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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基础实验 1》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热工基础实验 1》是面向能源动力学科专业一门综合实验课程，该课程为深入了解和

掌握《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等热流科学核心知识提供了实践平台。

帮助大学生掌握热工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测试技能，培养大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

为今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奠定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3-③、5-④） 

1. 通过对实验原理与装置的了解、分析和对热工基本量的测定，加深对《工程热力学》、

《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对应毕业要求：1-②）； 

2. 掌握一些基本的热工实验方法，提高实验技能，培养基本的科学素养，为今后的学

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实验基础（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3-③）； 

3. 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使学生掌握典型的验证性实验的方法、操作，获得实验

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初步进行设计性实验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③、5-④）； 

4.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使学生能够正确地使用常用

的热工仪器仪表，并进行测试、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撰写合格的实验报告（对应毕业

要求：1-②、1-③、3-③、5-④）； 

5. 通过实验合作，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对应毕业要求：5-④）。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CO2的 P-v-t 关系 

1. 学会正确使用压力计、恒温箱

等热工仪器； 

2. 通过观察 CO2 气体液化过程的

状态变化，了解 CO2临界状态的观

测方法，增强对临界状态基本概念

的感性认识； 

3. 掌握 CO2的 P-v-t 关系测定方

法，了解实际气体状态变化规律，

增加对工质热力状态、饱和状态以

及凝结、汽化等基本概念的理解。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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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空气定压比热容

测量 

1. 了解空气比热容测定装置的基

本原理； 

2. 学会温度计、压力表、调压器、

流量计等仪表的使用方法； 

3. 掌握根据比热容公式有基本数

据计算空气比热容的方法。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3 三、喷管流动实验 

1. 验证并进一步加深对喷管中气

体基本规律的理解，牢固树立临界

压力、临界流速和最大流量等喷管

参数的概念； 

2. 熟练掌握用热工仪表测量压

力、压差及流量的方法； 

3. 了解工作条件对喷管中流动过

程的影响。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4 四、压气机特性实验 

1. 利用计算机对压气机的有关参

数进行实时动态采集，计算处理得

到展开功和封闭功的示功图； 

2. 获得压气机的耗功、耗功率、

多变指数、容积效率等性能指标； 

3. 分析余隙容积的影响因素。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5 
五、沿程阻力、局部

阻力实验 

1. 掌握沿程和系数测量的方法； 

2. 加深对两种损失机理和规律的

理解。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6 六、文丘里计实验 

1. 了解测量流量的装置； 

2. 了解文丘里管的结构； 

3. 掌握测量技术以及分析整理数

的方法。 

1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7 七、毕托管实验 

1. 了解测量流速的装置； 

2. 了解皮托管的结构； 

3. 掌握测量技术以及分析整理数

的方法。 

1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8 八、雷诺实验 
1. 观察层流和湍流流动的特点； 

2. 加深对流动状态的理解。 
1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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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九、闸孔实验 
1. 观察闸孔出流情况； 

2. 分析流量与水头的关系。 
1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10 十、水静力学实验 

1. 掌握用测压管测量静水压强的

方法； 

2. 理解水静力学基本方程。 

1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11 
十一、水流的能量转

换实验 

1. 观察动能与势能变化情况； 

2. 深刻理解伯努利方程。 
1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学院各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4.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平时成绩：40 分 

（1）出勤：10分 

（2）实验讲义预习情况：10 分 

（3）课堂提问回答情况：10 分 

（4）实验操作：10分 

2. 实验报告：6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刘晓华等编著. 热工基础实验教程（第 1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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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参考书 

（1）沈维道等编著. 工程热力学（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孙文策、刘宏升编著. 工程流体力学（第 4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3）杨世铭、陶文铨编著. 传热学（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制  定  者：刘戈、李河、张建涛 

课程负责人：刘戈 

专业负责人：贾明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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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基础实验 2》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热工基础实验 2》是面向能源动力学科专业一门综合实验课程，该课程为深入了解和

掌握《传热学》、《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等热流科学核心知识提供了实践平台。

帮助大学生掌握热工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测试技能，培养大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

为今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奠定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3-③、5-④） 

