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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力类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专业概述

“能源动力类”专业起源于１９３７年的重庆大学工学院动力科，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重庆大学

动力系，１９８１年更名为热力工程系，１９９８年更名为热能工程学院，２００１年更名动力工程学院。１９９８年

按照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将原有的工程热物理、电厂热能动力、热能工程、制冷及低温工程等四个本

科专业合并为热能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并于２００８年成为国家级和重庆市级优势特色专业。２０１０年

增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２０１２年根据教育部新的专业目录，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更名为能源

与动力工程专业，与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同属于能源动力类专业。本专业按“能源动力类”大类招

生。从二年级开始，根据学生志愿和综合考核进行专业及专业方向分流。

二、标准学制

四年

三、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四、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宽厚基础理论，系统掌握能源（包括常规能源与新能

源）高效转化与洁净利用、能源动力装置与系统、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等方面专业知识，能从事能源与

动力工程领域相关的工程设计、运行管理、技术开发、科学研究及教学等工作，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国

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与竞争能力的实践型创新人才。

（二）培养规格

Ａ　知识

Ａ１、掌握人文科学基础知识；

Ａ２、掌握专业所需的自然科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及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计

算机技术及应用的相关知识；

Ａ３、掌握专业类所需的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

技术、环境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Ａ４、掌握热与流体、能源转换与利用、污染物排放与控制、噪声与振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

识；

Ａ５、掌握能源与动力系统与装置设计制造、运行控制、故障诊断、失效分析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

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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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能力

Ｂ１、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数学、物理、力学、机械学、电路和电子技术以及自动控制的基本知识和能

力；具备较扎实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Ｂ２、能胜任能源动力系统、制冷循环／新能源系统的运行管理、优化分析与设计，以及技术改造的能

力；

Ｂ３、应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设计、数值计算和工程分析的能力；

Ｂ４、良好的学习能力。能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通过不断学习，保持和增强其职业能力；具有终身

学习的意识与能力；

Ｂ５、具备一定的系统思维能力，熟悉行业标准，具备进行能源动力系统及装置工程设计、运行控制、

故障诊断和失效分析的能力；

Ｂ６、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进行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初步能力；

Ｂ７、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Ｃ　素质

Ｃ１、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Ｃ２、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

Ｃ３、具有全球视野及可持续发展理念；

Ｃ４、具有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五、专业核心课程

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流体力学、自动控制原理、能源动力测试技术 、燃烧学、锅炉原理、制冷及

低温原理等。

六、特色课程（指研讨型课程、全英文课程等）

全英文教学课程：传热学，工程流体力学，燃烧学。

双语教学课程：工程热力学，能源工程概论，可再生能源利用中的热物理问题。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分布

课程类别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备注

通识与素质课程 １ ８
１：新生研讨课
８：文化素质选修

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

１７

９

６

０

５

１０

２

思政类（不含实践）

外语类

数学类

物理类

军体类

生化类

计算机类

专业基础课程 ３２．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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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备注

专业课程 １３ １１

集中实践环节 ２６ ４ 必修含思政类４学分

非限制选修课程 ０ １０ 跨学科１门课程

第二课堂 ０ ２

小计 １３１．５ ３７

合计 １６８．５＋２

八、课程设置一览表

能源动力类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通识与公共基础课程

要求：通识与素质课程需跨类修读８学分，体育教考分离，预约考试（包括体育理论、长跑、游泳、技能）共４学分。体
育课程从２０１３级开始进行改革，没有学期概念，在四年内达到目标即可。推免研究生要求英语、体育课程必须在６
学期前获得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课程：（５０学分）

ＩＰＴ１００００ 形势与政策（１） ０．５ ８ ８ ８ １

ＩＰＴ１０００１ 形势与政策（２） ０．５ ８ ８ ８ ２

ＩＰＴ２００００ 形势与政策（３） ０．５ ８ ８ ８ ３

ＩＰＴ２０００１ 形势与政策（４） ０．５ ８ ８ ８ ４

ＥＰ１００００ 新生研讨课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
Ｃ１、Ｃ３
Ｃ４、Ｃ５

ＭＥＴ１１０００
军事课（含军事训练、

军事理论）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

ＩＰＴ１０１０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

ＰＥＳＳ１２０１０ 体育健康知识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１７

ＣＳＴ１１００１ 大学计算机基础 ２．０ ４８ １６ ３２ １

ＭＡＴＨ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１ ５．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１

ＩＰＴ１０２０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２

ＣＳＴ１１００３ Ｃ程序设计 ３．０ ４８ ６４ ３２ ３２ ２

ＭＡＴＨ１００２３ 高等数学２ ６．０ ９６ ９６ ９６ ２

ＰＨＹＳ１００１３ 大学物理（Ⅱ１）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２

ＰＥＳＳ１２０２０ 游泳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１７

ＰＨＹＳ１２０１０ 大学物理实验 １．５ ２４ ４８ ４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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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ＩＰＴ１０４０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３

