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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博士（含直攻博）研究生培养有关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博士（含直攻博）研究生教育管理，提升教育

质量，推动内涵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章程》，结合学校研

究生教育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 学位授权点简介 

参照学位授权点评估报告填写学科简介，要求言简意赅，将本学

科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特色描述清楚。 

二、培养目标   

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并做出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和未来领导者。 

三、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是从品德、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对培养目标的具体

化，各学科根据学校总体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制定本学科的具体培

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

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

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学

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

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

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

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

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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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和培养环节的设置都要紧紧围绕培养目标和学位授予基本

要求的达成度来完成。 

四、培养方向 

每个培养方向应至少有 3 名及以上博士生导师，有较好的科研基

础和相关的科研成果，能开出 1 门及以上本培养方向的专属性课程，

有充足研究经费和资源保障。鼓励在学科交叉和渗透、在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急需的领域及时设置培养方向。培养方向宜精不宜多，按照一

级学科制定的培养方案，培养方向不应超过 6个，按照二级学科制定

的培养方案，培养方向不应超过 3个。 

五、学习年限 

普通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直

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6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年。 

六、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社

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行个别导师指导或团队导师指导。 

七、学分要求 

普通博士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14 学分，学位课学分不低于 6 学

分。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40 学分，学位课学分不

低于 20 学分。 

学位课学分为必修课学分与研究生所在培养方向的方向核心课

学分之和。 

八、课程设置 

1. 核心课程 

按照一级学科设置的，核心课程门数不多于 7门；按照二级学科

设置的，核心课程门数不多于 5 门。 

2. 课程设置 

表 1 普通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构成（含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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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   程 学分要求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 学分（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中

国概况》替代，硕士阶段已修过的，可申请学分认定）； 

2）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2 学分（外语优秀者可申请免修）（中

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4 学分 

公共基础课 各学科根据学校公共基础课目录自定。 
≥2 学分 

 
专业基础课 学科自定。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1） 本学科的专业选修课； 

2） 跨学科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 
≥2 学分 

公共选修课 

1） 外语类校管课：1.应用型语言技能类：《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2.人文

素养类：《跨文化交际》、《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3.ESP 课程：《能源英语》、《出国留学英语》（以上每门课 16

学时，1 个学分，必选 2 个学分）； 

2） 其他校管课。 

≥2 学分 

Upcic 课程 
Upcic 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 的缩写，意为中国石油大学

集中式课程，一般为 0.5 或 1 学分。 
≤3 学分 

补修课程 

1） 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应补修 2 门我校本专

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生主干课程； 

2） 补修课不计入总学分； 

具体课程名称根据各学科专业实际情况确定。 

≥4 学分 

必修环节 

1）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1 学分）； 

2）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1 学分）。 

 

2 学分 

 

表 2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构成（含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 

课程类型 课   程 学分要求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 学分（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中

国概况》替代）； 

2） 第一外国语（博士），2 学分（外语优秀者可申请免修）（中

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6 学分 

公共基础课 各学科根据学校公共基础课目录自定。 ≥1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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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 学科自定。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1） 本学科的专业选修课； 

2） 跨学科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 

公共选修课 

1） 外语类校管课：1.应用型语言技能类：《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2.人文

素养类：《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

析》；3.ESP 课程：《能源英语》、《出国留学英语》（以上每

门课 16 学时，1 个学分，必选 3 个学分）； 

2） 其他校管课。 

≥3 学分 

Upcic 课程 
Upcic 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 的缩写，意为中国石油大学

集中式课程，一般为 0.5 或 1 学分。 
≤3 学分 

补修课程 

3） 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应补修 2 门我校本专

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生主干课程； 

4） 补修课不计入总学分； 

具体课程名称根据各学科专业实际情况确定。 

≥4 学分 

必修环节 

1）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1 学分）； 

2）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1 学分）。 

 

2 学分 

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说明： 

（1）课程设置应体现厚基础理论、重学术创新、博前沿知识，

既要突出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也要注重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为体

现课程对培养目标的支撑性，可参考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课程矩阵”

分析法，如表 2。通过分析，如果几门课同时指向一个子目标，需要

考虑课程合并；如果有些课程与子目标没有任何相关性，考虑剔除；

如果有子目标没有任何课程支撑，考虑新开课程。 

表 3 课程矩阵 
 培养目标体系 

课程体系 基础知识 前沿知识 创新能力 批判能力 … 

课程 I √   √  

课程 II  √    

课程 III  √    

课程 IV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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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使研究生培养方案更具灵活性，适应研究生多样化发展

需要，培养方案中设置小学分 Upcic['ʌpsik]课程。Upcic['ʌpsik]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 的缩写，意为中国石油大学集中式课程。研究生参

加的各类学术创新实践活动，如各类暑期学校、暑期集中安排课程、

专题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重要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活动等，均可

以换算成 Upcic 学分。Upcic 学分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课程

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办法》进行认定。 

（3）《国际学术交流英语》为公共必修课，研究生英语水平达到

一定要求可以申请免修。其他语种的学生修读相应语种课程。 

（4）必修环节： 

1）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1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博士研究生

原则上应在第 4学期前（含第 4 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论文开题

一般采取公开答辩方式进行，并提交书面开题报告。 

2）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1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博士研究生

原则上应在第 4学期前（含第 4 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论文开题

一般采取公开答辩方式进行，并提交书面开题报告；2）境外学术交

流与研修（1 学分）：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重要国际

学术会议、暑期学校等学术交流活动；或到境外一流高校开展不少于

1 个月的访学活动，可以获得 1 学分。该环节交导师审查并评定成绩，

通过后记 1 学分。 

（5）补修课：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由导师指

定补修我校对应本专业的 2门本科或者硕士主干课程。补修课所取得

学分不计入总学分。 

九、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进行科学研究、开展学术训练、撰写学位论文，是博士研究生培

养的重要内容。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明

确研究方向，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开展科学研

究和学术训练，并撰写学位论文。 

按照不同学科特点，博士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学位论文工

作，可以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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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和重大工程技术的开发研究。研究课题应强调

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要让博士研究生在科研实践中不断

提高科学研究工作和组织科研活动的能力。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在第三学期前完成。各学科应依据

学位标准和培养方向设置对学位论文选题、形式内容、创新性及学术

水平提出明确要求。博士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

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必须由博士研究生独立完成。博士研究生开展

科学研究、学术训练和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年。 

十、中期考核 

一般在第四学期（直博生为第五学期）对博士生进行一次全面的

考核，达不到本学科考核要求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延期考核或分

流。具体考核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术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

暂行规定》（中石大东发[2015]35 号）和本学科有关要求实施。 

十一、创新成果与职业资格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基本创新成果要求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基本要求》执行。 