1. 通过对实验原理与装置的了解、分析和对热工基本量的测定，加深对《传热学》、

《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对应毕业要求：1-②）； 

2. 掌握一些基本的热工实验方法，提高实验技能，培养基本的科学素养，为今后的学

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实验基础(对应毕业要求：1-③）； 

3. 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使学生掌握典型的验证性实验的方法、操作，获得实验

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初步进行设计性实验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③）； 

4.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使学生能够正确地使用常用

的热工仪器仪表，并进行测试、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撰写合格的实验报告(对应毕业

要求：1-②）； 

5. 通过实验合作，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对应毕业要求：5-④）。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导热系数实验 

1. 学习导热系数测量方法； 

2. 掌握导热系数随温度变化的

关系。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2 

二、空气纵掠平板时局

部对流换热系数测定

实验 

1. 了解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

测量系统及测量方法； 

2.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处理，了

解沿平板局部对流换热系数的

变化规律； 

3. 分析讨论换热系数变化的原

因，加深对对流换热的认识。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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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比较法测量中温法

向辐射率 

1. 加深对热辐射、黑度、热辐

射计算方法等概念的理解； 

2. 利用净辐射比较法，定量地

测量中温辐射时物体黑度。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4 
四、大容器内水沸腾换

热实验 

1. 观察水在大容器内沸腾现

象； 

2. 建立对泡状沸腾的感性认

识； 

3. 绘制大容器内水的泡状沸腾

曲线。 

2 

讲授 

实验 

讨论 

1-5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学院各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4.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平时成绩：40 分 

（1）出勤：10分 

（2）实验讲义预习情况：10 分 

（3）课堂提问回答情况：10 分 

（4）实验操作：10分 

2. 实验报告：6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刘晓华等编著. 热工基础实验教程（第 1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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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参考书 

（1）沈维道等编著. 工程热力学（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孙文策、刘宏升编著. 工程流体力学（第 4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3）杨世铭、陶文铨编著. 传热学（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制  定  者：刘戈、李河、张建涛 

课程负责人：刘戈 

专业负责人：贾明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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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专业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36）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能源动力类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动力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方向专业实践课程之

一，是专业学习的一个重要实践环节，通过内燃机专业实验理解内燃机工作过程、内燃机特

性测试方法、测试数据的处理方法、内燃机及测试装置的基本操作方法、测试装置基本原理、

测试装置标定及调整方法；同时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①、1-②、1-③） 

1. 学习和理解内燃机工作过程及参数的变化规律，掌握内燃机特性参数的测试方法（对

应毕业要求：1-①）； 

2. 掌握测试装置的基本原理及测试装置的调整和标定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②）； 

3. 学习和掌握采用误差理论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的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③）； 

4.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内燃机热平

衡实验 

1. 了解柴油机在标定工况运行时，燃油

燃烧所放出的热量分配情况，为提高有效

功率和减少损失寻找途径； 

2. 熟悉测量和计算有效功率、油耗率、

温度、压力和流量并了解气体分析的方

法。 

2 实验 1-4 

2 
二、内燃机负荷

特性实验 

1. 通过标定转速下负荷特性实验所测取

或计算出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率、排气

温度、有效热效率等参数随柴油机负荷变

化情况，了解各性能参数的变化规律； 

2. 掌握在等转速运行条件下用耗油量曲

线求机械损失功率和求各负荷下机械效

率的方法； 

3. 掌握绘制柴油机性能曲线的方法。 

2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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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柴油机外特

