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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储运安全与环保微专业 2024 级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油气储运安全与环保 

二、专业简介 

油气储运安全与环保微专业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课程学习，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

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储运装备、油气储运管道、储油库、储气库等油气储运系统中的安全与

环保问题。使学生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关注油气储运工程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

和趋势，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培养目标 

通过油气储运安全与环保微专业的学习，培养能够从事油气田地面工程行业相关性工作，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人才。 

四、培养要求 

1.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油气集输与处理、油气管道输

送、油气储存与装卸及燃气输配等油气储运系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油气储运工程领域所涉及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油

气集输与处理、油气管道输送、油气储存与装卸及燃气输配等油气储运系统安全与环保问题

的识别、表达、文献研究及分析，并获得有效结论。 

3.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油气储运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五、修读年限 

基本修读年限为 2 年。主修专业毕业或结业，微专业学业自然终止。 

六、结业标准 

学生完成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微专业培养要求的，可获得

微专业结业证书。 

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 管 院 长：                             年   月   日 

分 管 校 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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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储运安全与环保微专业 2024 级培养方案课程安排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开课学院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学分

要求 理论 上机 
实验

实践 

1 100409T020 油气储运工程导论  工学院 1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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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本知识、油气储运生产过程的主要危害、油气储运工程 HSE 风险识别、油气储运工程

HSE 风险识别、油气储运工程 HSE 风险控制、事故应急预案与应急救援、石油企业 HSE 管

理概述。使学生掌握安全相关的基本知识，了解相关管理制度及法律法规体系。增强学生风

险识别、风险评价能力及安全防范意识。对提高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大学生的安全素养，促进

石油天然气领域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课程 4：《油气储运系统自动化与智能化》 

本课程是油气储运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它是《输油管道设计与管理》、《油气

集输》等主干专业课程的提升和补充。也是《油气管道 SCADA 系统》课程的升级。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新工业

革命的趋势，油气储运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适应行业的这种

变化趋势，储运系决定对原有的《油气管道 SCADA 系统》课程进行升级，增加数字化与智

能化的相关内容，并将课程名称定为《油气储运自动化与智能化》。 

本课程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初步掌握油气储运工程自动化所涉及的知识与技能，包括基

本的数据采集、电路设计、PLC 编程、信息获取以及相应的信息处理技能。在此基础上，

对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有所了解。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油气管道监控与数据采集（SCADA）系统的组成、功能及在管道

生产中的作用；涉及管道工艺、自动控制、数据库管理、网络通讯、网站维护、数字管道建

设等方面的内容。 

课程 5：《油气储运工程软件实训》 

《油气储运工程软件实训》是油气储运工程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实践教学环节。通过

实施该课程，训练学生具有正确使用目前行业内油气储运工程常用软件的技能，力争让学生

做到懂原理即会用软件。培养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为进行油气集输、油气管道输送、燃气

输配等油气储运系统的设计和优化打下良好基础。此外，通过分工协作完成任务使学生领会

团结协作精神，培养团队意识。通过随堂讨论，有助于训练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课程 6：《油

气储运设施安全与完整性管理》 

课程 6：《油气储运设施安全与完整性管理》 

《油气储运设施安全与完整性管理》是油气储运工程专业的一门限选课。本课程的任务

是基于实际发展的需要，结合现代的管道管理思想、安全检测、监测、维护、维修技术和其

他相关的先进理论和方法，通过各种教学环节，使学生了解油气储运工程相关设施安全与完

整性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管道和储罐等储运工程设施的安全评价和完整性管理

方法。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对现场的管道、储罐及其他油气储运设施进行完整性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