十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达到培

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

与答辩。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八学期进

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相应学科毕业证书。达到

本学科学位（授予）标准及其他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

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审批，授予相应学科门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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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博士及直攻博 

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学科专业一览表 

 

 

学院名称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牵头单位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0708 地球物理学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0709 地质学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18Z1 计算机技术与资源信息工程 

石油工程学院 

082001 油气井工程 

石油工程学院 082002 油气田开发工程 

0820Z1 海洋油气工程 

化学工程学院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工程学院 
0817Z1 环境化工 

机电工程学院 
0802 机械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0837 安全科学与工程 

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0801 力学 

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082003 油气储运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能源学院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学院 

理学院 0703 化学 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经济管理学院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4sfLfCd6etAaAWD9QDqbHQBb3gmrbMuHBfh3K65wn6U=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4sfLfCd6etCutcX2sOl3r5h0dX3aixqMYMQW18GR8!c=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4sfLfCd6etC6HieMe8nlp!vT3NNeWuSWBMk2C3i!7Vw=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4sfLfCd6etC6HieMe8nlp4fFndps9ue-JT1eeyFDTeo=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MeF!Uy9y6E0ugZ0avhujxK0EkuN0RAGimBlRvwQuleI=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MeF!Uy9y6E0ugZ0avhujxATZmP1gEJNRMiawqtzpQsE=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MeF!Uy9y6E0ugZ0avhujxOpG9OCaQQnt8HCCgnkZ33s=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e-8kjgMO2ZfLPXzYk64xhlaCJtQhhCFy1jmEIuvPntA=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ON6XuDYOGEWutTOEI6bZWICNFH-xCqpUqB50I2VhhF8=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ON6XuDYOGEWneKa3PhVgPirpvqJLxlsTczT2ztgcGHA=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RDb3aqgNlqGZQ9xvcD1DcUGC-p9EGTlHZG!m!BOrlwo=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RDb3aqgNlqFeONkPFhG2iAqQ4sd!ww3HULwEkt4uq7I=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wK4I10eAxPkuUxYZtY6F5aN4LAPxMq-A4Pz3cXKU24s=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L-7dHDzh5Vu2BDKz4SZu5YD6eKZG5IAoGzKpFolEzWE=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AOt8lg0UaKD0Rs5ODhJEfJ4J1quoA3C7JEsvgwZjj5U=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Ug0OmFYHqSArt4MBNceE!O6JiFhPIc4M3xf6rTVUNu0=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zksqQ6fs8oq74BN5bcv240hLlQAbmelx0T6NEDWm5!g=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WAy717itjKK!9kU!d6!naDtciE8UrlsIyP39KpcwXKo=
https://degrees.upc.edu.cn/Gwork/TrainProject/pyfaView.aspx?EID=64M!quP9P7WBzmzFvFswXcmDIg7F5EZO4sfLfCd6etCxh7geMW-Bw0pkVO5y2AnWFXYmym5ta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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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术学位博士（含直攻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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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国家重大能源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思想导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

度和学术素养，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掌握扎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的高层

次人才和未来行业领导者。 

三、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树立爱国主义

和集体主义思想和正确的人生观，遵纪守法，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合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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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引文或引用他人成果，正确对待学术名利，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学科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关注学科前沿发展，注重知

识交叉应用。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

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独立从事创新性科研工作能力，具有凝练科学问题，

并提出新的科学命题和方法的能力；具有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并完善或

建立新理论或新方法的能力；具有对现有产品或石油装备改进提高，或研

发新产品的能力；具有工程技术革新的能力。 

四、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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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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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直接攻

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6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 

六、培养方式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行个别导师指导或团队导师指导。 

七、学分要求 

普通博士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6 学分。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40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20

学分。 

八、课程设置 

1．核心课程 

油气井工程学位授权点开设 5 门核心课程，具体介绍如下： 

核心课程 1：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技术进展（The Development on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Oil and Gas Well Engineering） 

本课程主要结合本学科的最新科研进展，介绍国内外最新的油气井工

程理论、方法和技术。主要内容包括油气井工程领域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创

新思路，介绍油气井工程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相关专题面临的挑战

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使学生深入了解国内外油气井工程最新的理论和技

术进展，培养学生利用新方法、新理论解决油气井工程中相关问题的意识

和能力，以便使学生立足学科发展前沿开展学术研究。 

核心课程 2：高等管柱力学（Advanced Pipe String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油气井工程相关管柱力学问题的建模理论与方法。主

要内容包括管柱力学的基本方程，稳定性分析理论与方法，粘滑振动、托

压、涡动等油气井工程问题的建模方法和控制方法，以及管柱力学相关其

他工程问题建模的开放讨论。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分析管柱力学相关问题

的理论框架，了解该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进展，为从事相关领域的

科学研究和创新工程设计奠定管柱力学基础。 

核心课程 3：计算固体力学（Computational Solid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利用数值计算解决岩石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主要内

容包括变分法基础、能量原理、协调模型分析、等参单元及杂交元、几何

非线性有限元、材料非线性有限元等知识，以及数值计算方法在岩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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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固体力学领域数值计算方法的最新进展，

增强学生使用有限元法、边界元法等数值方法解决油气钻采过程中复杂岩

石力学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4：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利用数值计算解决流体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主要内

容包括流体力学的方程组及物理含义、双曲方程组的数理性质、有限差分

法及有限体积法的理论基础及计算方法，以及常用流体力学计算软件的使

用方法。其目的是使学生学会运用计算流体力学、计算机解决流体数值计

算相关的问题，掌握数值计算方法在流体力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为学生从

事石油工程中流体力学相关的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及开拓新领域奠定基础。 

核心课程 5：高等油气井工程化学（Advanced Chemistry of Oil and Gas 

Well Engineering） 

本课程主要讲授与油气井工程有关的化学问题。主要内容包括钻完井

液与固井水泥浆技术发展动态，复杂地层井壁稳定理论与钻井液防塌、防

漏技术、深层/深地高温高密度高矿化度钻井液、完井液（含固井水泥浆）

性能调控原理及新方法、深水与非常规钻井液、完井液及固井水泥浆技术、

环保钻井液、钻井完井液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剂及再利用技术等。其目的是

使学生系统掌握油气井化学工程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及发展动向，注重

培养学生的专业创新意识和思维，创造性提出针对专业技术难题的解决方

案，为学生以后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油气井工程（直攻博）学位授权点开设 8 门核心课程，具体介绍如下： 

核心课程 1：高等流体力学（Advanced Fluid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流体力学的基础理论、相似理论及求解方法。主要内

容包括流体力学的基础知识、势流理论（势函数、流函数和流动单元等）、

层流理论（层流假设、粘性流精确解和润滑理论等）、边界层理论（层流边

界层、流动分离和二次流等）和湍流以及相关的相似解法和数值解法。其

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较为扎实的流体力学知识，培养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利