性实验 

1. 通过标定负荷下的速度特性实验，测

量有关性能参数并绘制其随转速的变化

曲线，了解柴油机速度特性的实验方法； 

2. 通过本实验，加深了解柴油机按速度

特性运行时，其主要性能参数的变化规

律； 

3. 掌握柴油机扭矩性能的表达方法。 

2 实验 1-4 

4 

四、内燃机排气

污染物测量与

分析 

1. 了解和掌握发动机有害排放物的生成

机理； 

2. 掌握柴油机在稳态下各个排放物浓度

随速度和负荷变化规律。 

2 实验 1-4 

5 
五、柴油机烟度

测量与分析 

1. 了解和掌握柴油机的生成机理； 

2. 掌握柴油机在稳态下碳烟浓度随速度

和负荷变化规律。 

2 实验 1-4 

6 
六、内燃机噪声

测量与分析 

1. 了解和掌握噪声产生的原因及测试方

法； 

2. 掌握柴油机在不同工况下的噪音分

布。 

2 实验 1-4 

7 
七、本生灯稳态

火焰测试 

1. 测试火焰形态，，认识燃烧过程中的

活性自由基发光； 

2. 通过火焰形态计算来流速度分布。 

2 实验 1-4 

8 

八、柴油机供油

提前角调整特

性试验 

1. 掌握柴油机供油提前角的调整方法； 

2. 了解和掌握柴油机供油提前角对柴油

机性能的影响。 

2 实验 1-4 

9 

九、电控共轨系

统喷油器喷射

量特性实验 

1. 了解和掌握最典型的电控供油系统及

喷油器的工作原理； 

2. 掌握电控共轨喷油器的基本特性，掌

握在不同的轨压和不同的控制脉宽下的

喷油规律； 

3. 掌握影响电控供油系统喷射量的影响

因素。 

2 实验 1-4 

10 

十、电控喷油器

的雾化特性实

验 

1. 了解和掌握最典型的电控供油系统及

喷油器的工作原理，了解雾化测试实验台

的工作原理； 

2. 掌握测试喷油器在不同的轨压和不同

的控制脉宽下雾化特性； 

3. 掌握影响喷油器雾化特性的影响因

素。 

2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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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一、电子调速

器稳态和瞬态

特性实验 

1. 了解电子调速器及测试平台的工作原

理； 

2. 掌握电子调速器在不同的试验台灵敏

系数和不同的控制参数下调速器的抖动

量、拉动量、稳态调速率的测试方法； 

3. 掌握电子调速器在不同的试验台灵敏

系数和不同的控制参数下调速器的波动

次数、稳定时间、瞬态调速率测试方法。 

2 实验 1-4 

12 

十二、电子调速

器参数调整实

验 

1. 了解电子调速器的工作原理及调速器

主要控制参数对调速性能的影响； 

2. 了解在不同的灵敏系数下，即模拟不

同发动机特性情况下，对电子调速器进行

参数整定实验方法。 

2 实验 1-4 

13 
十三、直流测量

电桥实验 

1. 了解并掌握直流测量电桥的特性及测

量原理和方法； 

2. 了解和掌握电阻应变片传感器的工作

原理及使用方法。 

2 实验 1-4 

14 
十四、温度传感

器及测温实验 

1. 了解热电阻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2. 了解热电阻传感器的标定方法。 
2 实验 1-4 

15 
十五、光电器件

及应用实验 

1. 了解光电器件的工作原理及类型； 

2. 了解和掌握光电器件特性参数。 
2 实验 1-4 

16 

十六、压力传感

器测量及标定

实验 

1. 了解和掌握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分类及压力测量方法； 

2. 掌握压力传感器的标定方法。 

2 实验 1-4 

17 
十七、转速传感

器的测量实验 

1. 了解转速的测量原理及传感器的工作

原理； 

2. 掌握转速测量及计算的方法。 

2 实验 1-4 

18 
十八、光纤传感

器应用实验 

1. 掌握光纤传感器工作原理； 

2. 掌握光纤传感器测量位移的方法。 
2 实验 1-4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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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能源动力类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动力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方向。 
4. 先修课程：《内燃机原理》、《内燃机测试技术》、《内燃机构造》。 

5. 学时：36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平时成绩：20 分 

2. 实验报告：8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内燃机专业实验指导书. 自编讲义 

2. 主要参考书 

（1）严兆大主编. 热能与动力机械测试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许峰主编. 内燃机原理教程.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制  定  者：唐运榜 

课程负责人：唐运榜 

专业负责人：满长忠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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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专业方向实验 1》教学大纲 

（学分 1，学时 24）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热能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实验课。目的是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各专业课的基本理

论知识，促进专业课内容的理解与消化。通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了

解、熟悉本专业所要研究的对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发展的新

动向，学习现代实验技术、方法和手段。在实验的过程中，在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操作能

