作为中心学科的作用，主动推动与新能源领域的交叉融合，

旨在解决新能源转化与利用中的化学基础问题，形成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和突破点。学

科立足化学发展前沿，紧密结合学校特色，重点开展了石油及新能源利用中化学基础

问题的研究，在胶体与界面化学、新能源化学与材料等方向形成了自身优势与研究特

色。 

化学工程与技术是研究化学工业及其他过程工业中的物质转化、物质组成改

变、物质性状及其变化的共同规律，以及相关工艺与装备设计、操作和优化等关键

技术的一门工程技术学科。它以化学、物理、数学、化工热力学、传递过程原理、

化学反应工程、过程系统工程和分离工程等基础理论和方法为基本知识体系，以实

验研究、理论研究和模拟计算等为研究方法。通过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各领域，尤其

是资源加工、原材料生产、专用化学品生产等，不断丰富学科知识、创造专门技

术、培养高层次专门科技人才。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在1953年由原清

华大学化工系为主组建而成。1983年成立有机化工和应用化学博士点，1988年被国

家教委审定为国家重点学科。1998年学科调整后，获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本学科

建有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油气加工新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石油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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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等科学研究平台。本学科通过与生物、信息和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交叉融

合，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资源的深度和精细加

工、资源和能源的洁净与优化利用及环境污染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支

撑了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本学科面向石油和天然气两大战略

资源高效清洁加工利用的国家重大急需，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研究领域已拓展

到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形成了相互支撑的五个研究方向：油气转化

化学与加工技术、石油化工过程强化与节能、油气转化催化剂及新材料、石油化学

及新能源、生物化学与工程，已经成为我国石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石化行业

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依据学校建设“石油学科国际一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

展定位，围绕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基于社会发展与人才需求，化学化工学科大类将

继续秉持“面向重大需求，立足科学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引领行业技术”的指导思

想，通过学科交叉促进化学化工科学前沿进展和引领油气高效转化与利用等关键技

术创新，拓展石油替代资源及其加工技术研究，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2．本科专业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热爱祖国，

具有良好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通过系统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

实践工作，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创新能

力、开拓精神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在“化学工程与技术”和“化学”学科

领域中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培养方向 

石油炼制与化工、化学工程、催化与表界面化学、材料化学工程、精细化工、

生物化学与工程、煤化工、新能源化学与技术、合成化学。 

四、学习年限  

本硕学习年限一般为6年，本硕博学习年限一般为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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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 

培养方向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化工 148.5 151.5 157.5 19.5 28.5 28.5 168 180 186 

应化 139.5 142.5 148.5 28.5 37.5 37.5 168 180 186 

化学 141.0 144.0 150.0 27.0 36.0 36.0 168 180 186 

（1）第四学年学习结束，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前四学年的课程与环

节，达到本科生培养的要求，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 

（2）第六学年学习结束，未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

体班培养方案前六学年的课程与环节，完成硕士论文，达到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

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3）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的全部课

程与环节，完成博士论文达到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

予博士学位。 

六、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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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学化工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必修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 

内 

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 

外 

学 

时 

学 

期 

课程

属性 

备 

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03000 新生研讨课 1.0 16 16     1 B  

10101 基础外语(4-1) 3.0 48 48     1 B  

11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40   8  1 B  

12101 体育(4-1) 1.0 32 32     1 B  

20201 军训 2.0 3 周    3 周  1 B  

20202 军事理论 2.0 36 36     1 B  

10101 基础外语(4-2) 3.0 48 48     2 B  

11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16  2 B  

12101 体育(4-2) 1.0 32 32     2 B  

10101 基础外语(4-3) 3.0 48 48     3 B  

11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5.0 80 48   32  3 B  

12101 体育(4-3) 1.0 32 32     3 B  

10101 基础外语(4-4)学术外语 3.0 48 48     4 B  

1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0 48 32   16  4 B  

12101 体育(4-4) 1.0 32 32     4 B  

BY1101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16 16     6 M  

BY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 32 32     9 D  

BY00003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1.0 16 16     7 D  

学科

基础

课程 

09101 高等数学（2-1） 5.5 88 88     1 B  

07112 程序设计 2.0 32 32  (30)   1 B  

09607 无机及分析化学（2-1） 4.0 64 64     1 B 
 

0980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2-1） 2.0 48  48    1 B 

09109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56 56     2 B  

09101 高等数学（2-2） 5.0 80 80     2 B  

09301 大学物理（2-1） 3.0 48 48     2 B  

09607 无机及分析化学（2-2） 3.0 48 48     2 B 
 

0980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2-2） 2.0 48  48    2 B 

07112 高级程序设计 1.5 24 24  (20)   2 B  

09222 数值计算与实验 2 32 16 16 0   S1 B  

20101 金工实习 2.0 2 周    2 周  S1 B  

09301 大学物理（2-2） 2.0 32 32     3 B  

09401 大学物理实验 1.0 24  24    3 B  

09612 有机化学(2-1) 3.0 48 48     3 B 
 

09805 有机化学实验(2-1) 1.5 36  36    3 B 

09608 物理化学(2-1) 3.0 48 48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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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03 物理化学实验(2-1) 1.5 36  36    3 B  