用流体力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2：现代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方法（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Oil and Gas Wel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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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讲授油气井工程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国

内外近年来发展起的先进钻完井技术理论、方法及相应的工艺技术特点。

目的是使学生全面了解国内外油气钻完井技术的最新发展，掌握现代钻完

井技术的基本理论、工艺方法和发展方向，以便立足学科发展前沿开展学

术研究。 

核心课程 3：固体力学基础（Foundations of Solid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固体力学的基础知识和分析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固体

变形体的运动与变形理论、应力与平衡理论、材料的本构理论、线弹性理

论基本问题与一般解、热弹性、粘弹性、粘塑性理论等，以及利用力学基

本理论结合实际问题建立力学模型和数学模型的方法。其目的是使学生掌

握固体力学的基本知识，建立起一种系统的力学分析概念，掌握利用固体

力学理论分析工程问题的方法。 

核心课程 4：石油工程岩石力学（Petroleum Related Rock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与石油工程有关的岩石力学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岩石

力学基本实验方法、岩石的变形特性与破坏特征、原地应力确定方法，以

及井壁稳定、水力压裂、油井出砂等石油工程中遇到的典型岩石工程问题

的力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石油工程中所涉及的岩石力学问题

的基本原理和解决方法，了解最新的石油工程岩石力学研究方向及进展，

提高研究生利用岩石力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5：高等管柱力学（Advanced Pipe String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油气井工程相关管柱力学问题的建模理论与方法。主

要内容包括管柱力学的基本方程，稳定性分析理论与方法，粘滑振动、托

压、涡动等油气井工程问题的建模方法和控制方法，以及管柱力学相关其

他工程问题建模的开放讨论。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分析管柱力学相关问题

的理论框架，了解该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进展，为从事相关领域的

科学研究和创新工程设计奠定管柱力学基础。 

核心课程 6：计算固体力学（Computational Solid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利用数值计算解决岩石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主要内

容包括变分法基础、能量原理、协调模型分析、等参单元及杂交元、几何

非线性有限元、材料非线性有限元等知识，以及数值计算方法在岩土工程

中的应用。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固体力学领域数值计算方法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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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生使用有限元法、边界元法等数值方法解决油气钻采过程中复杂岩

石力学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7：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利用数值计算解决流体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主要内

容包括流体力学的方程组及物理含义、双曲方程组的数理性质、有限差分

法及有限体积法的理论基础及计算方法，以及常用流体力学计算软件的使

用方法。其目的是使学生学会运用计算流体力学、计算机解决流体数值计

算相关的问题，掌握数值计算方法在流体力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为学生从

事石油工程中流体力学相关的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及开拓新领域奠定基础。 

核心课程 8：高等油气井工程化学（Advanced Chemistry of Oil and Gas 

Well Engineering） 

本课程主要讲授与油气井工程有关的化学问题。主要内容包括钻完井

液与固井水泥浆技术发展动态，复杂地层井壁稳定理论与钻井液防塌、防

漏技术、深层/深地高温高密度高矿化度钻井液、完井液（含固井水泥浆）

性能调控原理及新方法、深水与非常规钻井液、完井液及固井水泥浆技术、

环保钻井液、钻井完井液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剂及再利用技术等。其目的是

使学生系统掌握油气井化学工程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及发展动向，注重

培养学生的专业创新意识和思维，创造性提出针对专业技术难题的解决方

案，为学生以后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2．课程设置 

见附表。 

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说明： 

（1）Upcic['ʌpsik]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 的缩写，意为中国石

油大学集中式课程。研究生参加的各类学术创新实践活动，如各类暑期学

校、暑期集中安排课程、专题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重要学科竞赛、创

新创业活动等，均可以换算成 Upcic学分。Upcic 学分依据《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课程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办法》进行认定。 

（2《国际学术交流英语》为公共必修课，研究生英语水平达到一定要

求可以申请免修。其他语种的学生修读相应语种课程。 

（3）研究生必选本方向被列为核心课程的专业选修课。 

（4）研究生可根据研究方向选择其他学科相关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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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必修环节：1）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1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

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应在第 4 学期前（含第 4 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论

文开题一般采取公开答辩方式进行，并提交书面开题报告；2）境外学术交

流与研修（1 学分）：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

议、暑期学校等学术交流活动；或到境外一流高校开展不少于 1 个月的访

学活动，可以获得 1 学分。该环节交导师审查并评定成绩，通过后记 1 学

分。 

（6）补修课：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由导师指定补修

我校对应本专业的 2 门本科或者硕士主干课程。补修课所取得学分不计入

总学分。 

九、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明确研究方向，收

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训练，并撰

写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在第三学期进行，论文选题应

是油气井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或对油气井工程领域有重

大影响的创新性技术研发。选题应对油气井工程领域的理论和技术发展有

重要意义。 

博士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

志，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博士研究生开展科学

研究、学术训练和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年。学位论文的规范性

要求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校规定的学位论文书写基本格式。学位论文应

做到立论正确、推理严谨、数据可靠、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

图表规范。 

博士学位论文须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地体现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十、中期考核 

本学科在第四学期（直博生为第五学期）对博士生进行一次全面的中

期考核，考核方式是对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按照开题设计，需要完

成论文工作量的 30%以上，达不到本学科考核要求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延期考核或分流。具体考核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术学位研究生

中期考核暂行规定》（中石大东发[2015]35 号）和本学科有关要求实施。 

十一、创新成果与职业资格 



 
 

15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基本创新成果要求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基本要求》执行。 

十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达到培养方

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八学期进行。学位论文

评审与答辩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

[2015]33 号）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相应学科毕业证书。达到本学

科学位（授予）标准及其他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依据《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审批，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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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博士） 

专业名称： 油气井工程                   专业代码：082001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7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36 2 1  

7000011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2 2 1  

专业基础课 7021011 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技术进展 48 3 2 平台核心课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7021012 高等管柱力学 32 2 2 油气井信息与控制工程方向核心课 

7021013 计算固体力学 48 3 2 油气井岩石力学与工程方向核心课 

6024015 计算流体力学 32 2 2 油气井流体力学与工程方向核心课 

7023003 高等油气井工程化学 32 2 2 油气井化学与工程方向核心课 

交叉学科专业选

修课 

7021014 高等完井工程 32 2 2 

至少选一门 

6064006 结构断裂与疲劳 32 2 1 

7023002 高等胶体化学 32 2 2 

7021007 高等工程热物理 32 2 2 

7000024 现代应用数学选讲 48 3 1 

7021015 系统工程与智能工程 32 2 2 

公共选修课 

6000070 国际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1  必选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7 选 2，必选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6000016 跨文化沟通 16 1 2 

