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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油气储运工程领域技术发展趋势，结合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开展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知识体系框架的探究，通过整体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内容体系，优化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大纲，评估培养

效果，形成一套充分融合大数据、智能化与物联网技术发展趋势、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的、满足行业需求

的专业人才培养内容体系，促进专业改造升级，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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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knowledge system framework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n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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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It aligns with technological trends in the field and 
the university’s talent development goals. By designing a comprehensive content system, optimiz-
ing training programs, revising syllabi, and evaluating outcomes, a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content system is formed. This tailored system integrate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big data, intel-
ligent, and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ies. And this system meets industry demands and supports 
the university’s educational mission, driving program modernization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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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国家对油气输送管网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2019 年 12 月 9 日，专门成立国家石油天然气管

网集团有限公司，来负责石油与天然气管网的运营。目前油气管网的运营与管理技术与数字化、大数据

分析与决策、物联网技术的融合越来越多，油气储运工程专业作为油气运输领域的核心专业，要适应这

种技术发展趋势，必然需要对现有的油气储运专业知识体系进行调整，才能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1]。 
但是，目前数字化管理、智能控制与决策等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导致管道与站场的运营和管理方式

发生了变化，与专业目前所设计的总体知识体系框架不能较好地适应和匹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社会满意度下降。通过调研发现，在已开展的油田物联网建设中，传统的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培养的学

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与企业需求存在明显的差距，导致企业满意度逐年下降[2]。(2) 学生岗位适应

能力差。当前整个大数据以及油田物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学生在现有知识结构体系下难以适应行业的变

革，在岗位上不能充分胜任。(3) 当前人才培养知识体系落后。传统的人才培养内容是基于过去的行业需

求和相对落后的教学条件而制定的，近年来，我校以及其他开设油气储运专业的高校都实施了专业建设

的改革，但主要是分块研究，还未系统地进行人才知识体系的改革研究。由此可见，由于知识体系框架

设计滞后，导致学校培养的人才不能够充分满足油气储运工程领域的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因此，开展基

于大数据和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油气储运工程专业人才知识体系框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3]。 

2. 明确油气储运工程专业核心能力要求 

通过对国内外石油企业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发展趋势的调研可知，当前各大企业均积极

推行数字化转型战略。例如，企业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与深度数据分

析，提升设备和系统的可靠性与可用性，优化生产流程[4]。凭借机器学习等技术开展预测性维护，减少

设备与系统停机时长，保障生产连续性[5]。此外，利用工业互联网及智能控制技术，促使储运设施从传

统操作转向自动化、智能化控制，大幅提高储运效率与安全性[6]。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油气储运工程一

线技术人员需具备多方面核心能力。例如，需具备数字化技术运用能力，要熟练运用 Python、SQL 等工

具处理分析海量数据，借此洞察风险，并精通 SCADA 等智能监控系统，实现远程操控与故障预警。其

次，具备运维管理能力，能借助机器学习预测设备故障以提前维护，同时了解为传统设备加装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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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改造手段，提升设备性能。还需具备安全风险防控的能力，可运用图像识别、传感器监测风险，

快速响应预警，依据数据制定防控策略等。因此，针对企业技术革新对油气储运工程专业人才的具体需

求，结合学校“行业性、地方性、开放性、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根据产业发展动态，对接产业发展需

求，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完善油气储运专业的人才培养知识结构体系要求，使学生能更好地

适应大数据与智能化背景下的企业环境。 

3. 开展人才培养知识体系整体设计 

传统油气储运专业人才培养是体系设计以“工艺”为主线，体系包括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创新

教育环节。本项目则是在以“工艺”为主线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将知识进行模块化设计，具体改进思路

如图 1 所示。首先，将传统课程体系的内容进行模块化，将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创新教育环节的核

心知识分别转换为基础知识模块、专业知识模块以及创新知识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依据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新需求，增加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智能化模块(模块 A)和现代工具应用的集成化设计

模块(模块 B)。其中，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智能化模块又分为两个子模块，分别是由数据分析、数据统计、

数据处理、PIC/PID 原理、逻辑等组成的现代基础知识子模块(子模块 A.1)，以及由控制、检测、统计、

决策、管理等技术组成的现代专业知识子模块(子模块 A.2)。现代工具应用的集成化设计模块也分为了两

个子模块，分别是由 Excel、SPSS、Origin、Matleb、Python 等数据分析与编程软件构成的基础软件 
 

 
Figure 1. Overall design framework of the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content system 
图 1. 专业人才培养内容体系整体设计思路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3130


黄茜 等 
 

 

DOI: 10.12677/ve.2025.143130 107 职业教育发展 
 

子模块(子模块 B.1)，以及由 Pipeline Studio、SPS、Hysys、Pipephase、OLGA 等管道与工艺模拟软件组

成的专业软件子模块(子模块 B.2)。最后，将各模块进行整合与关联，从而形成新的专业人才培养内容

体系。 
新的专业人才培养知识体系是在以“工艺”为主线的知识体系下，结合行业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拓展。 
(1) 基础课程设置 
① 设置了辅助大数据分析的基础理论课程，包括概率论与数理统计、C 语言程序设计、MATLAB 语