09108 概率与数理统计（含应用统计） 3.0 48 48     4 B  

09612 有机化学(2-2) 3.0 48 48     4 B  

09805 有机化学实验(2-2) 1.5 36  36    4 B  

09608 物理化学(2-2) 3.0 48 48     4 B  

09803 物理化学实验(2-2) 1.5 36  36    4 B  

03101 化工原理（2-1） 4.0 64 64     4 B  

03914 化工原理实验（2-1） 0.5 13  13    4 B  

03991 认识实习 1.0 1 周    1 周  S2 B  

05402 电工电子学 I 3.0 48 38 10    5 B  

09236 数学建模实验 1.5 36  36    4 B 

化工三

选一 
03110 化工数值计算 2.0 32 16  16   6 B 

BY09001 最优化方法 2.0 32 32     6 B 

0321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3.0 48 48     5 B 
化学、

应化 

03101 化工原理（2-2） 3.0 48 48     5 B  

03914 化工原理实验（2-2） 0.5 15  15    5 B  

09609 仪器分析 3.0 48 48     6 B  

09804 仪器分析实验 2.0 48  48    6 B  

04341 工程制图 3.0 48 48     5 B 化

工、

应化 03418 化工安全与环保 2.0 32 32     5 B 

03903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2.0 2 周    2 周  5 B 

化工 

BY03113 化工热力学 3.5 56 56     5 B 

BY05102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 3.0 48 42 6    5 B 

BY03112 化学反应工程 3.5 56 56     6 B 

03134 化工传递过程基础 2.0 32 32     6 B 

03305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2.0 32 32     7 B 

专业

课 

03810 专业实验（3-1） 1.0 24  24    6 B 

BY03151 石油化工工艺学 4.0 64 64     7 B 

03993 生产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03810 专业实验（3-2） 1.0 28  28    7 B 

03104 化工设计 3.0 3 周 (16)   3 周  7 B 

03803 化工过程仿真实训 1.0 24  24    7 B 

03810 专业实验（3-3） 1.0 28  28    8 B 

专业

课 

03245 现代有机合成 2.0 32 32     5 B 

应化 

03220 石油化学 4.0 64 64     5 B 

03811 石油化学实验 2.0 48  48    5 B 

03213 油田应用化学 3.0 48 48     5 B 

03225 精细化工工艺学 3.0 48 48     6 B 

03817 综合化学实验 2.0 48  48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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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41 科研创新实验 1.0 24  24    S3 B 

03993 生产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专业

基础

课 

09626 有机合成 2.0 32 32     5 B 

化学 

 

09605 结构化学 3.5 56 56     6 B 

09632 催化化学 3.0 48 48     6 B 

09622 配位化学 2.0 32 32     6 B 

09604 胶体与界面化学 2.0 32 16     6 B 

09919 信息检索与网络资源利用 1.0     1 周  S2 B 

09816 综合性化学实验（3-1） 1.0 24  24    S2 B 

09816 综合性化学实验（3-2） 1.0 24  24    S3 B 

09816 综合性化学实验（3-3） 1.0 24  24    S4 B 

专业

课 

BY09819 研究性化学实验 I 2.0 48  48    5 B 

03503 生物化学 3.0 48 48     5 B 

BY09819 研究性化学实验 II 2.0 48  48    6 B 

03993 生产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硕士

必修

其他

环节 

BY03002 专业外语 1.0       8 M  

BY03003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1.0       8 M  

博士

研究

生专

业必

修课

程 

BY03004 石油化学与加工技术进展 1.5 24      13 

选二 

D 

 

BY03005 材料与催化技术进展 1.5 24      13  

BY03006 环境与生物技术进展 1.5 24      13 应

化、

化工

可选 
BY03033 化学反应与分离工程进展 1.5 24      13 

BY09044 现代化学进展 1.5 24      13 化学

可选 BY09042 现代分析科学 1.5 24      13 

综合

素质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 年 16 次，6 年 24 次，9 年 30 次） 

必修

环节 

学术研讨（前 4 年，每学期 1 次学业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 年 1 次，6 年 2 次，9 年 3 次） 

科技创新（前 4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 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及导师科研项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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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化工类本研一体化培养选修课程设置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

学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 

外 

学 

时 

学期 
课程

属性 
备注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08105 技术经济学 2.0 32 32     2 B 

通用选修 

03119 数据处理与实验设计 2.0 32 32     3 B 

08405 管理学基础 2.0 32 32     4 B 

03323 计算机辅助设计 1.5 24 24     S2 B 

03423 职业卫生学 2.0 32 32     5 B 

BY03454 安全管理 2.0 32 32     5 B 

10002 技术创新与管理 2.0 32 32     6 B 

BY08052 经济法 2.0 32 32     6 M 

BY07013 人工神经网络 2.0 32 32     7 M 

03225 精细化工工艺学 2.0 32 32     7 B 化工方向 

03210 精细化工设备 2.0 32 32     5 B 

化工、应

化方向 

04521 安全检测与监测 2.0 32 30 2    5 B 

BY03246 催化原理 3.0 48 48     6 B 

09605 结构化学 2.0 32 32     5 B 

01145 油气地球化学 2.0 32 32     5 B 

03235 现代无机合成 2.0 32 32     5 B 

03141 新能源与储能技术概论 2.0 32 32     5 B 

03107 化工过程模拟 2.0 32 32     6 B 

03203 重质油化学 2.0 32 32     6 B 

03211 精细化学品化学 2.0 32 32     6 B 

03105 煤化学 2.0 32 32     6 B 

03222 石油产品添加剂 2.0 32 32     6 B 

03411 生物化学基础 2.0 32 32     6 B 

BY03121 分离工程 3.0 48 48     6 B 

03137 新型碳材料 1.0 16 16     7 B 

03133 催化新材料与新型催化剂 1.0 16 16     7 B 

03124 能量利用过程原理 2.0 32 32     7 B 

03501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2.0 32 32     7 B 

03131 C1 化学与化工 1.0 16 16     7 B 

03123 天然气处理与加工 2.0 32 32     7 B 

03209 油田化学用剂 2.0 32 32     7 B 

03136 重质油加工技术 1.0 16 16     7 B 

03410 清洁生产工艺与 HSE 管理体系 2.0 32 32     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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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1 化工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0 16 16     7 B 