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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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Upcic 课程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 ≤3 1-6  

补修课程 

5021007 钻井工程 56 3.5 2 

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应补

修 2 门我校本专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生主干

课程 

6021030 现代完井工程 32 2 2 

5021002 采油工程 56 3.5 2 

5023001 油田化学 32 2 1 

6021022 现代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方法 48 3 2 

7064002 固体力学基础 48 3 1 

6024004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1 

必修环节 
8020101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博士） - 1 4  

8020102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 -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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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直接攻博） 

专业名称：油气井工程             专业代码：082001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7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36 2 1  

7000011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2 2 1  

公共基础课 

6000025 数值分析 625 48 3 1 

任选两门，必选 6000027 应用统计方法 627 48 3 1 

7000024 现代应用数学选讲 48 3 1 

专业基础课 

6024004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21021 石油工程岩石力学 32 2 2 平台核心课 

6021022 现代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方法 48 3 2 平台核心课 

7064002 固体力学基础 48 3 1 平台核心课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7021012 高等管柱力学 32 2 2 油气井信息与控制工程方向核心课 

7021013 计算固体力学 48 3 2 油气井岩石力学与工程方向核心课 

6024015 计算流体力学 32 2 2 油气井流体力学与工程方向核心课 

7023003 高等油气井工程化学 32 2 2 油气井化学与工程方向核心课 

7021011 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技术进展 48 3 2  

6023008 应用胶体化学 32 2 1  

6021025 井下工具设计理论与方法 32 2 2  

6021024 油气井流体力学 32 2 2  

6021026 岩石破碎原理和方法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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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1027 高压射流动力学 32 2 2  

6020213 油气井管柱力学与过程控制 32 2 1  

6021028 钻井工程信息采集与应用 32 2 1  

6023006 现代钻井液技术 32 2 2  

6023007 储层损害与环境污染控制 32 2 2  

6021029 非常规油气钻完井工程 32 2 2  

6021030 现代完井工程 32 2 1  

6021018 Matlab 编程技术 32 2 2  

交叉学科专业选

修课 

7021015 系统工程与智能工程 32 2 2 

至少选 1 门 

7023002 高等胶体化学 32 2 2 

7021014 高等完井工程 32 2 2 

6064006 结构断裂与疲劳 32 2 2 

7021007 高等工程热物理 32 2 2 

公共选修课 

6000071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16 1 2 必选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7 选 3，必选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6000016 跨文化沟通 16 1 2 

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6000052 技术经济学 32 2 1  

6000044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6 1 1  

7000042 人工神经网络 32 2 2  

Upcic 课程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 ≤3 1-6  

补修课程 5021007 钻井工程 56 3.5 2 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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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1001 油藏工程 56 3.5 2 应补修我校对应本专业的 2 门本科主

干课程 5021002 采油工程 56 3.5 2 

5023001 油田化学 32 2 1 

5021005 流体力学 48 3 2 

5021010 渗流力学 48 3 1 

5021003 油层物理 40 2.5 1 

5021011 岩石力学 32 2 1 

必修环节 
8020101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博士） - 1 4  

8020102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 - 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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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术学位博士(含直攻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油气田开发工程   学科代码：082002 

(所属一级学科：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一、学位授权点简介 

油气田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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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主要研究储层流体渗流规律、油气田高效开发、采油采气及提

高油气采收率等一系列基础理论和工艺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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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提高采收率为主攻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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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油气田

开发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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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野广的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人才。 

二、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能源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思想导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

度和学术素养，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掌握扎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的高层

次人才和未来行业领导者。 

三、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树立爱国主义

和集体主义思想以及正确的人生观，遵纪守法，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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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合

理使用引文或引用他人成果，正确对待学术名利，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学科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关注学科前沿发展，注重知

识交叉应用。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

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独立从事创新性科研工作能力，具有凝练科学问题，

并提出新的科学命题和方法的能力；具有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并完善或

建立新理论或新方法的能力；具有对现有产品或石油装备改进提高，或研

发新产品的能力；具有工程技术革新的能力。 

四、培养方向 

油气田开发工程学位授权点有 5 个培养方向，具体如下。 

1．油气渗流理论与方法 

以流体在地层复杂多孔介质中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由流体力学、岩

石力学、多孔介质理论、物理化学等方向交叉融合而成。在描述、表征油

气藏复杂孔隙介质特征和复杂储层流体构成的基础上，开展多场作用下的

多尺度多孔介质的复杂多相流体动力学研究，为油气田开发优化设计、经

济有效提高采收率等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 

2．油气田开发理论与方法 

以油气资源经济、高效、绿色开发为目标，针对常规油气、深水深地油

气、非常规油气以及新能源等开发瓶颈问题，重点开展常规/非常规/深层

油气藏开发、低渗透及高含水油气藏提高采收率工程、地热及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开发等理论与方法的攻关研究，为实现油气田降本增效、绿色开发

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3．采油采气工程理论与技术 

以近井储层和井筒的高效协同流动为目标，重点围绕常规油气、深水

深地油气、非常规油气以及新能源的开发，开展高效举升理论与技术、储

层改造与增产理论与技术、气液固流动与防砂完井理论与技术、泡沫流体

高效开采理论与技术、物理-化学强化开采理论与技术以及油气开采信息化

与实时智能监控理论与方法等的攻关研究，为实现油气开采“降本、高效、

安全、绿色”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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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化学法提高采收率理论与技术 

针对复杂油气藏和非常规油气资源高效开发面临的工程技术难题，主

要采用化学、物理化学等方法，开展苛刻油藏提高采收率新理论新材料新

方法、致密油气提高采收率机理与方法、页岩油气低成本高效开发工作液

关键技术、天然气水合物的化学抑制与开采等研究，为安全绿色提高油气

采收率提供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持。 

5．油气田信息化与智能开发方法 

针对石油与天然气开发领域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需求，以最新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算法为依托，开展油气田信息

化理论与方法、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油气田开发智能优化理论与方法、

油田生产操控自动化等研究，将先进的信息技术融入油田整个生命周期，

为实现油气田的智能开发提供基础理论与技术支持。 

五、学习年限 

普通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直接攻读

博士学位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6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 

六、培养方式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团队)指导。 

七、学分要求 

普通博士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6 学分。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40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20

学分。 

跨一级学科培养的博士生必须补修所修专业大学本科主干专业课 1 门，

硕士生专业基础课 1 门。 

八、课程设置 

1. 核心课程  

普通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核心课程为 5 门，具体如下： 

核心课程 1：渗流力学理论与进展 (Theory and Progress of Fluid 

Mechanics in Porous Media)  

