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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方案概述

 



培养目标

本方案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动力工程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独立从事科研、教学和工程技术管理的能

力，能够在动力工程领域及相关领域从事技术开发、设计、运行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培养方向

研究能源的高效转换和利用

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转换与利
用

通过系统分析与优化，提高

动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经济

性。

动力系统优化

研究与应用环保和节能技术，

推动可持续发展。

环保与节能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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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标

 



知识与能力

学生需要掌握深厚的专业知识，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
工程设计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素质要求

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独立

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学术能力

遵守学术道德和工程伦理，

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具备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

题的能力。

创新能力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

团队合作



职业发展

通过本方案的培养，学生能够在动力工程领域及相关领域
从事技术开发、设计、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并具备进
一步深造和终身学习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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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方向

 



能源转换与利用

研究燃料的燃烧机理和燃烧

设备优化。

燃料燃烧技术

研究能量在不同介质间的转

换技术和效率提升。

能量转换系统

利用余热回收技术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

余热回收技术

研究能源评价方法，为

能源管理提供依据。

能源评价方法



动力系统优化

建立动力系统的数学模型并

进行仿真分析。

系统建模与仿
真

优化动力系统的运行参数，

提高效率。

运行参数优化

研究设备故障诊断技术，保

障系统稳定运行。

设备故障诊断

研究动力系统的维护与

管理方法，提高运行寿

命。

维护与管理



环保与节能技术

研究污染物的控制技术，减

少环境污染。

污染物控制技
术

进行能源审计，提出节能措

施，降低能耗。

能源审计与节
能

研究清洁生产技术，推动可

持续发展。

清洁生产技术

研究环保政策和管理方

法，提高环保水平。

环保政策与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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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模式

 



课程学习

学习动力工程领域的基本理

论课程，建立扎实的理论基

础。

理论课程

进行动力工程领域的实验课

程，提高实践能力。

实验课程

 

 

 

 



实践环节

在相关企业或研究机构实习，

了解行业现状。

实习

参与科研项目，提高科研能

力。

科研项目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拓宽学

术视野。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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