03125 清洁油品生产技术 1.0 16 16     7 B 

BY03021 固体表面化学 3.0 48 48     7 M 

BY09087 结构与量化基础 2.0 32 32     7 M 

BY03028 化工系统工程 3.0 48 48    48 7 M 

BY09604 胶体与界面化学 3.0 48 48    48 7 M 

BY03043 环境生物工程 2.0 32 32     7 M 

BY03077 分子模拟方法及应用 2.0 32 32     7 M 

BY03050 精细有机合成与工艺 2.0 32 32     7 M 

BY03005 材料合成原理与工艺 2.0 32 32     7 M 

BY03010 催化剂制备与表征 3.0 48 48     8 M 

BY03049 金属有机化学 3.0 48 48     8 M 

BY03058 膜分离工程 2.0 32 32     8 M 

BY03053 流态化工程 2.0 32 32     8 M 

BY03057 绿色化工技术 2.0 32 32     8 M 

BY03013 分子生物学 2.0 32 32     8 M 

BY03060 生物化学与工程 3.0 48 48     8 M 

03405 环境化学 2.0 32 32     5 B 

化学方向 

09627 中级无机化学 2.0 32 32     5 B 

09518 材料化学 2.0 32 32     5 B 

09610 油田化学 3.0 48 48     5 B 

09623 无机合成 2.0 32 32     5 B 

09630 波谱分析 2.0 32 32     6 B 

09629 计算化学 2.0 32 20  12   6 B 

09633 新能源化学 2.0 32 32     6 B 

09634 膜分离科学与技术 2.0 32 32     6 B 

09628 表面活性剂化学 2.0 32 32     6 B 

BY09048 高等无机化学 3.0 48 48    48 6 M 

BY09052 高等有机化学 3.0 48 48    48 6 M 

03220 石油化学 3.0 48 48     7 B 

03811 石油化学实验 2.0 48  48    7 B 

09001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0 16 16     7 B 

BY09049 高等物理化学 3.0 48 48    48 7 M 

BY09050 高等仪器分析 3.0 48 48    48 7 M 

BY09103 实验化学原理及方法 2.0 32 32     7 M 

BY09013 超分子化学 2.0 32 32     7 M 

BY09130 有机官能团分析方法 2.0 32 32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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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9044 高等配位化学 2.0 32 32     8 M 

BY09131 有机合成方法学 3.0 48 48     8 M 

BY09057 固体化学原理 2.0 32 32     8 M 

BY03049 金属有机化学 3.0 48 48     8 M 

 

六、其他 

1.必修环节中的专业外语课程，由导师指导查阅一定数量的专业外文文献资

料，提交英文文献阅读报告，导师审查并评定成绩。 

2.研究生培养环节的选修课程学分至少为9学分，由导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合

理选择。 

3.学位论文需要达到化学或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硕博士学位论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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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材料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2018 级） 

一、学科大类概况 

机械材料大类包含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3个一级

学科，涵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车辆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

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化

学等9个本科专业。 

目前，本学科大类拥有海洋物探及勘探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采油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协同创新中心、青岛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等

科技创新与教学实验平台，建成了一支由双聘工程院院士、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德国洪堡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

省教学名师等组成的学科团队，拥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山东省教学创新团

队、青岛市科技创新团队，是一支老中青结合、学术思想活跃、科技攻关与教学力

强的团队，构建了完善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拥有完善和先进的教学科研

基础设施，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和显著成绩，已成为我

国油气工程装备、海洋石油工程装备及其材料工程领域重要的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

才培养基地，为我国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等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术人

才，一批毕业生已成为所在单位或行业的技术领军人物。 

二、培养目标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重点围绕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培养掌握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

识，具有国际化视野，具备独立从事创新性科研工作能力，能够在本学科领域取得

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学术与技术领军人才，部分拔尖人才的培养质量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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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方向 

本学科大类分为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热能工程、化工过程

机械五个培养方向。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机械设计及理论、海洋石油装备、机械电子工程、机械

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材料物理与化学、工程热物

理、热能工程、化工过程机械。 

四、学习年限 

本硕学习年限一般为6年，本硕博学习年限一般为9年。 

五、学分要求 

培养方向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机械工程 142 164 21 26 160 190 

车辆工程 147 166 13 24 160 190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0 163 14 26 164 189 

热能工程 150 164 15 26 165 190 

化工过程机械 142.5 161.5 17.5 28.5 160 190 

六、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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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械材料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必修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备注 培养方向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09000 新生研讨课 1.0 16 16    1 B  