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③、1-⑦、2-④、3-③） 

1. 学习热能工程专业的基础实验知识，掌握常用实验设备的结构、特性等基本知识，

了解各种实验设备的原理（对应毕业要求：1-③）； 

2. 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各专业课的基本理论知识，促进专业课内容的理解与消化，了解

各种测试设备的原理（对应毕业要求：1-⑦）； 

3. 通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了解、熟悉本专业所要研究的对象、

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应毕业要求：2-④）； 

4. 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学习现代实验技术、方法和手段，具有分析实

验数据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③）。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空气热力

参数综合测

试 

1. 熟悉温度、压力、流速、流量、转速、

功率等参数的多种测试方法； 

2. 了解轴流风机试验台、鼓风机试验台

的特点； 

3. 熟悉各种用于测试温度、压力、流速、

流量、转速、功率等参数的仪器特点； 

4. 利用红外热像仪进行非接触式温度测

量。 

2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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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多功能流

量测试 

1. 了解各种仪表的原理、安装及使用； 

2. 应用超声波流量计测量流体流速。 
4 实验 1-4 

3 
三、蒸汽热力

系统性能实验 

1. 熟悉蒸汽动力系统疏水阀检测仪的使

用方法； 

2. 计算并分析能力损失结果和蒸汽、凝

结水转换比率。 

2 实验 1-4 

4 
四、燃料的燃

烧实验 

1. 观察燃料燃烧状况； 

2. 测试燃烧温度等参数； 

3. 绘制燃烧燃烧特性曲线。 

2 实验 1-4 

5 
五、燃烧烟气

分析实验 

1. 针对不同燃烧燃烧的尾气进行测试； 

2. 分析不同燃料燃烧的尾气。 
2 实验 1-4 

6 
六、燃料的特

性实验 

1. 了解灰熔融设备的结构； 

2. 测试分析燃料的灰熔融特性。 
2 实验 1-4 

7 

七、燃料失重

特性测试实

验 

1. 熟悉同步热分析仪的使用原理； 

2. 研究燃料在升温过程中的失重现象； 

3. 通过绘制失重曲线，计算燃料中固定

碳、挥发分、 灰分、水分的含量。 

2 实验 1-4 

8 

八、燃料元素

成分测定与

分析 

1. 熟悉元素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2. 掌握燃料的各元素成分对燃料性能的

影响。 

2  实验 1-4 

9 

九、燃料发热

值测定与分

析 

1. 熟悉氧弹式量热仪的使用方法； 

2. 掌握氧弹式量热仪的工作原理； 

3. 掌握燃料发热值的影响因素。 

2 实验 1-4 

10 

十、燃料工业

成分测定与

分析 

1. 熟悉工业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2. 掌握燃料工业分析成分对燃料燃烧过

程的影响； 

3. 掌握工业分析成分的影响因素； 

4. 对比同位分析仪的测试结果。 

2  实验 1-4 

11 
十一、模型学

习 

1. 了解各类设备的主要设备及其结构； 

2. 掌握各类系统主要的工作过程。 
2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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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类 。 

4.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流体力学》、《概率》、《数理统计》、《高等数学》、

《燃烧学》、《热工测试技术》。 

5. 学时：24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预习：10分 

2. 实验操作：30 分 

3. 实验报告：6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讲义 

2. 主要参考书 

（1）史美中、王中铮编. 换热器原理与设计. 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 

（2）张子慧主编. 热工测量与自动控制. 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3）吴味隆等著. 锅炉与锅炉房设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4）郑体宽编. 热力发电厂.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1 

 

 

制  定  者：尚妍 

课程负责人：尚妍 

专业负责人：刘晓华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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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专业方向实验 2》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热能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实验课。目的是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各专业课的基本理

论知识，促进专业课内容的理解与消化。通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了

解、熟悉本专业所要研究的对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发展的新

动向，学习现代实验技术、方法和手段。在实验的过程中，在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操作能

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③、1-⑦、2-④、3-③） 

1. 学习热能工程专业的基础实验知识，掌握常用实验设备的结构、特性等基本知识，

了解各种实验设备的原理（对应毕业要求：1-③）； 

2. 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各专业课的基本理论知识，促进专业课内容的理解与消化，了解