ＭＡＴＨ１００３２ 线性代数（Ⅱ）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３

ＰＨＹＳ１００２３ 大学物理（Ⅱ２） ４．０ ６４ ６４ ６４ ３

ＰＥＳＳ２２０３０ 自选技能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１７

ＩＰＴ１０３０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

ＭＡＴＨ２００４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

ＰＥＳＳ２２０４０ 长跑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１７

小计 ５０ ８００ ９２０ ６８８ １１２ １２８

选修课程（≥２０学分）

说明：英语类课程选修（≥１０学分），英语类课程采用入学分级进行；最低学分要求为１０学分，由共通课程６学分和拓
展课程４学分构成，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入学一级学学业素养１２和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１２加４个学分的拓展课程，
入学二级学学业素养２３和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２３加４学分拓展课程，入学三级学学业素养３４和英语口语交际技能
３４和４个学分拓展课程）。通识与素质课程必需跨类修读８学分。再至少选修２学分的其他课程。

ＥＵＳ１００１１ 学业素养英语（１）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１１１ 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１）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０２１ 学业素养英语（２）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１２１ 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２）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０３１ 学业素养英语（３）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１３１ 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３）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０４１ 学业素养英语（４）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１４１ 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４）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ＥＧＰ２０ 职业素养英语系列课程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ＡＤ２０ 学术素养英语系列课程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小计 １６．０ ２５６

通识与素质课程必需跨类修读８学分

通识与素质课程 ８．０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８

选修≥２学分

ＣＨＥＭ１０００６ 大学化学ＩＩＩ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

ＣＨＥＭ１２００３ 大学化学实验Ⅱ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１

ＣＳＴ２１００１ 计算机信息管理基础 ３．０ ４８ ６４ ３２ ３２ ３

ＭＡＴＨ２００５０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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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ＣＳＴ３１００５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

（Ⅲ）
３．０ ４８ ６４ ３２ ３２ ６

小计 １１．５ １８４

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课程（３２．５学分）

ＭＥ１０１０２ 工程制图（Ⅱ）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２

ＥＥ２０３２０ 电工电子学（Ⅰ１）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３

ＡＥＭＥ２１１１２ 理论力学（Ⅲ）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３

ＥＰ２０００１ 工程热力学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３ Ａ４ Ｂ４、Ｂ６ Ｃ３

ＥＰ２２００１ 热工实验（Ｉ）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３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Ｅ２０３３０ 电工电子学（Ⅰ２）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４

ＥＰ２１００２ 工程流体力学 ４．０ ６４ ６６ ６２ ４ ４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Ｅ２２３４０ 电工电子学实验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４

ＭＥ３１１０２ 机械设计基础（Ⅱ）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５

ＥＰ３０００３ 传热学（Ⅰ）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４０００３ 传热学（Ⅱ） １．５ ２４ ２４ ２４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３２００１ 热工实验（ＩＩ）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５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０００４
热工过程自控原理及

系统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６ Ａ５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３０００５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小计 ３２．５ ５２０ ５６０ ４８０ ８０

选修课程（≥２学分）

ＣＨＥＭ２００４４ 物理化学（Ⅳ） ２．５ ４０ ４８ ３２ １６ ３／４

ＡＥＭＥ２１２１２ 材料力学（Ⅲ）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４

ＣＥＭ３０００５ 结构力学（Ⅳ）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５

小计 ６．５ １０４ １１４ ９４ ２０

专业课程

选修课程（１３学分）

必修课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方向要求１３学分）

ＥＰ３１５００ 制冷及低温原理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６ ６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３１１００ 燃烧学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３１２００ 锅炉原理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６ ４ ６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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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ＥＰ４０２０１ 热力发电厂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４１３００ 汽轮机原理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７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小计 １３ ２０８ ２２２ １９８ ２２

必修课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要求１３学分）

ＥＰ３１７００ 风能利用原理与技术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５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３

ＥＰ３１７０１
太阳能利用原理与技

术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３

ＥＰ４１７０２
生物质能转化原理与

技术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３

ＥＥ４１７００
可再生能源中的电力

电子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３；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３

ＥＰ４０７０３
分布式能源系统及理

论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３

小计 １３ ２０８ ２２２ １９４ ２８

选修课程（≥１１学分）

说明：Ａ１组≥６；能源与动力工程方向：Ａ２＋Ａ４＋Ａ５＋Ｂ组≥５；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Ａ３＋Ａ４＋Ａ５＋Ｂ组≥５

专业选修课Ａ１组：公共选修课程

ＥＰ２１００６ 动力工程计算方法 ２．０ ３２ ４０ ２４ １６ ４ Ａ２、Ａ４ Ｂ３ Ｃ４

ＥＰ２１００７ 能源工程材料 ２．０ ３２ ４０ ２４ １６ 　 ４　 Ａ３ Ｂ１ Ｃ４

ＥＰ３０００８ 工程传质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３０２０２ 工业热力设备及系统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１ 化学反应工程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２ Ｂ１、Ｂ２ Ｃ３