11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40   8 1 B  

10101 基础外语(4-1) 3.0 48 48    1 B  

12101 体育（4-1） 1.0 32 32    1 B  

20201 军训 2.0 3 周    3 周 1 B  

20202 军事理论 2.0 32 32    1 B  

07112 程序设计基础 2.0 32 32  24  1 B  

07112 高级程序设计 1.5 24 24  16  2 B  

11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16 2 B  

10101 基础外语(4-2) 3.0 48 48    2 B  

12101 体育（4-2） 1.0 32 32    2 B  

11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48   32 3 B  

10101 基础外语(4-3) 3.0 48 48    3 B  

12101 体育（4-3） 1.0 32 32    3 B  

1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48 32   16 4 B  

10101 基础外语(4-4) 3.0 48 48    4 B  

12101 体育（4-4） 1.0 32 32    4 B  

20401 创造学基础 2.0 32 32    6 B  

BY00003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1.0 16 16    7 D  

BY11018 自然辩证法 1.0 16 16    8 M  

BY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 32 32    9 D  

07939 计算机综合实训 1.5     1.5 周 S1 B  

学科

基础

课程 

09201 数学分析（2-1） 5.5 88 88    1 B  

09109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56 56    1 B  

04341 工程制图 4.0 64 64    1 B  

09601 大学化学 3.5 54 46 8   2 B  

09201 数学分析（2-2） 6.0 96 96    2 B  

09302 基础物理Ⅰ 4.0 64 64    2 B  

09401 基础物理实验（2-1） 1.0 24  24   2 B  

05402 电子电工学Ⅰ 2.5 40 30 10   2 B  

09236 数学建模实验 1.5 36  36   S1 B  

20101 金工实习 4.0 4 周    4 周 S1 B  

09302 基础物理Ⅱ 4.0 64 64    3 B  

09302 基础物理实验（2-2） 1.0 24  24   3 B  

09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含应用统

计） 
3.0 48 48    3 B  

09222 
数值计算方法（含数值计算、数值分

析） 
3.0 48 48    3 B  

05402 电子电工学Ⅱ 2.5 40 30 10   3 B  

06411 理论力学 3.0 48 48    3 B  

09221 
数学物理方法（含复变函数、数理方

程） 
4.0 64 64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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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91 物理创新专题实验 1.0 24  24   4 B  

04351 机械原理 3.0 48 48    4 B  

06412 材料力学 3.0 48 48    4 B  

04231 工程材料 2.0 32 32    4 B 非材料方向  

09608 物理化学 3.0 48 48    3 B 
材料方向 

04201 材料科学基础 3.5 56 56    4 B 

05941 电子电工学实习 2.0 2 周    2 周 S2 B  

04135 控制工程基础 3.0 48 48    5 B  

04352 机械设计 3.0 48 48    5 B  

04946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3.0 3 周    3 周 S3 B  

BY00008 泛函分析 3.0 48 48    7 M 

三选一 BY09701 科学与工程计算 3.0 48 48    7 M 

BY00005 矩阵分析 3.0 48 48    7 M 

BY04545 高等工程流体力学 3.0 48 48    7 M  

BY06426 弹塑性力学 3.0 48 48    8 M 非热工方向 

专业

课程 

04114 流体力学与流体传动 3.5 56 48 8   5 B 

机械工程

方向 

04990 互换性综合实践训练 2.0 2 周     5 B 

04131 机械制造工程基础 3.0 48 46 2   5 B 

04183 油气装备工程 3.0 48 44 4   6 B 

04112 机电信息检测与处理技术 2.5 40 34 6   6 B 

04993 专业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BY04054 机械振动 3.0 48 48    7 M 

04994 专业综合设计 3.0 2 周    2 周 8 B 

04617 专业外语综合实践 1.0 1 周    1 周 8 B 

04110 计算机辅助机械工程 3.0 48 48    8 B 

BY04546 机电系统分析与设计 3.0 48 24 24   8 M 

BY04042 机械工程控制理论 3.0 48 48    9 D 

专业

课程 

04131 机械制造工程基础 3.0 48 46 2   5 B 

车辆工程

方向 

04368 汽车液压与气动控制 3.0 48 42 6   5 B 

04704 汽车发动机原理 2.0 32 32    5 B 

04949 汽车拆装实习 2.0 2 周    2 周 S2 B 

04703 汽车构造 3.0 48 42 6   6 B 

04302 汽车理论 3.0 48 42 6   6 B 

04950 汽车专业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04702 汽车设计 2.0 32 32    7 B 

04381 汽车试验学 3.0 48 32 16   7 B 

04004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04994 专业综合设计 3.0 3 周    3 周 8 B 

BY04054 机械振动 3.0 48 48    8 M 

BY04042 机械工程控制理论 3.0 48 48    9 D 

专业

课程 

04931 机械热加工实习 2.0 2 周    2 周 S2 B 

材料科学

与工程方

向 

04279 材料加工传输原理 3.0 48 48    5 B 

04203 材料工程基础 2.5 40 40    5 B 

04236 材料性能学 2.5 40 40    5 B 

04204 材料分析技术 2.5 40 40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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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09 金属腐蚀学 2.5 40 40    6 B 