言程序设计与仿真等课程。 
② 设置了辅助智能化学习的自动控制类的基础理论课程，包括电工与电子技术、石油仪表与检测技

术。 
③ 设置了大数据与智能化技术入门级课程，包括大数据概论、人工智能导论、物联网新技术等选修

课程。 
(2) 专业课程设置 
① 设置新的适应油气储运领域大数据与智能化需求的专业课程，包括油气管网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储运安全和管道完整性管理实训。 
② 更新油气集输工程、油气管道设计与管理、油气储存技术与管理、城市配气等专业核心课程的内

容，以符合行业技术发展需求。以《油气管道设计与管理》为例，目前课程内容以传统工艺为主，结合油

气管网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发展要求，需在传统工艺专业知识模块的基础上，增加管道腐蚀、施工运行数

据分析、自动控制以及管理决策等现代专业知识子模块和 Pipeline Studio 等专业软件子模块。 
(3) 创新教育设置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了(油气储运工程)创新实践环节，实施周期为 4 年。在集中授课时，给学生

讲解大数据、智能化的基础知识，培训 SPSS、Python 等数据分析软件的适用；给学生讲解储运工艺、储

运工程建设、储运结构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培训 Pipephase、Hysys 等专业软件的适用。基于授课内容，

引导学生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关注行业技术热点，通过比赛、科技创新项目等，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通过将传统专业知识与新技术发展要求的现代知识的有机融合，使学生在理论、实验以及实践环节

得到有效训练，形成面向当前与未来的知识结构体系。 

4. 开展油气储运人才培养方案优化 

在满足新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OBE)标准，参照国

内外相关专业标准和培养要求，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产业链核心岗位专业

能力要求进行人才培养知识结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同时，通过学习课程目标化、教学内容具体化、课

程内容模块化和知识评价日常化等四个方面指引各课程教学大纲的优化。在学习课程目标化方面，明确

每门课程的具体学习目标，使其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对应，保障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在教学内容具体化

方面，深入剖析教学内容，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要点，分析教学重难点，便于学生理解和掌

握。在课程内容模块化方面，将课程内容划分为若干个模块，每个模块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便于组织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在知识评价日常化方面，建立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除了传统的考试

考核方式外，增加课堂表现、大作业完成情况、创新实验、小组项目等评价指标，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

的评价[7]。 
另外，优化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也按照 OBE 框架进行实施。通过优化培养方案和修订主干课程教

学大纲，实现对传统油气储运专业的改造，培养出面向当前和未来的人才，从而支撑油气储运行业持续

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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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油气储运人才培养效果评估 

在实施过程中，挑选核心课程作为样本来进行培养效果的评估研究。 
(1) 研究学生的学习产出状况 
结合课程达成度分析、问卷调查、座谈、调研等方式，综合评价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来进行分析判

断。① 课程达成度分析，以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多源数据为基础，进行达成度计算，将学生的学习

成果与预先设定的教学目标进行比对，分析学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整体水平与离散程度。同时，对比

不同届学生的课程达成度数据，分析课程教学效果的变化趋势，探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② 在
问卷调查方面，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进行设计。在知识维度方面，重点考核学生对核心课程基

础概念、理论框架的掌握程度。在能力维度方面，关注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能力的提升，包括发现问

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在素质维度方面，关心学生学习兴趣的激

发与转变，工程伦理、工匠精神的培养情况等。③ 在组织座谈会时，营造自由、开放的交流氛围，鼓励

学生分享在课程学习中的体会与收获，从而获取有效的反馈信息。④ 在调研工作中，调研对象主要为本

专业毕业生，了解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对所学核心课程知识与技能的运用情况，以此辅佐评价课程教学在

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 
(2) 校企协同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基于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邀请企业专家参与教学评估工作，共同对课程教学内容的落实

情况展开评估。企业专家从实际行业需求出发，评价教学内容是否与行业实际需求的紧密契合，是否能

满足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8]。依据评价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及时删减过时的部分，

补充行业前沿知识，确保教学内容的时效性与实用性。同时，优化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例如结合行

业变革，及时更新课程案例库，引入项目式学习、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出更

能满足行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9]。 

6. 结论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本论文围绕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内容体

系展开深入研究。首先，对油气储运技术发展趋势进行全面剖析，洞察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提升生产

效率、保障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关键作用，进而明确了专业核心能力要求，涵盖数据处理与分析、智能运

维、风险智能防控等能力。基于此，进行人才培养知识体系的整体设计，旨在全方位支撑专业核心能力

的提升。通过优化油气储运人才培养方案，对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调整，使之更贴合行业需求。

同时，修订主干课程教学大纲，确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前沿性。此外，开展人才培养效果评估，从多

维度考量学生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能力表现。通过以上系统研究，全面

总结了油气储运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内容体系的研究成果，为培养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高

素质油气储运专业人才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未来，应持续关注行业动态，不断优化培养

体系，以满足油气储运行业不断发展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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