本课程围绕现代油气渗流力学体系，重点讲授多尺度多孔介质的多场

耦合作用下的多相流、从分子(纳米)尺度-孔隙(微米)尺度-岩心(厘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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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宏观(米)尺度到缝洞(百米 以上)大尺度的全油藏尺度油气渗流模拟理

论与方法，以及尺度间关联性的尺度升级理论与方法。使学生掌握现代渗

流力学国际前沿进展，具备解决复杂渗流力学问题的科研创新能力。 

核心课程 2：油气田开发科学与技术进展（Advances in Oil and Gas Field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课程针对油气田开发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前沿问题，讲授和研讨特高

含水期油藏渗流理论与开发技术、致密油渗流规律与高效开发技术、稠油

油藏渗流理论与开发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地热资源开发技术等

内容。使学生了解油气田开发国际前沿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为油气田开

发理论与技术创新研究及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核心课程 3：采油采气工程科学与技术进展（Advances in Oil and Gas 

Productio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课程重点围绕常规油气、深水深地油气、非常规油气以及新能源的

开发，讲授和研讨高效举升、储层改造与增产、气液固流动与防砂完井、

泡沫流体高效开采、物理-化学强化开采、油气开采信息化与实时智能监控

等理论与技术。使学生了解油气开采工程国际前沿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

为油气开采及储层改造理论与技术创新研究及工程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核心课程 4：提高油气采收率科学与技术进展（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nhancing Oil and Gas Recovery） 

本课程围绕油气田开发领域中的化学法提高油气采收率问题，讲授和

研讨各种化学调驱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不同化学驱油法研究中的热点

问题，稠油热采和冷采过程中涉及的化学增效剂，低渗透与致密油藏、碳

酸盐油藏储层化学改造的方法与关键化学剂等。使学生了解化学法提高采

收率国际前沿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为油气提高采收率与高效开发创新研

究及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核心课程 5：计算智能方法（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Method） 

本课程围绕智能油田开发领域的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讲授人工智能

理论方法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智能油田开发过程中的自动历史拟合、油

藏开发配产配注优化、井网井位优化等热点内容。使学生掌握油气田智能

开发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具备利用人工智能方法实现油气高效开发的

研究基础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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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攻读学术博士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为 12 门，具体如下： 

核心课程 1：高等渗流力学（Advanced Mechanics of Fluid Flow in Porous 

Media） 

本课程围绕现代油气渗流力学体系，从多尺度多孔介质、多相流动、

多场耦合的角度出发，以分子（纳米）尺度、孔隙(微米)尺度、岩心(厘米)

尺度、宏观(米)尺度、缝洞(百米以上)尺度为度量基础，讲授不同尺度下

流动模拟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以及全油藏尺度下油气渗流模拟、尺度

间关联性、尺度升级等方面的最新理论进展。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较为扎

实的渗流力学知识，培养学生在科学研究中利用渗流力学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2：油气高效举升理论（Oil and Gas Efficient Lifting Theory） 

本课程围绕油气开采中储层和井筒高效协同流动问题，主要讲授储层

和井筒流动规律及油气井流入动态、油气井举升工艺原理及高效举升设计

方法、高效注水工艺技术、储层改造理论与技术、稠油热采等复杂条件开

采工程技术原理与方法等。其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全面、深入地掌握各种人

工举升方法的基本理论、工程设计方法，为开展高效人工举升技术的研发

和解决油田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相关工程技术难题提供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

工程设计方法支持。  

核心课程 3：胶体界面化学(Colloid and Interface Chemistry)  

本课程主要介绍胶体界面化学的基本概念及基础理论，重点讲授胶体

的光学和电学等性质、胶体的光散射和扩散双电层等理论、界面吸附和润

湿现象和理论、表面活性剂溶液的界面特性、聚合物溶液的粘弹性、乳状

液和泡沫的形成和稳定理论等知识。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利用胶体界面化学

知识分析和解决油田化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4：高等油藏工程（Advanced Reservoir Engineering） 

本课程围绕高含水、稠油和特低渗等不同类型油藏的高效开发问题，

系统讲授油藏评价方法、油藏动态计算、开发效果评价、提高采收率等方

面的油藏工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案例分析，系统阐述油藏工程设计的流

程和方法，培养学生解决油气田开发工程相关复杂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5：油气藏储层改造理论与技术(Reservoir Stimulation Theory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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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围绕低渗透及复杂条件油气储层的改造增产问题，主要讲授常

规低渗透储层水力压裂增产的基本原理、设计理论与操作、压裂材料、压

裂施工过程与分析，高渗透层压裂技术的理论、施工设计、评价与工艺技

术；高能气体压裂理论及增产原理、压裂过程、施工与测试技术、应用效

果分析与适用条件，以及酸处理方法、酸作用原理与技术发展、水平井酸

化、酸处理井层的原则与设计等知识。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储层改造基本

理论及工程设计方法，为未来解决低渗透储层增产与高效开发问题打下良

好基础。 

核心课程 6：采油化学理论与技术（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Oil 

Production Chemistry） 

本课程主要介绍采油过程中所涉及化学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技术，重点

讲授化学驱理论与技术、油水井化学处理原理与技术、破乳与消泡原理与

方法、原油的降凝与减阻输送、天然气与油田污水处理，以及相关化学剂

的应用性能与作用机理等知识。其目的是使学生掌采油化学理论和方法，

培养在科学研究中利用采油化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7：计算智能方法（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Method） 

本课程主要讲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理论及在油气田开发中的应用。授

课内容包括大数据的基本概念、石油开发大数据的构成及其性质、数据准

备流程及方法（数据清洗方法、数据集成方法、数据变化方法、数据削减

方法）、主要知识发现方法（关联分析方法、分类和聚类方法、时间序列预

测方法）、知识运用及表达（生产动态预测应用、注采优化应用、层系井网

优化应用、自动历史拟合应用、剩余油预测应用）。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油

气田智能开发的基础理论和技术进展。 

核心课程 8：渗流力学理论与进展(Theory and Progress of Fluid 

Mechanics in Porous Media)  

本课程围绕现代油气渗流力学体系，重点讲授多尺度多孔介质的多场

耦合作用下的多相流、从分子(纳米)尺度-孔隙(微米)尺度-岩心(厘米)尺

度-宏观(米)尺度到缝洞(百米 以上)大尺度的全油藏尺度油气渗流模拟理

论与方法，以及尺度间关联性的尺度升级理论与方法。使学生掌握现代渗

流力学国际前沿进展，具备解决复杂渗流力学问题的科研创新能力。 

核心课程 9：油气田开发科学与技术进展（Advances in Oil and Ga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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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课程针对油气田开发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前沿问题，讲授和研讨特高