04227 焊接结构 2.0 32 32    6 B 

04277 材料成型原理 2.5 40 40    6 B 

04993 专业实习 4.0 4 周    4 周 S3 B 

04276 材料成型工艺与设备 2.5 40 40    6 B 

04278 材料焊接性 2.0 32 32    7 B 

专业

课程 

06312 工程热力学 4.0 64 64    3 B 

热能工程

方向 

02221 工程流体力学 3.5 56 56    4 B 

06370 热工实验(2-1) 0.5 12 12    4 B 

06311 传热学 3.5 56 56    5 B 

06303 工程燃烧学 2.5 40 40    5 B 

06370 热工实验(2-2) 1.5 36 36    5 B 

06304 计算传热学基础 2.0 32 32    6 B 

06371 能源与动力装置基础 3.5 56 56    6 B 

06313 锅炉原理 3.0 38 38    6 B 

06947 锅炉课程设计 2.0 2 周    2 周 6 B 

06993 专业实习 3.0 3 周    3 周 S3 B 

06996 专业综合设计 3.0 3 周    3 周 8 B 

BY06048 热物理近代测试技术 2.0 32 32    8 M 

BY06050 现代传热传质理论 2.0 32 32    9 D 

专业

课程 

03102 化学工程基础 3.0 48 48    5 B 

化工过程

机械方向 

03138 石油化工工艺与设备 2.0 32 32    6 B 

03991 专业外语 1.0 16 16    6 B 

03375 过程装备测控技术 2.0 32 32    6 B 

03307 过程设备设计(2-1) 3.0 48 48    6 B 

03810 专业实验(2-1) 1.0 16 16    6 B 

03991 认识实习 2.0 2 周    2 周 S3 B 

03992 生产实习 4.0 4 周    4 周 S5 B 

03339 过程流体机械 2.5 40 40    7 B 

03307 过程设备设计(2-2) 2.0 32 32    7 B 

03810 专业实验(2-2) 1.0 16 16    7 B 

03001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0 16 16    7 B 

BY06016 高等工程热力学 3.0 48 48    7 M 

BY06015 高等传热学  3.0 48 48    8 M 

综合素质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 年 16 次，6 年 24 次，9 年 30 次） 

必修环节 

学术研讨（前 4 年，每学期 1 次学业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 年 1 次，6 年 2 次，9 年 3 次） 

科技创新（前 4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 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

及导师科研项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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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械材料类本研一体化培养选修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备注 培养方向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专 

业 

课 

程 

04104 计算机仿真技术 2.0 32 26  6  5 B 

机械工程 

04120 摩擦学设计 2.0 32 30 2   7 B 

04128 石油工程流体机械 2.0 32 28 4   5 B 

04181 微控制器原理与接口技术 2.5 40 32 8   5 B 

04111 机电系统计算机控制 2.0 32 26 6   6 B 

04199 数字逻辑电路 2.0 32 28 4   6 B 

04103 智能工程 2.0 32 32    6 B 

04109 海洋石油装备概论 2.0 32 30 2   6 B 

04186 非常规能源装备 2.0 32 28 4   6 B 

04187 水下生产系统 2.0 32 32    6 B 

04005 机械制造工艺学 2.5 40 36 4   6 B 

04138 数控加工与编程技术 2.0 32 28 4   6 B 

04139 先进制造技术 2.0 32 30 2   6 B 

04615 机械装备智能化技术 2.0 32 32    6 B 

04198 机械完整性检测（双语） 2.0 32 28 4   7 B 

04190 制造业信息化技术 2.0 32 32    7 B 

04192 机电传动与控制 2.0 32 32    7 B 

BY04043 机电系统动力学 2.0 32 32    7 M 

BY04044 机械科学与工程进展 2.0 32 32    9 D 

04398 车辆空气动力学与造型 2.0 32 32    4 B 

车辆工程 

04111 机电系统计算机控制 2.0 26 6    6  

04181 微控制器原理与接口技术 2.5 40 32 8   5 B 

04305 新能源汽车技术 2.0 32 30 2   5 B 

04355 机械优化设计 2.0 32 32    6 B 

04380 车辆制造工艺学 2.0 32 28 4   6 B 

04374 车辆系统动力学 2.0 32 32    6 B 

04707 电机传动系统控制 2.0 32 28 4   6 B 

04373 工程车辆设计 2.0 32 32    6 B 

04706 汽车传动理论 2.0 32 32    6 B 

04171 机械参数测试技术 2.0 32 28 4   6 B 

04378 车身结构与设计 2.0 32 30 2   7 B 

04376 汽车安全性设计 2.0 32 32    7 B 

BY04548 近海石油工程与装备 2.0 32 32    8 M 

BY04043 机电系统动力学 2.0 32 32    7 M 

BY04044 机械科学与工程进展 2.0 32 32    8 M 

02118 石油工程概论 2.0 32 32    4 B 

材料科学

与工程 

04248 摩擦与磨损 2.0 32 32    6 B 

04249 电化学过程综合实践 2.0 2 周    2 周 6 B 

04244 功能材料 2.0 32 32    6 B 

04261 石油装备概论 2.0 32 32    6 B 

04202 材料失效分析 2.0 32 32    7 B 

04220 表面工程 2.0 32 32    7 B 

04218 无损检测技术 2.0 32 32    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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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4041 焊接物理冶金学 3.0 48 48    7 M 