ＥＰ４１１０２ 换热器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４ Ｂ２、Ｂ３ Ｃ４

ＥＰ４０００９ 专业外语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１ Ｂ７ Ｃ３

小计 １４ ２２４ ２４２ ２０６ ３６

专业选修课Ａ２组：能源与动力工程方向选修

ＥＰ３０２０３ 洁净煤燃烧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０３０２ 内燃机基础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０２０４ 发电厂电气设备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０２０５ 热工智能仪表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０２０６
大型循环流化床燃烧

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２０７ 热电冷联产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０６６—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ＥＰ４０２０８ 热力系统仿真与优化 ２．０ ３２ ４０ ２４ 　１６ 　 ７ Ａ４ Ｂ２、Ｂ３ Ｃ４

ＥＰ４０３０３ 动力装置制造工艺学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２０９
电厂燃运与灰渣处理

系统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２１０
电站集控运行与计算

机控制
２．５ ４０ ４２ ３８ ４ 　 ７ Ａ４ Ｂ２、Ｂ３ Ｃ４

小计 ２０．５ ３２８ ３３８ ３１８ ２０

专业选修课Ａ３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选修

ＥＰ４０７０４
氢能及新型能源动力

系统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７０５ 储能技术原理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７０６ 燃料电池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小计 ６ ９６ ９６ ９６

专业选修课Ａ４组：制冷及低温工程方向模块

ＥＰ３１５０１ 制冷压缩机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１５０２ 空气调节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１５０３
食品冷藏原理及冷链

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０５０４ 低温技术及其应用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５０５ 制冷系统设计及控制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５０６ 热能制冷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５０７ 热泵系统及应用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小计 １４ ２２４ ２３０ ２１８ １２

专业选修课Ａ５组：核科学与核技术

ＮＵ３１１１０ 核反应堆热工分析 ４．０ ６４ ６８ ６０ ８ ６ Ａ３～Ａ５ Ｂ２、Ｂ６ Ｃ４

ＮＵ４１３００ 辐射剂量与防护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２、Ａ５ Ｂ４、Ｂ７ Ｃ４

ＮＵ４１１３０ 核反应堆安全学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２ Ｂ２ Ｃ２、Ｃ４

ＮＵ４０１４０ 核电厂系统及运行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３、Ａ５ Ｂ２、Ｂ６ Ｃ２、Ｃ４

小计 １０ １６０ １６８ １５２ １６

专业选修课Ｂ组：前沿模块（≥１学分）

ＥＰ３０１０２ 传热传质学前沿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３ 生物质能利用新技术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４ 燃烧学领域新技术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２１１ 节能减排新技术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１６６—

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ＥＰ３０１０５ 分子热力学模拟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３０４
先进能源动力系统模

拟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ＮＵ３００２０
反应堆工程与核安全

前沿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６
流体界面输运新理论

及应用前沿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７ 传热学反问题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５０８ 制冷与空调前沿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小计 １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实践环节

必修实践环节（２６学分）

ＴＰＴ１３１０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实践
１．０ １周 １周 １ Ａ４、Ａ５

Ｃ１、Ｃ３
Ｃ４

ＥＰ１４０００ 认知实习 １．０ １周 １周 １ Ａ４、Ａ５ Ｂ２、Ｂ３ Ｃ２、Ｃ３

ＥＰ１６０００ 听取专业报告 １．０ １周 １周 １８ Ａ４、Ａ５ Ｂ６、Ｂ７ Ｃ２、Ｃ３

ＴＰＴ１３４０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实践

３．０ ３周 ３周 ３ Ａ４、Ａ５ Ｃ１、Ｃ２

ＥＮＧＲ１４００３ 金工实习（Ⅱ） ３．０ ３周 ３周 ４ Ａ２、Ａ４
Ｂ１、Ｂ２
Ｂ５

Ｃ４、Ｃ６

ＥＰ２４００１ 仿真实习 １．０ １周 １周 ４５ Ａ２、Ａ５ Ｂ３、Ｂ５ Ｃ２、Ｃ４

ＥＰ２４００２ 专业实习 ２．０ ２周 ２周 ４５ Ａ２～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Ｃ６

ＥＰ２３０００ 自主专业实践 １．０ １周 １周 ４８ Ａ４、Ａ５ Ｂ４、Ｂ６ Ｃ２、Ｃ３

ＭＥ３５１０１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

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５ Ｂ２～Ｂ５ Ｃ５、Ｃ６

ＥＰ３４００３ 测控实习 ３．０ ３周 ３周 ６ Ａ４、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５０９９ 毕业设计 ８．０ ８周 ８周 ８ Ａ３、Ａ４ Ｂ１～Ｂ５ Ｃ４～Ｃ６

