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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满足目前各大石油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同时也

是为了提高人才质量，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资源学

院的相关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依托地质优势的石油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目的是为了培养出既懂地质，又

懂开发的复合型高层次石油工程专业人才。通过学校入校

后按照专业大类培养，第三学期开始根据学院培养要求，

结合学习兴趣和发展定位分类培养，并在每年安排实践实

习，真正做到“练、习、研”的培养模式。

2 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虽然目前新能源发展迅

猛，但是中国对于石油与天然气能源的需求还是不断地增

加 [2]。解决油气资源需求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分别为继续

勘探开发新的区块的油气资源和改善老区采油气方案，改

变采油方式，从而提高采收率。目前，中国大部分的油田

采收率大多在 33% 左右，约 30% 的可动剩余石油储量尚未

被开采 [1]。对于未被采出的这部分石油，需要基于地质和地

球物理的相关知识，对剩余油进行预测，发现油田区块中

未被开发的含油区，从而进行开采，进而提高油田采收率。

因此，只有将地质与开发的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大大提高

油田的原油采收率，从而实现中国油田企业的可持续高效

发展，这就需要一大批既懂石油工程有需要懂地质相关知

识的石油工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3]。因此，推动了我校培

养地质与开发相结合的高水平复合型石油工程人才。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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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会需要的人才的主要特点为跨学科、知识融合和技术融

合 [4]。各个高校需要根据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不断摸索和调

整自己的专业培养方案，从而培养出复合型高水平人才来满

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5]。

3 实践培养模式方式

3.1 大一暑期的北戴河野外地质实习
为了让进入地质大学的本科新生能尽快地对所学专业

有切身的感受，中国地质大学于 1953 年就在河北秦皇岛市

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结合秦皇岛市得天独厚的地质优势，

开展野外教学活动，丰富学生的野外实践能力。本人过去 6

年间共参加了 3 次北戴河实习，主要负责石油工程专业的大

一学生的野外地质实习，本次实习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野外

典型地质现象的直接观察、认识、描述和分析，获得基本地

质现象的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基本地质知识和理论的理

解，培养学生的地质思维能力。使学生初步掌握一部分野外

地质工作的基本技能，熟悉掌握罗盘、地图和野外记录簿的

基本功能和作用。让学生对常见的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最重要的是培养石油工程专业学

生对油气储层的直观认识，为将来毕业从事相关的油气勘探

工作提供相关的地质背景和知识体系。

3.2 大二暑期的秭归野外地质实习
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大二暑假

期间会继续开展野外教学工作。大二暑假期间学校在湖北宜

昌的秭归县开展地质教学实习，其任务就是为了巩固学生所

学的《地质学基础课程》的基本知识，加深学生们对地质学

基础知识的理解，提高野外地质现象的观察与分析能力。通

过秭归地质实习，主要使学生们熟悉实习区域最主要的三大

类岩石——岩浆岩、变质岩和沉积岩，并且学习秭归实习区

域的有关地质构造和相关的地形地貌，使学生们掌握野外地

质工作的基本方法与要求步骤、掌握三大岩石类别的野外观

察方法与描述内容、掌握地层系统的建立原则、野外褶皱、

断层等构造现象的识别，观察和描述，掌握野外相关地质图

件的绘制和要求，具有一定的整理资料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独立地完成实习报告的编写，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

的地质学基础 [6]。野外的地质教学，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知

识体系，让学生走出课堂，接触现场，更直观的对课本中学

习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增加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3.3 大三暑期的企业生产实习
大三的暑假，也是本科学生的最后一个暑假，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会安排学生在大三暑假期间进行企业事业单

位工作管理实践培训，主要在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集体进入企业事业单位，熟悉专业领域的工作流程、管理制

度等。在大三阶段和大四阶段过渡期间，学生各自跟随校内

指导老师进入企业事业单位，在学校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

开展石油工程专业技能训练，凝练相关的科学问题，为毕业

设计做准备。主要安排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们进行江汉油矿

实习，通过进驻江汉油田，进而熟悉企业单位结构、专业领

域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了解油田架构、熟悉钻完井及采油

工艺及相关的规范，之后进行石油工程专业技能的训练，学

习并了解各种钻采工具的使用方法及用处以及掌握井场的

地面设备和采油工序，了解并地质观察到教材中的各种采油

设备。安排学生在大四阶段进行设计及研究能力训练，在学

校和企业导师指导下，在生产实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科

学问题凝练，并开展相应研究，最终完成毕业设计，为就业

打下坚实的基础。石油工程专业培养具有扎实自然科学及专

业理论基础，拥有良好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备基本地

质工作技能，熟悉专业领域的工作流程，具有良好交流和沟

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能够在石油工程领域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石油工程师。

4 人才培养效果

在大一暑假的北戴河野外地质实习过程中，石油工

程专业学生需要利用地形、地物标志，在地形图上标定地

质观察点，使用罗盘确定方位、测量产状和坡度。另外，

还需要通过老师的讲解下，以规范的格式记录野外地质

信息，从而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践中，达到更好地

消化知识的目的。通过老师的指导，石油工程专业学生

需要进行地质标本的采集和整理。通过大一学年的北戴河

野外地质实习，可以使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对于实际地

质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将书本知识与实践学习完

美地融合起来，从而达到更好地吸收所学习到的知识的 

目的。

通过大二暑假的秭归实习，让学生对地质有一个初步

认识。秭归实习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在华北地区地质实习（北

戴河）中的薄弱环节，使学生野外地质知识和技能得到全面

发展。通过设置专题路线，要求学生独立完成野外调查和地

质资料的搜集，培养学生独立观察和分析地质问题的能力，

掌握举一反三的地学思维和地质工作的方法。通过秭归野外

地质实习，增加华中地区野外实践教学，指导学生观察华中

型地层、岩石及构造特征，引导学生了解华中与华北地层层

序及其演变规律的异同。

通过大三暑假的企业生产实习，也就是石油工程专业

在学校与企业事业单位联合培养阶段，其目的就是以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为重点。通过深入油田或者科研院所，熟悉并掌

握专业领域的工作流程、管理制度，提升学生专业认知及生

产管理能力，了解油田架构、熟悉钻完井及采油工艺及相关

规范。通过生产实习关节，在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的共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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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包括现场操作，数据资料收集、

整理和分析等，学会基本操作流程、专业图件编制、报表编

写等。

5 结语

通过我校对于石油工程专业培养方案及其目标的不断

探索，依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地质专业传统优势，初

步形成了具有我校特色的石油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我校

不仅将理论知识与本科三年的实习实践的有机地结合起来，

而且将石油开发课程与地质专业课程放入培养计划中，使学

生们能够更具体地理解石油与地质的相关知识，并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为我校今后的复合型石油工程人才的培养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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