BY04265 电化学过程原理级应用 2.0 32 32    7 M 

BY04021 材料合成与制备 3.0 48 48    8 M 

BY04060 金属强度与断裂 3.0 48 48    8 M 

BY04027 腐蚀电化学研究方法 3.0 48 48    8 M 

BY04296 材料工程中的数值模拟 2.0 32 32    8 M 

BY04060 金属焊接及断口分析 2.0 32 32    8 M 

专 

业 

课 

程 

06320 空气调节技术 2.0 32 32    5 B 

热能工程 

06315 供热工程 3.0 48 48    6 B 

06344 内燃机结构与原理 3.0 48 48    6 B 

04346 机械 CAD 基础 2.0 32 32    6 B 

06304 计算传热学基础 2.0 32 32    6 B 

06326 热工系统自动控制 2.0 32 32    6 B 

06316 换热器原理与设计 2.0 32 32    6 B 

06004 专业外语 2.0 32 32    7 B 

06327 热力发电厂 2.0 32 32    7 B 

06324 洁净煤燃烧发电技术 2.0 32 32    7 B 

BY06031 过程用能分析 2.0 32 32    8 M 

BY06060 现代热采理论与实践 2.0 32 32    9 M 

BY06062 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 2.0 32 32    8 M 

BY06023 工程热物理进展 2.0 32 32    9 D 

专 

业 

课 

程 

03378 化工设备制造与检测技术 2.0 32 32    7 B 

化工过程

机械 

03319 非均相分离技术及设备 2.0 32 32    7 B 

BY03054 流固两相流 2.0 32 32    8 M 

BY03053 流动参数测试技术 2.0 32 32    8 M 

BY03056 流体润滑理论 2.0 32 32    8 M 

BY06038 流动与传热的数值计算 2.0 32 32    8 M 

03318 传热强化技术    2.0 32 32    8 B 

03309 化工装备密封技术 2.0 32 32    8 B 

03201 流态化工程 2.0 32 32    8 B 

BY03038 腐蚀理论与防护技术 2.0 32 32    8 M 

BY03034 承压设备完整性评估技术  2.0 32 32    8 M 

BY03337 过程装备仿真技术 2.0 32 32    8 M 

BY03052 金属材料失效分析 2.0 32 32    8 M 

BY04297 金属强度与断裂 2.0 32 32    8 M 

BY04171 机械参数测试技术 2.0 32 32    8 M 

BY06043 热物理近代测试技术 2.0 32 32    8 M 

BY05358 系统建模与仿真 2.0 32 32    8 M 

03330 机械设备故障诊断技术 2.0 32 32    8 B 

03335 化工单元控制技术 2.0 32 32    8 B 

BY08009 技术经济学 2.0 32 32    8 M 

BY03060 现代多相流理论    3.0 48 48    11 M 

BY03036 多相流动与分离工程进展 2.0 32 32    11 M 

BY03057 燃烧、传热过程及工程进展 2.0 32 32    11 M 

BY03055 流体机械及工程进展 2.0 32 32    11 M 

BY03034 承压设备完整性分析进展 2.0 32 32    11 M 

BY06010 动力机械及工程进展 2.0 32 32    1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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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6058 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 1.0 16 16    7 M 

 

七、修读要求与建议 

1. 选修学分 

本大类分为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热能工程和化工过程

机械等五个培养方向。专业课程模块按培养方向划分，学生必须取得所属培养

方向所有专业核心课程学分；专业选修课程学分满足所属培养方向专业选修学

分要求，其中取得所属培养方向专业选修课程学分不少于16学分，其它培养方

向专业课程学分不少于4学分。 

2.综合素质 

（1）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年至少16次，6年至少24次，9年至少30次。 

（2）在校级及以上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4年至少1次，6年至少2次，9年

至少3次。 

（3）参加导师的专题研讨会，前4年每学期1次主题发言。 

（4）前4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1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及导

师科研项目等。 

（5）在校期间，在校期间至少有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每生应有3个月

及以上的国际交流经历或参加至少2次境外国际顶尖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6）按照学校学位授予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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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信息类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 

（2018 级） 

一、学科大类概况 

本大类学科拥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控制科学与工程；3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控制科学与工程（含有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信息与通信工程（含有2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电气工程（含有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建有1个省级重点

学科：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设有4个本科专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电子信息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其中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自动

化专业”与2个山东省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 

依据学校建设“石油学科国际一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的发展定位，围绕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基于社会发展与人才需求，学院各学科

把握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气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围绕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服务石油石化，服务地方经济，在石油石化及海洋领域的

过程控制、故障诊断、测控设备开发、智能信息处理、节能控制、小电流接地

选线、油田电网优化及能源互联网等领域形成了特色和优势。 

二、培养目标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遵纪

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身心健

康，德智体全面发展。 

2.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具有本学科坚实宽

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广博的科学视野；具有学术创新能力、

开拓精神和独立从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学科领

域高水平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工程技术上做出创新性成果；具有良

好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3.能熟练使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资料及撰写科研论文。 

三、培养方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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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程、智能信息处理、信号检测与处理、下一代通信网理论与技术、无线通

信系统与技术、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力系统自动化、电机与电器。 

四、学习年限 

本硕学习年限一般为6年，本硕博学习年限一般为9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培养方向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140 150 158 20 30 32 160 180 190 

信息与通信工程 140 150 158 20 30 32 160 180 190 

电气工程 140 150 158 20 30 32 160 180 190 

（1）第四学年学习结束，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前四学年的课程与

环节，达到本科生培养的要求，颁发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 

（2）第六学年学习结束，未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

研一体班培养方案前六学年的课程与环节，完成硕士论文，达到硕士研究生培

养要求，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3）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修完本研一体班培养方案的全

部课程与环节，完成博士论文达到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

证书，授予博士学位。 

六、指导性修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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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气信息类本研一体化培养必修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类型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通识

教育

课程 

05000 新生研讨课 1.0 16 16       1 B   

11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40     8 1 B   

10101 基础外语(4-1) 3.0 48 48       1 B   

12101 体育（4-1） 1.0 32 32       1 B   

20201 军训 2.0 3 周       3 周 1 B   

20202 军事理论 2.0 32 32       1 B   

05223 程序设计基础 2.0 32 32   24   1 B   

05229 高级程序设计 1.5 24 24   16   2 B   

11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32     16 2 B   

10101 基础外语(4-2) 3.0 48 48       2 B   

12101 体育（4-2） 1.0 32 32       2 B   

11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0 80 48     32 3 B 

  

10101 基础外语(4-3) 3.0 48 48       3 B   

12101 体育（4-3） 1.0 32 32       3 B   

1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48 32     16 4 B   

10101 基础外语(学术英语) 3.0 48 48       4 B   

12101 体育（4-4） 1.0 32 32       4 B  

BY00003 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 1.0 16 16       7 D  

BY1101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16 16       8 M  

BY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 32 32       9 D   

05934 程序设计实训 1.5         
1.5

周  
S1 B 

  