小计 ２６

选修实践环节（能源与动力工程）≥４学分

ＥＰ２６００１ 项目设计（科技创新） ２．０ ２周 ２周 ３８ Ａ２～Ａ５ Ｂ１～Ｂ７ Ｃ２～Ｃ４

ＥＰ３５５０１
《制冷及低温原理》课

程设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６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２６６—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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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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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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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ＥＰ３５２０２ 《锅炉原理》课程设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６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５３０３
《汽轮机原理》课程设

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７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５２０４
《热力发电厂》课程设

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７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小计 １０．０

选修实践环节（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４学分

ＥＰ２６００２ 项目设计（科技创新） ２．０ ２周 ２周 ３８ Ａ２～Ａ５ Ｂ１～Ｂ７ Ｃ２～Ｃ４

ＥＰ３５７０５
《风能利用原理与技

术》课程设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５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ＥＰ３５７０６
《太能阳热利用原理

与技术》课程设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６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５７０７
《生物质能转化原理

与技术》课程设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７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小计 ８．０

非限制选修课程（≥１０学分）

说明：至少修读１门跨学科的课程

选修课程（≥１０学分）

ＥＰ３１４００ 通用流体机械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５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ＥＰ３１０１０
计算流体力学与计算

传热学基础
２．０ ３２ ４８ １６ ３２ ６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ＥＰ３００１１ 能源系统的评估原理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００１２ 能源战略与能源经济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０７０７
可再生能源及其利用

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００１３ 工程伦理学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小计 １２ １９２ ２１０ １７４ ３６

第二课堂（２学分）

说明：第二课堂内容包括健康教育、社会实践、讲座、竞赛、社团活动、公益活动等，共计２学分。

—３６６—

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能源动力类专业第二专业培养计划

一、专业名称

能源动力类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现代能源科学、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技术，在热能与动力工程领域从事

设计、运行、自动控制、环境保护、清洁能源利用和新能源开发等工作的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创新能力

强的复合型人才。

三、培养规格及学分要求

学生应掌握热能与动力工程基础理论，掌握工程制图、计算机应用、自动控制、能源利用、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具备热力系统（包括制冷空调系统）及设备的软硬件研究、开发、设计、运行

和技术管理的能力，具有适应社会需要的良好素质和创新精神，有较强的外语应用水平与能力。

主干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主干课程：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热工过程自控原理及系统、工业热力设备及系统、

制冷及低温原理等。

辅修要求修满２５学分。

第二专业要求修满５５．５学分。

四、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必修课程

ＥＰ２０００１ 工程热力学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３ Ａ４ Ｂ４、Ｂ６ Ｃ３

ＥＰ２２００１ 热工实验（Ｉ）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３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２１００２ 工程流体力学 ４．０ ６４ ６６ ６２ ４ ４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３０００３ 传热学（Ⅰ）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４０００３ 传热学（Ⅱ） １．５ ２４ ２４ ２４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３１１００ 燃烧学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３１５００ 制冷及低温原理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６ ６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３２００１ 热工实验（ＩＩ）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５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４６６—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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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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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排
课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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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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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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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ＥＰ３１２００ 锅炉原理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６ ６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３１７０１
太阳能利用原理与技

术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３

ＥＰ３０００４
热工过程自控原理及

系统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６ Ａ５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４０２０１ 热力发电厂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小计 ２８．５ ４５６ ４８８ ４２６

选修课程

ＥＰ３０２０４ 发电厂电气设备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１５０２ 空气调节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６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０２０２ 工业热力设备及系统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６ Ｃ３

ＥＰ４０２０７ 热电冷联产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００１２ 能源战略与能源经济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０７０３
分布式能源系统及理

论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５ Ｃ３

小计 １２ １９２ １９４ １９０

实践环节

ＥＰ４５３０３
《太能阳热利用原理

与技术》课程设计
２ ２周 ２周 ６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ＥＰ３５２０２ 《锅炉原理》课程设计 ２ ２周 ２周 ６ Ａ４、Ａ５ Ｂ５、Ｂ６ Ｃ２、Ｃ４

ＥＰ３４００３ 测控实习 ３．０ ３周 ３周 ６ Ａ４、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５０９９ 毕业设计 ８．０ ８周 ８周 ８ Ａ３、Ａ４ Ｂ１～Ｂ５ Ｃ４～Ｃ６

小计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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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专业概述

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设置于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院，所依托的学科之一工程热物理是国家重点学

科。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校已经开设了反应堆工程方向的课程，而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基于工程

热物理基础上建设，于２００７年开始单独招生，现已扩展为核工程和核技术等两个方向。专业为传统热

科学和核科学及技术的交叉学科，所涵盖的专业领域广。

二、标准学制

四年

三、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四、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核科学与技术学科宽厚基础理论，系统掌握核能相关的核工程、核技术、核动力装