含水期油藏渗流理论与开发技术、致密油渗流规律与高效开发技术、稠油

油藏渗流理论与开发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地热资源开发技术等

内容。使学生了解油气田开发国际前沿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为油气田开

发理论与技术创新研究及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核心课程 10：采油采气工程科学与技术进展（Advances in Oil and Gas 

Productio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课程重点围绕常规油气、深水深地油气、非常规油气以及新能源的

开发，讲授和研讨高效举升、储层改造与增产、气液固流动与防砂完井、

泡沫流体高效开采、物理-化学强化开采、油气开采信息化与实时智能监控

等理论与技术。使学生了解油气开采工程国际前沿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

为油气开采及储层改造理论与技术创新研究及工程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核心课程 11：提高油气采收率科学与技术进展（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nhancing Oil and Gas Recovery） 

本课程围绕油气田开发领域中的化学法提高油气采收率问题，讲授和

研讨各种化学调驱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不同化学驱油法研究中的热点

问题，稠油热采和冷采过程中涉及的化学增效剂，低渗透与致密油藏、碳

酸盐油藏储层化学改造的方法与关键化学剂等。使学生了解化学法提高采

收率国际前沿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为油气提高采收率与高效开发创新研

究及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核心课程 12：油气田智能开发理论与方法(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Field Theory and Method)  

本课程围绕智能油田开发领域的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讲授人工智能

理论方法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智能油田开发过程中的自动历史拟合、油

藏开发配产配注优化、井网井位优化等热点内容。使学生掌握油气田智能

开发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具备利用人工智能方法实现油气高效开发的

研究基础和创新能力。 

2. 课程设置 

见附表。 

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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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pcic['ʌpsik]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 的缩写，意为中国石油大学

集中式课程。研究生参加的各类学术创新实践活动，如各类暑期学校、暑

期集中安排课程、专题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重要学科竞赛、创新创业

活动等，均可以换算成 Upcic 学分。Upcic 学分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课程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办法》进行认定。 

（2）《国际学术交流英语》为公共必修课，研究生英语水平达到一定

要求可以申请免修。其他语种的学生修读相应语种课程。 

（3）研究生必选本方向被列为核心课程的专业选修课。 

（4）研究生可根据研究方向选择其他学科相关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 

（5）必修环节：1）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1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

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应在第 4 学期前（含第 4 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论

文开题一般采取公开答辩方式进行，并提交书面开题报告；2）境外学术交

流与研修（1 学分）：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

议、暑期学校等学术交流活动；或到境外一流高校开展不少于 1 个月的访

学活动，可以获得 1 学分。该环节交导师审查并评定成绩，通过后记 1 学

分。 

（6）补修课：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由导师指定补修

我校对应本专业的 2 门本科或者硕士主干课程。补修课所取得学分不计入

总学分。 

九、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明确研究方向，收

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训练，并撰

写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在第三学期进行，论文选题应

是油气田开发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或对油气田开发工程

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性技术研发。选题应对油气田开发工程领域的理论

和技术发展有重要意义。 

博士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

志，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博士研究生开展科学

研究、学术训练和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年。学位论文的规范性

要求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校规定的学位论文书写基本格式。学位论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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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立论正确、推理严谨、数据可靠、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

图表规范。 

博士学位论文须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地体现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十、中期考核 

本学科在第四学期（直博生为第五学期）对博士生进行一次全面的中

期考核，考核方式是对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按照开题设计，需要完

成论文工作量的 30%以上，达不到本学科考核要求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延期考核或分流。具体考核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术学位研究生

中期考核暂行规定》（中石大东发[2015]35 号）和本学科有关要求实施。 

十一、创新成果与职业资格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基本创新成果要求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基本要求》执行。 

十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达到培养方

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八学期进行（直博生为

第十二学期）。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相应学科毕业证书。达到本学

科学位（授予）标准及其他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依据《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审批，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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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博士） 

专业名称：油气田开发工程                        专业代码：082002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7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36 2 1  

7000011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2 2 1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7021003 采油采气工程科学与技术进展 48 3 1 采油采气工程理论与技术方向核心课 

7021002 渗流力学理论与进展 48 3 1 油气渗流理论与方法方向核心课 

7021001 油气田开发科学与技术进展 48 3 1 油气开发工程理论与方法方向核心课 

7023001 提高油气采收率科学与技术进展 48 3 1 化学法提高采收率理论与技术方向核心课 

7021009 计算智能方法 32 2 2 油气田信息化与智能开发方法方向核心课 

交叉学科专业选修课 

6024015 计算流体力学 32 2 2 

至少选 1 门 

6021021 石油工程岩石力学 32 2 2 

7000024 现代应用数学选讲 48 3 1 

7021007 高等工程热物理 32 2 2 

7023004 新材料科学与进展 32 2 2 

7023002 高等胶体化学 32 2 2 

公共选修课 

6000070 国际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16 1 2 必选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7 选 2，必选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6000016 跨文化沟通 16 1 2 

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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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Upcic 课程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 ≤3 1-6  

补修课程 

本科主

干课 

5021001 油藏工程 56 3.5 2 

任选 2 门 

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可根据研

究方向选择其他学科本科专业课 

5021002 采油工程 56 3.5 2 

5021003 油层物理 40 2.5 1 

5023001 油田化学 32 2 1 

5021010 渗流力学 48 3 1 

硕士主

干课 

5021009 高等渗流力学 32 2 1 

5021008 油气高效举升理论 32 2 2 

6023001 采油化学理论与技术 32 2 2 

6021002 高等油藏工程 32 2 2 

6021004 油气田开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32 2 1 

必修环节 
8020101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博士） - 1 4  

8020102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 -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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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直接攻博） 

专业名称： 油气田开发工程        专业代码：082002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7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36 2 1  

7000011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2 2 1  

公共基础课 6000025 数值分析 625 48 3 1  

专业基础课 

5021009 高等渗流力学 32 2 1 平台核心课 

5021008 油气高效举升理论 32 2 2 平台核心课 

5023004 胶体界面化学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21002 高等油藏工程 32 2 2 平台核心课 

6021003 油气藏储层改造理论与技术 32 2 2 平台核心课 

6023001 采油化学理论与技术 32 2 2 平台核心课 

6021004 油气田开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32 2 1 平台核心课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7021003 采油采气工程科学与技术进展 48 3 1 采油采气工程理论与技术方向核心课 

7021002 渗流力学理论与进展 48 3 1 油气渗流理论与方法方向核心课 

7021001 油气田开发科学与技术进展 48 3 1 油气开发工程理论与方法方向核心课 

7023001 提高油气采收率科学与技术进展 48 3 1 化学法提高采收率理论与技术方向核心课 

7021009 计算智能方法 32 2 2 油气田信息化与智能开发方法方向核心课 

6021001 渗流物理 32 2 2 

 6021005 油气开采多相管流理论 32 2 1 

6023002 提高采收率原理与方法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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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1006 油藏数值模拟 32 2 2 