20401 创造学基础 2.0 32 32       6 B   

学科

基础

课程 

09201 数学分析（2-1） 5.5 88 88       1 B  

09109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3.5 56 56       1 B  

09201 数学分析（2-2） 6.0 96 96       2 B  

09302 基础物理Ⅰ 4.0 64 64       2 B  

09401 基础物理实验（2-1） 1.0 24   24     2 B  

09236 数学建模实验 1.5 36   36     S1 B  

09108 概率与数理统计（含应用统计） 3.0 48 48       3 B  

09222 数值计算方法 3.0 48 48       3 B  

09221 数学物理方法 4.0 64 64       3 B  

09302 基础物理Ⅱ 4.0 64 64       3 B  

09302 基础物理实验（2-2） 1.0 24   24     3 B  

09991 物理创新专题实验 1.0 24   24     4 B  

BY00008 泛函分析 3.0 48 48       7 M 
四选二 

BY09701 科学与工程计算 3.0 48 48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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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0005 矩阵分析 3.0 48 48       7 M 

BY00010 随机过程 3.0 48 48       7 M 

04343 工程制图 2.0 32 32       1 B 

大类学

科基础

课程 

05318 电路分析 4.5 72 56 16     2 B 

20101 金工实习 2.0 2 周         S1 B 

05404 模拟电子技术 4.0 64 48 16     3 B 

05405 数字电子技术 3.0 48 38 10     3 B 

05942 FPGA 系统设计 2.0 32 16 16     4 B 

05211 微机原理 4.5 72 56 16     4 B 

05111 自动控制原理 4.5 72 62 10     4 B 

05201 信号与系统 4.0 64 56 8     4 B 

专业

课 

05333 电机学（I） 3.5 56 48 8     3 B 

电气工

程模块 

05333 电机学（II） 3.0 48 40 8     4 B 

05408 电力电子技术 3.5 56 44 12     4 B 

05926 电力电子课程设计 1.5 
1.5

周  
      

1.5

周  
S2 B 

05320 电力工程 3.5 56 56      5 B 

05924 电力工程课程设计 1.5 
1.5

周  
      

1.5

周  
5 B 

05304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3.5 56 46 10     5 B 

05305 电力系统分析 3.0 48 48       6 B 

BY05020 高等电力网络分析 3.0 48 48       7 M 

BY05018 动态电力系统 3.0 48 48       7 M 

BY05026 交流电机动态分析 3.0 48 48       7 M 

BY05035 现代电力电子学 3.0 48 48       8 M 

09601 大学化学 3.5 54 46 8     2 B 

控制科

学与工

程 

03101 化工原理 3.0 48 42 6     4 B 

05107 传感器与检测基础 3.0 48 40 8     5 B 

BY05040 线性系统理论 5.0 80 72 8     5 M 

05128 过程控制仪表与装置 3.0 48 40 8     6 B 

05112 过程控制工程 3.5 56 48 8     6 B 

05114 控制系统仿真技术 2.0 32 26 6     6 B 

BY05046 智能控制技术及应用 3.0 48 40     8  8 M 

05151 工程光学 2.5 40 32 8     4 B 

05167 测试信号分析与处理 3.0 48 42 6     5 B 

04164 精密机械设计 2.5 40 40       5 B 

05163 控制技术与系统 3.0 48 40 8     6 B 

05142 仪器设计技术基础 3.0 48 40 8     6 B 

BY05036 现代检测技术 3.0 48 48       7 M 

BY05170 现代故障诊断技术 3.0 48 48       7 M 

BY05169 鲁棒控制理论 3.0 48 48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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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3 高频电子线路 2.5 40 32 8     5 B 

信息与

通信工

程模块 

05206 数字信号处理 3.0 48 48       5 B 

05245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3.0 48  48        5 B 

05037 信息论基础 2.0 32 32       5 B 

05208 通信原理 3.5 56 56       6 B 

05231 电子信息系统设计 2.0 32 32       6 B 

05931 通信系统综合实验 2.0 2 周       2 周 6 B 

BY07038 现代数字通信 3.0 48 48       8 M 

BY05039 现代信号处理 3.0 48 48       8 M 

BY07029 通信网理论 3.0 48 48       8 M 

05001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1.0 16 16       7 B 

实践模

块 

05991 专业认识实习 1.0 1 周        1 周  S2 B 

05949 单片机系统实训 2.0 2 周        2 周  S2 B 

05918 高速数字处理系统设计 2.0 2 周        2 周  5 B 

05902 电机控制综合实践 2.0 2 周        2 周  S3 B 

05901 电力系统综合实践 2.0 2 周        2 周  S3 B 

05903 新能源发电综合实践 2.0 2 周        2 周  S3 B 

05164 测控仪器课程设计 3.0 2 周        2 周  S3 B 

05905 测控系统综合设计 3.0 3 周        3 周  7 B 

05913 专业综合实验 3.0 3 周        3 周  7 B 

05912 自动控制课程设计 1.5 
1.5

周  
      

1.5

周  
S3 B 

05993 专业生产实习 1.5 
1.5

周  
      

1.5

周  
S3 B 

05919 电子信息创新实践 3.0 3 周        3 周  S3 B 

综合素质 

学术讲座（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 年 16 次，6 年 24 次，9 年 30 次） 

必修环

节 

学术研讨（前 4 年，每学期 1 次学业导师研讨，主题发言） 

学术报告（主讲学术报告，4 年 1 次，6 年 2 次，9 年 3 次） 

科科技创新（前 4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 1 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

专项以及导师科研项目等） 

国际化（至少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专业外语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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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气信息类本研一体化培养选修课程设置 