置与系统、辐射探测与环境保护系统工程等方面专业知识，能从事核能与核技术领域相关的工程设计、

运行管理、技术开发、科学研究等工作，掌握核安全文化，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

与竞争能力的实践型创新人才。

（二）培养规格

Ａ　知识

Ａ１、掌握人文科学基础知识；

Ａ２、掌握专业所需的自然科学基本理论和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及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计算机

技术及应用的相关知识；

Ａ３、掌握专业类所需的力学、机械、材料、电气、电子技术、控制科学与技术、核工程、核技术、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Ａ４、掌握热与流体、能源转换与利用、反应堆物理、辐射探测、污染物排放与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和基础知识；

Ａ５、掌握能源与动力系统与装置设计制造、运行控制、故障诊断、失效分析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

础知识。

Ｂ　能力

Ｂ１、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数学、物理、力学、机械学、电路和电子技术以及自动控制的基本知识和能

力；具备较扎实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Ｂ２、能胜任能源动力系统、反应堆工程、核技术及应用、优化分析与设计，以及技术改造的能力；
—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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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３、应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设计、数值计算和工程分析的能力；
Ｂ４、良好的学习能力。能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通过不断学习，保持和增强其职业能力；具有终身

学习的意识与能力；

Ｂ５、具备一定的系统思维能力，熟悉行业标准，具备进行反应堆设计、运行控制、故障诊断、失效分
析和核辐射探测及分析的能力；

Ｂ６、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进行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初步能力；
Ｂ７、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Ｃ　素质

Ｃ１、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Ｃ２、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
Ｃ３、具有全球视野及可持续发展理念；
Ｃ４、具有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五、专业核心课程

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热工过程自控原理及系统、核反应堆物理分析、核反应堆热工

分析、核反应堆安全学、辐射测量与防护、机械设计基础、动力工程计算方法、电工电子学、核电厂水化

学、核技术实验及方法、核电子学等。

六、特色课程（指研讨型课程、全英文课程等）

传热学（Ⅰ）（全英文教学）、新生研讨课、自主专业实践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分布

课程类别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备注

通识与素质课程 １ ８ １：新生研讨课；８：文化素质选修

公共基础课程

１２

１７

９

６

５

１０

４

思政类

外语类

数学类

物理类

军体类

生化类

计算机类

专业基础课程 ３０．５ ２

专业课程 １０ １４

集中实践环节 ２６ ４ 必修含思政类４学分

非限制选修课程 １０ 跨学科１门课程

第二课堂 ２

小计 １１６．５ ５２＋２

合计 １６８．５＋２

—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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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设置一览表

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通识与公共基础课程

要求：通识与素质课程需跨类修读８学分，体育教考分离，预约考试（包括体育理论、长跑、游泳、技能）共４学分。体
育课程从２０１３级开始进行改革，没有学期概念，在四年内达到目标即可。推免研究生要求英语、体育课程必须在６
学期前获得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课程（５０学分）

ＩＰＴ１００００ 形势与政策（１） ０．５ ８ ８ ８ １

ＩＰＴ１０００１ 形势与政策（２） ０．５ ８ ８ ８ ２

ＩＰＴ２００００ 形势与政策（３） ０．５ ８ ８ ８ ３

ＩＰＴ２０００１ 形势与政策（４） ０．５ ８ ８ ８ ４

ＮＵ１００００ 新生研讨课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
Ｃ１、Ｃ３
Ｃ４、Ｃ５

ＭＥＴ１１０００
军事课（含军事训练、

军事理论）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

ＩＰＴ１０１０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

ＰＥＳＳ１２０１０ 体育健康知识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１７

ＣＳＴ１１００１ 大学计算机基础 ２．０ ４８ １６ ３２ １

ＭＡＴＨ１００１３ 高等数学１ ５．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１

ＩＰＴ１０２０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２

ＣＳＴ１１００３ Ｃ程序设计 ３．０ ４８ ６４ ３２ ３２ ２

ＭＡＴＨ１００２３ 高等数学２ ６．０ ９６ ９６ ９６ ２

ＰＨＹＳ１００１３ 大学物理（Ⅱ１）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２

ＰＥＳＳ１２０２０ 游泳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１７

ＰＨＹＳ１２０１０ 大学物理实验 １．５ ２４ ４８ ４８ ２

ＩＰＴ１０４０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３

ＭＡＴＨ１００３２ 线性代数（Ⅱ）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３

ＰＨＹＳ１００２３ 大学物理（Ⅱ２） ４．０ ６４ ６４ ６４ ３

ＰＥＳＳ２２０３０ 自选技能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１７

ＩＰＴ１０３０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

ＭＡＴＨ２００４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

—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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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ＰＥＳＳ２２０４０ 长跑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１７

小计 ５０ ８００ ９２０ ６８８ １１２ １２８

选修课程（≥２２学分）

说明：英语类课程选修（≥１０学分），英语类课程采用入学分级进行；最低学分要求为１０学分，由共通课程６学分和拓
展课程４学分构成，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入学一级学学业素养１２和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１２加４个学分的拓展课程，
入学二级学学业素养２３和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２３加４学分拓展课程，入学三级学学业素养３４和英语口语交际技能
３４和４个学分拓展课程）。通识与素质课程必需跨类修读８学分。再至少选修４学分的其他课程。