6021007 石油工程流变学 32 2 1 

6021008 油气藏监测理论与方法 32 2 1 

6021019 精细油藏描述与建模 32 2 2 

6021009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理论与方法 32 2 1 

6021010 油气藏经营管理 32 2 2 

6021011 高等气藏工程 32 2 2 

6021012 采油采气工程方案设计原理与方法 32 2 1 

6021013 物理法强化开采理论与技术 32 2 2 

6021014 地热开采理论与方法 32 2 1 

6023003 油田污水处理与防腐防垢技术 32 2 1 

6023004 油田化学剂及应用 32 2 2 

6021015 油气开采完井技术 32 2 1 

6020209 Python 编程技术与数据分析 32 2 1 

6021017 注气提高采收率原理与方法 32 2 1 

6021018 Matlab 编程技术 32 2 2 

6023005 仪器分析技术与应用 32 2 2 

交叉学科专业选修课 

7021007 高等工程热物理 32 2 2 

至少选 1 门 

7023004 新材料科学与进展 32 2 2 

7023002 高等胶体化学 32 2 2 

6024015 计算流体力学 32 2 2 

6021021 石油工程岩石力学 32 2 2 

公共选修课 

6000070 国际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16 1 2 必选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7 选 3，必选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6000016 跨文化沟通 1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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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6000052 技术经济学 32 2 1  

7000024 现代应用数学选讲 48 3 1  

Upcic 课程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 ≤3 1-6  

补修课程 本科主干课 

5021001 油藏工程 56 3.5 2 

任选 2 门 

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可根据研

究方向选择其他学科专业课 

5021002 采油工程 56 3.5 2 

5021003 油层物理 40 2.5 1 

5023001 油田化学 32 2 1 

5021010 渗流力学 48 3 1 

必修环节 
8020101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博士） - 1 4 

2 学分 
8020102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 - 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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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术学位博士（含直攻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海洋油气工程   学科代码：0820Z1 

所属一级学科: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一、学位授权点简介 

海洋油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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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主要研究海洋油气钻完井、开采、集输过程中的各种物理、力

学与化学现象、规律、机理及工艺技术方法等。根据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

科的内涵和发展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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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海洋油气工程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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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野广的海洋油气工程专业人才。 

二、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能源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思想导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

度和学术素养，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掌握扎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的高层

次人才和未来行业领导者。 

三、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树立爱国主义

和集体主义思想和正确的人生观，遵纪守法，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合理使

用引文或引用他人成果，正确对待学术名利，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学科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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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关注学科前沿发展，注重知

识交叉应用。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

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独立从事创新性科研工作能力，具有凝练科学问题，

并提出新的科学命题和方法的能力；具有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并完善或

建立新理论或新方法的能力；具有对现有产品或石油装备改进提高，或研

发新产品的能力；具有工程技术革新的能力。 

四、培养方向 

1．海洋油气钻采工程 

以海洋油气钻采过程中的理论、方法、技术等为研究对象，针对海洋

油气井信息与控制、海洋油气井筒多相流动理论与应用、海洋油气流动保

障技术、海洋油气钻采理论与技术、海洋油气钻完井工作液等开展研究，

为安全、高效油气钻采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2．水合物开发理论与技术 

以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开发过程中的理论、方法、技术等为研究对象，

主要针对天然气水合物藏基本物性、海洋水合物勘探和开采方法、海洋水

合物开采的实验和数值模拟技术、海洋水合物开采流动安全保障等开展研

究，为海洋水合物藏的安全、高效开采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3．海洋油气工程安全与环保 

以海洋油气工程中的安全与环保问题为研究对象，针对海洋油气钻探、

开发和集输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及其潜在因素与演化规律，环境污染原

因及环保技术等开展研究，为海洋油气工程的安全施工和环境保护提供理

论和技术支持。 

4．海洋油气工程装备与结构物工程 

以油气钻采工程装备与海洋结构物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其在设计、

建造、安装及服役期间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及其工程应用开展研究工作，为

海洋钻采装备和结构物的安全作业提供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持。 

五、学习年限 

普通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直接攻

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6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 

六、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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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行个别导师指导或团队导师指导。 

七、学分要求 

普通博士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6 学分。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4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20

学分。 

八、课程设置 

1．核心课程 

（1）深水油气工程理论与技术进展(Offshore Oil & Gas Engineering 

Theory and Technique)  

本课程主要讲授和研讨深水油气开采特殊工艺井钻井与完井工程、深

水油气田开发、开采理论与技术、深水非常规天然气水合物开发开采工程、

深水油气集输工程、深水油气工程安全与环保等内容，为深水油气的有效

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其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深水油气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与

技术前沿，为从事深水油气工程理论与技术创新研究及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2）高等流体力学 (Advanced Fluid Mechanics) (直攻博)  

本课程主要讲授流体力学的基础理论、相似理论及求解方法。主要内

容包括流体力学的基础知识、势流理论（势函数、流函数和流动单元等）、

层流理论（层流假设、粘性流精确解和润滑理论等）、边界层理论（层流边

界层、流动分离和二次流等）和湍流以及相关的相似解法和数值解法。其

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较为扎实的流体力学知识，培养学生在科学研究中利用

流体力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天然气水合物及开发技术(Gas Hydrat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echnique) (直攻博)  

本课程主要讲授天然气水合物基本物性、勘探和开采技术、室内实验

和数值模拟技术、水合物流动保障及国内外水合物试采情况等内容。其目

的是使学生掌握天然气水合物的基础知识和开采理论，为从事水合物开发

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 4）海洋油气工程安全与环保 (Offshore Oil & Gas Safet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直攻博)  

本课程主要讲授海洋油气钻采概述、油气钻采所产生的污染物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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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污染物的迁移与处理、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等内容。其目的是

使学生了解海洋油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与构成、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其评价体

系、污染物的主要处理措施，为从事海洋油气钻采安全作业及环保处理打

下坚实基础。 

（5）现代海洋结构物工程理论与技术(Offshore Structure Technique) (直

攻博)  

本课程主要讲授海洋油气田勘探开发、海洋油气集输等环节的关键海

洋工程装备、水下工程技术装备及其相关理论和最新技术发展动态等内容，

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扎实的海洋结构物工程基础理论与技术，为海洋结构

物工程理论与技术创新研究及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6）海洋油气开发闭合管理理论与应用(Offshore Oil & Gas Closed-loop 

Manage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直攻博)  