电气工

程模块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期 备注 
讲授 实验 上机 实践 

05338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 32 26 6   6 B  

053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4.0 64 48 16   6 B  

05341 太阳能发电技术 2.0 32 24 8   6 B  

05342 风力发电技术 2.0 32 24 8   6 B  

05311 高电压技术 2.0 32 32    6 B  

05343 微电网分析与控制 2.0 32 26 6   7 B  

05344 电能质量分析与控制 2.0 32 32    7 B  

05345 柔性输配电技术 2.0 32 32    7 B  

BY05356 电力系统故障检测与诊断 2.0 32 32    7 M  

BY05357 电力系统优化规划 2.0 32 32    7 M  

BY05355 智能电网技术 2.0 32 32    8 M  

控制科

学与工

程模块 

07247 数据库技术 2.0 32 32    3 B 

05124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2.0 32 32    4 B 

05123 虚拟仪器导论 2.0 32 24 8   5 B 

05162 工业分析仪表 2.0 32 32    6 B 

05108 智能仪表开发 2.0 32 22 10   6 B 

05156 工业过程建模 2.0 32 26 6   6 B 

05115 计算机控制 2.0 32 22 10   6 B 

05158 系统故障诊断技术 2.0 32 32    6 B 

05159 工业网络控制系统 2.0 32 32    6 B 

05133 软测量技术及应用 2.0 32 28 4   7 B 

05160 油气田自动化 2.0 32 32    7 B 

05132 先进控制技术（包括非线性系统） 4.0 64 56 8   7 B 

05135 系统工程 2.0 32 32    7 B 

BY05033 微弱信号检测原理与技术 2.0 32     7 M 

05112 
石油化工仪器仪表（包括分析仪

表） 
2.0 32 32    7 B 

BY00010-1 随机估计与控制 2.0 32 32    7 D 

BY05024 化工过程动态学 2.0 32 32    7 D 

信息与

通信模

块 

05246 数据结构与算法基础 2.0 32 32    2 B 

05247 Linux 应用 2.0 32 32    2 B 

05214 数据库系统 2.0 32 24 8   4 B 

05207 数字图像处理 2.0 32 32    6 B 

05225 数字语音处理 2.0 32 32    6 B 

05233 地震信号数字处理 2.0 32 32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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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40 海洋信息探测与处理 2.0 32 32    6 B 

05234 雷达信号处理 2.0 32 32    6 B 

BY05252 无线通信原理 2.0 32 32    7 M 

BY05251 数据挖掘 2.0 32 32    8 M 

BY05253 高级软件工程 2.0 32 32    8 M 

 学科交

叉模块 

05202 数据采集系统 2.0 32 32    5 B 

05138 嵌入式系统开发 2.0 32 24 8   5 B 

05336 DSP 数字控制技术 2.0 32 32    5 B 

02118 石油工程概论 2.0 32 32    5 B 

03114 石油加工概论 2.0 32 32    5 B 

06201 油气储运概论 2.0 32 32    5 B 

BY05254 PLC 及可编程控制技术 2.0 32 28 4   5 B 

05137 无线传感网络 2.0 32 26 6   6 B 

05243 电磁场与电磁波 2.0 32 32    6 B 

05157 机器人及运动控制系统 2 32 26 6   6 B 

05155 智能优化算法及其应用 2.0 32 32    6 B 

05160 物联网控制技术 2.0 32 24 8   7 B 

BY05255 大数据与云计算 2.0 32 32    8 M 

BY05256 时间序列分析 2.0 32 32    8 M 

BY09001 最优化方法 2.0 32 32    8 M 

BY05168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 2.0 32 32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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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读要求与建议 

1. 选修建议计划 

专业 

方向 
课程 1 2 S1 3 4 S2 5 6 S3 7 8 S4 9 合计 

控制方向 

必修 25 21.5 5 31 29 1 13 15 4 5.5 6 0 2 158 

选修 0  2 0  0  2 0 8 6 0  10 4 0 0 32 

合计 25 23.5 5 31 31 1 21.0 21 2 15.5 11 2 2 190 

电气方向 

必修 25 21.5 5 31 29 1 13 15 4 5.5 6 0 2 158 

选修 0 2 0 0 2 0 8 6 0 10 4 0 0 32 

合计 25 23.5 5 31 31 1 21.0 21 2 15.5 11 2 2 190 

电子方向 

必修 25 21.5 5 31 29 1 13 15 4 5.5 6 0 2 158 

选修 0 2 0 0 2 0 8 6 0 10 4 0 0 32 

合计 25 26.5 5 33 29.5 3 20.5 17.5 3 15.5 10 0 2 190 

 

2. 选修要求 

（1）必修专业课由通用模块、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和电气工程3

个方向模块以及实践模块构成。学生根据情况从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和电气工程3个必须模块中修满21.5学分，并从通用实践模块中修满8学分。 

（2）专业选修课由3个方向模块和学科交叉与前沿模块构成，共32学分，其中

必修课多修的学分可以抵专业选修课学分。通识教育选修6个学分。 

3. 综合素质 

（1）选听学术专题讲座，4年至少16次，6年至少24次，9年至少30次。 

（2）在校级及以上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4年至少1次，6年至少2次，9年至少3

次。 

（3）参加导师的专题研讨会，前4年每学期1次主题发言。 

（4）前4年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1项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包括各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自主创新科研计划、科技创新挑战杯专项以及导师科研项

目等。 

（5）必修环节中的专业外语课程，由导师指导查阅一定数量的专业外文文献资

料，在开题阶段提交一份外语文献阅读报告，交导师审查并评定成绩。 

（6）在校期间至少有一次境外学术交流经历。 

（7）按照学校学位授予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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