ＥＵＳ１００１１ 学业素养英语（１）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１１１ 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１）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０２１ 学业素养英语（２）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１２１ 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２）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０３１ 学业素养英语（３）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１３１ 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３）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０４１ 学业素养英语（４）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ＵＳ１０１４１ 英语口语交际技能（４）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ＥＧＰ２０ 职业素养英语系列课程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ＥＡＤ２０ 学术素养英语系列课程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７

小计 １６．０ ２５６

通识与素质课程必需跨类修读８学分

通识与素质课程 ８．０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选修≥４学分

ＣＨＥＭ１０００６ 大学化学ＩＩＩ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

ＣＨＥＭ１２００３ 大学化学实验Ⅱ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１

ＣＳＴ３１００５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

（Ⅲ）
３．０ ４８ ６４ ３２ ３２ ６

ＭＡＴＨ２００５０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３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

小计 ８．５ １３６

专业基础课程

要求：必修课程３０．５学分，选修课程≥２学分

必修课程（３０．５学分）

ＭＥ１０１０２ 工程制图（Ⅱ）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２

ＥＥ２０３２０ 电工电子学（Ｉ１）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３

ＡＥＭＥ２１１１２ 理论力学（Ⅲ）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３

ＥＰ２０００１ 工程热力学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３ Ａ４ Ｂ４、Ｂ６ 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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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ＥＰ２２００１ 热工实验（Ⅰ）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３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Ｅ２０３３０ 电工电子学（Ｉ２）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４

ＥＥ２２３４０ 电工电子学实验 １．０ １６ ３２ ３２ ４

ＥＰ２１００２ 工程流体力学 ４．０ ６４ ６６ ６２ ４ ４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ＭＥ３１１０２ 机械设计基础（Ⅱ）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５

ＥＰ３０００３ 传热学（Ｉ）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４０００３ 传热学（ＩＩ） １．５ ２４ ２４ ２４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３２００１ 热工实验（Ⅱ）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５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３０００４
热工过程自控原理及

系统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６ Ａ５ Ｂ２、Ｂ４ Ｃ３

小计 ３０．５ ４８８ ５２８ ４４８ ８０

选修课程（≥２学分）

ＡＥＭＥ２１２１２ 材料力学（Ⅲ）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４

ＣＥＭ３０００５ 结构力学（Ⅳ）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５

ＣＨＥＭ２００４４ 物理化学（Ⅳ） ２．５ ４０ ４８ ３２ １６ ３／４

小计 ６．５ １０４ １１４ ９４ ２０

专业课程

要求：专业课程中，除必修课外，核工程方向学生必须学习选修课程中核工程方向模块课程，核技术方向学生必须学

习选修课程中核技术方向模块课程。

必修课程（１０学分）

ＮＵ２００００ 原子核物理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 Ａ２、Ａ３ Ｂ２ Ｃ４

ＮＵ３０１００ 核反应堆物理分析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５ Ａ２、Ａ３ Ｂ１、Ｂ２ Ｃ４

ＮＵ３１１１０ 核反应堆热工分析 ４．０ ６４ ６８ ６０ ８ ６ Ａ３～Ａ５ Ｂ２、Ｂ６ Ｃ４

小计 １０．０ １６０ １６４ １５６ ８

选修课程（≥１４学分）

核工程方向模块（≥１０学分）

要求：核工程方向学生必须学习选修核工程方向模块课程

ＥＰ４１３００ 汽轮机原理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ＮＵ３０１２０ 反应堆结构及设备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５ Ｂ４、Ｂ５ Ｃ４

ＮＵ３１４００ 核电厂水化学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６ Ａ２ Ｂ３ Ｃ４

ＮＵ４１１３０ 核反应堆安全学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２ Ｂ２ Ｃ２、Ｃ４

ＮＵ４１１３１ 核反应堆控制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５ Ｂ４ Ｃ３、Ｃ４

ＮＵ４０１４０ 核电厂系统及运行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３、Ａ５ Ｂ２、Ｂ６ Ｃ２、Ｃ４

—０７６—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ＮＵ４０１５０ 核电厂泵与阀门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４、Ａ５ Ｂ４、Ｂ５ Ｃ２、Ｃ４

小计 １５．０ ２４０ ２５２ ２２８ ２４

核技术方向模块（≥１０）

要求：核技术方向学生必须学习选修核技术方向模块课程

ＮＵ３１２１０ 核技术实验及方法 ４．０ ６４ ６８ ６０ ８ ５ Ａ２、Ａ３ Ｂ１、Ｂ４ Ｃ４

ＮＵ３０２００ 量子力学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２ Ｂ１、Ｂ４ Ｃ４

ＮＵ３１２２０ 核电子学 ４．０ ６４ ６８ ６０ ８ ６ Ａ２、Ａ３ Ｂ１、Ｂ３ Ｃ４

ＮＵ４１３００ 辐射剂量与防护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２、Ａ５ Ｂ４、Ｂ７ Ｃ４