本课程主要讲授海洋油气生产的系统模型开发、反问题理论方法和自

动历史拟合与生产优化理论等内容，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扎实的海洋油气

藏闭合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为从事海洋油气智能高效开发研究提供理论

与技术支持。 

2．课程设置 

见附表。 

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说明： 

（1）Upcic['ʌpsik]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 的缩写，意为中国石油大学

集中式课程。研究生参加的各类学术创新实践活动，如各类暑期学校、暑

期集中安排课程、专题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重要学科竞赛、创新创业

活动等，均可以换算成 Upcic 学分。Upcic 学分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课程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办法》进行认定。 

（2）《国际学术交流英语》为公共必修课，研究生英语水平达到一定

要求可以申请免修。其他语种的学生修读相应语种课程。 

（3）研究生必选本方向被列为核心课程的专业选修课。 

（4）研究生可根据研究方向选择其他学科相关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 

（5）必修环节：1）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1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

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应在第 4 学期前（含第 4 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论

文开题一般采取公开答辩方式进行，并提交书面开题报告；2）境外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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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研修（1 学分）：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

议、暑期学校等学术交流活动；或到境外一流高校开展不少于 1 个月的访

学活动，可以获得 1 学分。该环节交导师审查并评定成绩，通过后记 1 学

分。 

（6）补修课：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由导师指定补修

我校对应本专业的 2 门本科或者硕士主干课程。补修课所取得学分不计入

总学分。 

九、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明确研究方向，收

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训练，并撰

写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在第三学期进行，论文选题应

是海洋油气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或对海洋油气工程领域

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性技术研发。选题应对海洋油气工程领域的理论和技术

发展有重要意义。 

博士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

志，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博士研究生开展科学

研究、学术训练和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年。学位论文的规范性

要求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校规定的学位论文书写基本格式。学位论文应

做到立论正确、推理严谨、数据可靠、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

图表规范。 

博士学位论文须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地体现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十、中期考核 

本学科在第四学期（直博生为第五学期）对博士生进行一次全面的中

期考核，考核方式是对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按照开题设计，需要完

成论文工作量的 30%以上，达不到本学科考核要求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延期考核或分流。具体考核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术学位研究

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中石大东发[2015]35 号）和本学科有关要求实施。 

十一、创新成果与职业资格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基本创新成果要求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基本要求》执行。 

十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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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达到培养方

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八学期进行。学位论文

评审与答辩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

[2015]33 号）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相应学科毕业证书。达到本学

科学位（授予）标准及其他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依据《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审批，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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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博士） 

专业名称：   海洋油气工程              专业代码：0820Z1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7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36 2 1  

7000011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2 2 1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6024010 深水油气工程理论与技术进展 32 2 1 海洋油气钻采工程方向核心课 

6024012 水合物开发理论与技术 32 2 1 水合物开发理论与技术方向核心课 

7023002 高等胶体化学 32 2 2 海洋油气工程安全与环保方向核心课 

6024013 现代海洋结构物工程理论与技术 32 2 1 
海洋油气工程装备与结构物工程方向核

心课 

交叉学科专业选

修课 

7021007 高等工程热物理 32 2 2 

至少 1 门 7000024 现代应用数学选讲 48 3 1 

6021007 石油工程流变学 32 2 1 

公共选修课 

6000070 国际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16 1 2 必选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7 选 2，必选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6000016 跨文化沟通 16 1 2 

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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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ic 课程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 ≤3 1-6  

补修课程 

5024005 海洋油气钻井工程 56 3.5 2 

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应

补修 2 门我校本专业主干课程。补修课

不计入总学分。 

5024002 海洋油气开采工程 48 3 2 

5024003 海洋油气集输工程 48 3 1 

5024004 海洋油气工程装备 32 2 2 

6024001 现代海洋油气工程 32 2 2 

6024002 气体水合物及开发技术 32 2 1 

6024003 海洋油气工程安全与环保 32 2 1 

6024004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1 

6024005 海洋油气开发闭合管理理论与应用 32 2 2 

6024006 井筒安全检测技术 32 2 2 

6024007 井筒多相流动理论与应用 32 2 2 

必修环节 
8020101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博士） - 1 4  

8020102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 - 1 1-8  



 

 
 

4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直接攻博） 

专业名称：   海洋油气工程              专业代码：0820Z1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7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36 2 1  

7000011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中文授课国际博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2 2 1  

公共基础课 
6000027 应用统计方法 627 48 3 1 

全选 
6000025 数值分析 625 48 3 2 

专业基础课 

6024010 深水油气工程理论与技术进展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20214 天然气水合物及开发技术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24003 海洋油气工程安全与环保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24013 现代海洋结构物工程理论与技术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24005 海洋油气开发闭合管理理论与应用 32 2 2 平台核心课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6024004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1 
海洋油气钻采工程方向和海洋油气工

程装备与结构物工程方向核心课 

5021009 高等渗流力学 32 2 1 水合物开发理论与技术方向核心课 

5023004 胶体界面化学 32 2 1 海洋油气工程安全与环保方向核心课 

7064002 固体力学基础 48 3 1 
海洋油气钻采工程方向和海洋油气工

程装备与结构物工程方向核心课 

6024011 深水油气钻采理论与工艺技术 32 2 1 

 
6024014 海洋油气开发污染防治理论与方法 32 2 1 

6024015 计算流体力学 32 2 2 

6021021 石油工程岩石力学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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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1002 高等油藏工程 32 2 2 

6024006 井筒安全检测技术 32 2 2 

6024007 井筒多相流动理论与应用 32 2 2 

6020213 油气井管柱力学与过程控制 32 2 1 

6022002 海洋工程水动力学 48 3 2 

6022003 现代船舶与海洋工程强度理论 32 2 1 

交叉学科专业选修课 

7023002 高等胶体化学 32 2 2 

至少 1 门 7021007 高等工程热物理 32 2 2 

6021007 石油工程流变学 32 2 1 

公共选修课 

7000042 人工神经网络 32 2 2  

6000030 数学物理方法 32 2 2  

6000044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6 1 1  

6000052 技术经济学 32 2 1  

6000031 最优化方法 32 2 2  

6000070 国际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16 1 2 必选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7 选 3，必选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6000016 跨文化沟通 16 1 2 

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6000067 公共体育 16 1 2  

7000041 高级实用程序设计 32 2 1  

7000024 现代应用数学选讲 48 3 1  

Upcic 课程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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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程 
本科主干课 

5024005 海洋油气钻井工程 56 3.5 2 

≥4 学分 

5024002 海洋油气开采工程 48 3 2 

5024003 海洋油气集输工程 48 3 1 

5024004 海洋油气工程装备 32 2 2 

硕士专业课 6024001 现代海洋油气工程 32 2 2 

必修环节 
8020101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博士） - 1 4 

2 学分 
8020102 境外学术交流与研修 - 1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