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油气井工程  学科代码：082001 

所属一级学科:  0820 石油天然气与工程 

 

一、学位授权点简介 

油气井工程学科隶属于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一级学科。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学科是学校优势特色学科和国家“211工程”、“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

点建设学科，1961年获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 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授予

权，2007 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2017 年被确定为国家“双一流建

设学科”。 

本学科主要研究油气井建井过程中岩石、流体、管柱三者自身物理、力

学、化学基本特征及相互作用规律，以及相应控制技术。以服务国家重大能

源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油气资源（特别是深层、深水、页岩/致密油气、煤

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及地热资源等安全、高效、智能化钻完井为主攻目

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汇聚国内外一流学科人才队伍，建设国际一流学科

平台，构建科教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学科交叉与国际化，创新油

气井工程理论、方法和技术，培养科学素养高、理论基础扎实、科研创新能

力强、学术视野广的油气井工程专业人才。 

二、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能源战略发展需求，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

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国际化视野，具有

较强的学术创新能力，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或工程技术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在

思想政治方面，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增强爱国热情和家

国情怀；在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方面，培养学生筑牢油气井工程学科系统的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针对本研究领域存在的科学技术难题，学生应当能制定合

理的研究技术路线，综合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学术研究，能够紧密结合

生产实际开展技术研发与应用。  

 

 



三、培养方向 

表 1 培养方向列表 

序号 培养方向名称 特色与优势 

1 油气井信息与控制工程 

以测控理论、系统工程、计算机、机械原理等理论为基础，

主要针对钻井过程中的井眼轨迹控制、钻井信息技术、旋

转导向、连续管与自动化钻井随钻测控理论与技术等开展

研究工作，为高效闭环控制自动化钻井和智能化钻井提供

先进的测控手段和理论方法。 

2 油气井岩石力学与工程 

以油气钻、采及储层改造过程中涉及到的深部地层为研究

对象，主要针对油气井建井过程中涉及到的地层基础力学

参数评价、破岩技术、井壁稳定、出砂预测、水力压裂等

岩石力学问题开展研究工作，为复杂油气井安全、高产提

供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持。 

3 油气井流体力学与工程 

以油气钻井、完井和增产改造过程中涉及到的井筒流体为

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油气井工程中涉及到的牛顿流体、非

牛顿流体、多相流体、高压射流在井筒中的流动规律及其

工程应用开展研究工作，为安全、高效钻井提供基础理论

和技术支持。 

4 油气井化学与工程 

以油气钻完井过程中的井筒工作液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

工作液化学与流体力学的性能控制、化学处理剂研制与作

用机理分析、工作液与环境（压力、温度、地层、流体等）

相互作用等开展研究工作，为安全、经济、环保的钻完井

井筒工作液提供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持。 

 

四、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学术交流相结

合的方式，实行个别导师指导或团队导师指导。 

主要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 

基本学习年限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 课程设置 

    表 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构成 

课程类型 
学分

要求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期 说明 

必修

课 

公共

必修

课 

5 学分 
GB00003M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6 2 1   

GB00004M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2   



GB00006M 第一外国语 32 2 1   

基础

理论

课 

2 学分 

JL00002M 应用统计方法与数据科学 32 2 1 

3 选 1 JL00004M 数学物理方法 32 2 2 

JL00001M 数值分析 32 2 1 

专业

必修

课 

4-6 学

分 

ZB02303T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1 

4 选 2 
ZB02101M 现代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方法 48 3 2 

ZB02102M 胶体界面化学 48 3 1 

ZB02103T 石油工程岩石力学 32 2 2 

选修

课 

公共

选修

课 

≥2 学

分 

GX00001T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MOOC 16 1 2 必选 

GX00002M 体美劳素质素养 16 1 1-2 必选 

GX00003T 学术论文写作与国际发表 16 1 2 建议选修 

GX00004T Upcic 课程 16 1 1-5   

GX00005T 文献检索与利用 24 1.5 2   

GX00006T 
研究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能

力训练 
16 1 2   

GX00007T 学术英语视听说 16 1 2   

GX00008T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GX00009T 能源英语 16 1 2   

专业

选修

课  

≥6 学

分 

ZX02108T 油气井管柱力学与过程控制 48 3 1   

ZB02104T 计算固体力学 48 3 2   

ZX02113M 油气井流体力学 32 2 1   

ZX02114M 岩石破碎原理和方法 32 2 1   

ZX02106T 现代钻井液技术 32 2 1   

ZX02109T 高等完井工程理论与技术 48 3 1   

ZX02110T 钻完井工程信息化与智能化 48 3 2   

JL00009M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2 2 1   

补修

课程 

不计

入 

BX02101T 钻井工程 56 3.5 2 

跨学科报考

研究生至少

补修 2 门 

BX02102T 油藏工程 56 3.5 2 

BX02103T 采油工程 56 3.5 2 

BX02104T 油田化学 32 2 1 

BX02105T 流体力学 48 3 2 



BX02106T 渗流力学 48 3 1 

BX02107T 油层物理 40 2.5 1 

BX02108T 岩石力学 32 2 1 

必修环节 2 学分 
BH00001M 

参加 10 次以上学术报告，作 1

次公开学术报告 
- 1 1-4   

BH00002M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硕士） - 1 3-4   

备注：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文授课国际留学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2.《第一外国语》中文授课国际留学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英语水平达到一定要求的硕士生，依据学校有关要求可以申请免修《第一外国语》； 

4.Upcic 课程，参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管理办法》（研院发

〔2018〕10 号）有关要求执行； 

5.在满足各课程类型的学分要求基础上，课程总学分数不低于 20。 

 

2. 学分要求 

一般总学分不低于 22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低于 20学分。 

3. 必修环节 

参加 10 次以上学术报告，作 1 次公开学术报告：研究生提交学术报告记

录，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并由学院进行认定，获得 1学分。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硕士）：普通硕士生应在第三学期完成，本研一体

化（攻硕）应在第九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采取答辩方式进行，并要求提交

书面开题报告和文献总结。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获得 1 学分。 

六、中期考核 

    一般在第四或第五学期进行，由学院组织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文献综述

与开题报告及学位论文工作研究进展等进行全面考核。具体参照《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中石大东发〔2021〕24 号）执行。 

七、科研训练与创新成果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加强科研能力培养和科研实践训练，取得的学术成果

应满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硕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基

本要求》规定。 

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开题到答辩不应少于 12 个月，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一

般不少于 3 万字。 



九、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评审、答辩和学位授予等工作按学校现行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

其他规定执行。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批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所在培养单位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