ＮＵ４０２３０ 核医学仪器与方法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３ Ｂ１、Ｂ４ Ｃ４

小计 １４．０ ２２４ ２３４ ２１４ ２０

专业选修课Ａ组：非限制专业选修模块（≥３学分）

ＥＰ３１２００ 锅炉原理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６ ４ ６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３０００８ 工程传质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４１１０２ 换热器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４ Ｂ２、Ｂ３ Ｃ４

ＥＰ４０２０１ 热力发电厂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４０２１０
电站集控运行与计算

机控制
２．５ ４０ ４２ ３８ ４ ７ Ａ４ Ｂ２、Ｂ３ Ｃ４

ＥＰ４０２０８ 热力系统仿真与优化 ２．０ ３２ ４０ ２４ １６ ７ Ａ４ Ｂ２、Ｂ３ Ｃ４

小计 １３．５ ２１６ ２３２ ２０２ ３０

专业选修课Ｂ组：前沿模块（≥１学分）

ＮＵ３００１０ 现代核技术前沿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ＮＵ３００２０
反应堆工程与核安全

前沿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２ 传热传质学前沿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３ 生物质能利用新技术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２１１ 节能减排新技术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５ 分子热力学模拟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３０４ 先进能源动力系统模拟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６
流体界面输运新理论

及应用前沿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ＥＰ３０１０７ 传热学反问题 １．０ １６ １６ １６ ６ Ａ４ Ｂ６ Ｃ３

小计 ９．０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实践环节

说明：实践环节至少修读３０学分，其中必修实践环节要求修满２６学分，选修实践环节至少修读４学分。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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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必修实践环节（２６学分）

ＴＰＴ１３１０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实践
１．０ １周 １周 １

ＴＰＴ１３４０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实践

３．０ ３周 ３周 ３

ＥＮＧＲ１４００３ 金工实习（ＩＩ） ３．０ ３周 ３周 ４

ＮＵ３４０００ 专业实习 ３．０ ３周 ３周 ５ Ａ２～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Ｃ６

ＥＰ２４００１ 仿真实习 １．０ １周 ３周 ４５ Ａ２、Ａ５ Ｂ３、Ｂ５ Ｃ２、Ｃ４

ＭＥ３５１０１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５

ＥＰ３４００３ 测控实习 ３．０ ３周 ３周 ６ Ａ４、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ＮＵ２３０００ 自主专业实践 １．０ １周 １周 ４８ Ａ４、Ａ５ Ｂ４、Ｂ６ Ｃ２、Ｃ３

ＮＵ１６０００ 听取专业报告 １．０ １周 １周 １８ Ａ４、Ａ５ Ｂ６、Ｂ７ Ｃ２、Ｃ３

ＮＵ４５０９９ 毕业设计 ８．０ ８周 ８周 ８ Ａ３、Ａ４ Ｂ１～Ｂ５ Ｃ４～Ｃ６

小计 ２６．０

选修实践环节（≥４学分）

ＮＵ３５１００
核反应堆工程课程设

计（含物理分析及热

工分析）

２．０ ２周 ２周 ６ Ａ２、Ａ５ Ｂ１、Ｂ６

ＮＵ４５１２０
核电厂系统及运行课

程设计（含安全学）
２．０ ２周 ２周 ７ Ａ２、Ａ５ Ｂ２、Ｂ６

ＮＵ４５２００
辐射外照射防护方案

设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７ Ａ２、Ａ４ Ｂ１、Ｂ６

ＮＵ３５２１０ 核电子学综合性设计 ２．０ ２周 ２周 ６ Ａ２、Ａ４ Ｂ１、Ｂ６

ＮＵ２６０００ 项目设计（科技创新） ２．０ ２周 ２周 ３８ Ａ２～Ａ５ Ｂ１～Ｂ７ Ｃ２～Ｃ４

小计 １０．０

非限制选修课程（≥１０学分）

说明：至少修读１门跨学科的课程

选修课程（≥１０学分）

ＥＰ３０００５ 能源动力测试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ＮＵ２００３０ 核能系统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２１００６ 动力工程计算方法 ２．０ ３２ ４０ ２４ １６ ４ Ａ２、Ａ４ Ｂ３ Ｃ４

ＥＰ２１００７ 能源工程材料 ２．０ ３２ ４０ ２４ １６ ４ Ａ３ Ｂ１ Ｃ４

—２７６—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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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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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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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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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实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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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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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ＥＰ３１０１０
计算流体力学与计算

传热学基础
２．０ ３２ ４８ １６ ３２ ６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０７０７
可再生能源及其利用

技术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ＥＰ４００１３ 工程伦理学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 Ｂ４ Ｃ２、Ｃ４

小计 １４ ２２４ ２５６ １９２ ６４

第二课堂（２学分）

说明：第二课堂内容包括健康教育、社会实践、讲座、竞赛、社团活动、公益活动等，共计２学分。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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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第二专业培养计划

一、专业名称

核工程与核技术

二、培养目标

培养能胜任核工程与技术领域的相关工作，具备核电工程设计、安全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在核电工

程具有一定专长的核工程与核技术学科高级复合技术人才。

三、培养规格及学分要求

学生应掌握核工程与核技术基础理论，在掌握工程制图、计算机应用、自动控制、能源利用、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之外，基本核电站系统及设备的软硬件研究、开发、设计、运行和技术管理

的能力，具有适应社会需要的良好素质和创新精神。

主干学科：核科学与核技术

主干课程：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流体力学、原子核物理、热工过程自控原理及系统、核反应堆

物理分析、核反应堆热工分析等。

辅修要求修满２５学分。

第二专业要求修满５２．５学分

四、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排
课
学
时

学时分配

理
论
教
学

实
验

实
习

其
他

推
荐
学
期

知识

贡献

能力

贡献

素质

贡献

必修课程

ＥＰ２０００１ 工程热力学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３ Ａ４ Ｂ４、Ｂ６ Ｃ３

ＥＰ２２００１ 热工实验（Ⅰ） ０．５ ８ １６ １６ ３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ＥＰ２１００２ 工程流体力学 ４．０ ６４ ６６ ６２ ４ ４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ＮＵ２００００ 原子核物理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 Ａ２、Ａ５ Ｂ２、Ｂ７ Ｃ４

ＥＰ３０００３ 传热学（Ｉ）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４０００３ 传热学（ＩＩ） １．５ ２４ ２４ ２４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３

ＥＰ３２００１ 热工实验（ＩＩ） ０．５ ８ ８ ５ Ａ５ Ｂ２、Ｂ５ Ｃ４

ＮＵ３０１００ 核反应堆物理分析 ３．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５ Ａ２、Ａ３ Ｂ１、Ｂ２ Ｃ４

—４７６—

重庆大学２０１４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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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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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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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其
他

推
荐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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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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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ＥＰ３０００４
热工过程自控原理及

系统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６ Ａ５ Ｂ２、Ｂ４ Ｃ３

ＮＵ３１１１０ 核反应堆热工分析 ４．０ ６４ ６８ ６０ ８ ６ Ｂ４、Ｂ６ Ｃ４

小计 ２５．５ ４０８ ４１４ ３８６ ３６

选修课程

要求（二专≥１５）

ＮＵ４１１３０ 核反应堆安全学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２ Ｂ２ Ｃ２、Ｃ４

ＮＵ４１１３１ 核反应堆控制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５ Ｂ４ Ｃ３、Ｃ４

ＮＵ３０１２０ 反应堆结构及设备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６ Ａ５ Ｂ４、Ｂ５ Ｃ４

ＥＰ４１３００ 汽轮机原理 ３．０ ４８ ５２ ４４ ８ ５ Ａ４ Ｂ２、Ｂ４ Ｃ４

ＥＰ２１００７ 能源工程材料 ２．０ ３２ ４０ ２４ １６ ４ Ａ３ Ｂ１ Ｃ４

ＮＵ４０１４０ 核电厂系统及运行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３、Ａ５ Ｂ２、Ｂ６ Ｃ２、Ｃ４

ＮＵ４０１５０ 核电厂泵与阀门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４、Ａ５ Ｂ４、Ｂ５ Ｃ２、Ｃ４

ＮＵ４１３００ 辐射剂量与防护 ２．０ ３２ ３４ ３０ ４ ７ Ａ２、Ａ５ Ｂ４、Ｂ７ Ｃ４

ＮＵ３１２１０ 核技术实验及方法 ４．０ ６４ ６８ ６０ ８ ５ Ａ２、Ａ３ Ｂ１、Ｂ４ Ｃ４

ＮＵ４０２３０ 核医学仪器与方法 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７ Ａ３ Ｂ１、Ｂ４ Ｃ４

ＮＵ３１２２０ 核电子学 ４．０ ６４ ６８ ６０ ８ ６ Ａ２、Ａ３ Ｂ１、Ｂ３ Ｃ４

小计 ２７．０ ４３２ ４５８ ４０６ ５２

实践环节

ＮＵ３５１００
核反应堆工程课程设

计（含物理分析及热

工分析）

２．０ ２周 ２周 ６ Ａ２、Ａ５ Ｂ１、Ｂ６

ＮＵ３５１２０
核电厂系统及运行课

程设计（含安全学）
２．０ ２周 ２周 ７ Ａ２、Ａ５ Ｂ２、Ｂ６

ＮＵ４５０９９ 毕业设计 ８．０ ８ Ａ３、Ａ４ Ｂ１～Ｂ５ Ｃ４～Ｃ６

小计 １２．０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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