各种测试设备的原理（对应毕业要求：1-⑦）； 

3. 通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了解、熟悉本专业所要研究的对象、

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应毕业要求：2-④）； 

4. 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学习现代实验技术、方法和手段，具有分析实

验数据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③）。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锅炉水循环

演示实验 

1. 了解、熟悉自然循环锅炉中水循环的

形成过程和正常的水循环流动状况； 

2. 观察常见水循环故障，掌握其产生的

原因，寻求避免发生水循环故障的对策； 

3. 提高和加深水循环对锅炉安全运行

重要性的认识。 

2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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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超临界电厂

机组仿真运行实

验 

1. 熟悉电厂整体启停流程； 

2. 掌握电厂每一部分的真实结构； 

3. 熟悉电厂运行参数变化特性； 

4、熟悉电厂运行故障的分类，产生的原

因，及处理方法。 

6 实验 1-4 

3 
三、换热器传热

特性实验 

1. 掌握测定换热器传热系数 K的方法； 

2. 了解换热器的工作特性、熟悉影响换

热器传热系数 K的因素； 

3. 熟悉流体流速、流体流量、温度的测

定，掌握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4 实验 1-4 

四、其它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类。 

4.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流体力学》、《概率》、《数理统计》、《高等数学》、

《锅炉》、《热力发电厂》、《换热器原理与设计（双语）》。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预习：10分 

2. 实验操作：30 分 

3. 实验报告：6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讲义. 校内印刷 

2. 主要参考书 

（1）史美中、王中铮编. 换热器原理与设计. 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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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子慧主编. 热工测量与自动控制. 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3）吴味隆等著. 锅炉与锅炉房设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4）郑体宽编. 热力发电厂.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1 

 

 

制  定  者：尚妍 

课程负责人：尚妍 

专业负责人：刘晓华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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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机专业实验 1》教学大纲 

（学分 1，学时 24）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叶轮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方向的专业实验课。目的是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各专业课

的基本理论知识，促进专业课内容的理解与消化。通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

实验，了解、熟悉本专业所要研究的对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

发展的新动向，学习现代实验技术、方法和手段。在实验的过程中，在观察能力、分析能力、

操作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③、1-⑤） 

1. 了解测试数据的分析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③）； 

2. 了解各种测试设备的原理（对应毕业要求：1-⑤）； 

3. 具有设计实验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4. 具有分析实验数据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热力气动参数

测试 

1. 熟悉温度、压力、流速、流量、

转速、功率等参数的多种测试方法； 

2. 了解轴流风机试验台、鼓风机试

验台的特点； 

3. 熟悉各种用于测试温度、压力、

流速、流量、转速、功率等参数的

仪器特点。 

4 实验 1-4 

2 
二、叶片、叶轮固

有频率测试 

1. 掌握用自振法、共振法测定单个

叶片自振频率的方法； 

2. 熟悉测量单个叶片、叶轮自振频

率的基本原理； 

3. 测量单个叶片、叶轮自振频率实

验装置的组成及仪器的使用方法。 

4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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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转子振动测试 

1. 熟悉用转子的振动特性； 

2. 测试转子一阶临界转速； 

3. 对转子进行动平衡。 

4 实验 1-4 

4 
四、光测法应力测

试 

1. 了解应力测试的光测法； 

2. 学会使用光弹仪测量机械零部

件模型的应力分布图。 

4 实验 1-4 

5 
五、平面叶栅表面

静压分布测定 

1. 熟悉气流绕流时，模型表面的静

压分布规律； 

2. 熟悉风洞实验的基本原理和实

验方法。 

4 实验 1-4 

6 
六、叶轮机械性能

测试实验 

1. 压气机的性能测试、分析； 

2. 涡轮性能测试实验； 

3. 实验装置的总体性能测试实验。 

4 实验 1-4 

7 
七、小型风洞性能

测试 

1. 了解风洞原理； 

2. 了解风洞性能和特点； 

3. 测量风洞的流动性能。 

4 实验 1-4 

8 
八、温度测试系统

性能测试 

1. 了解多种温度测试方法； 

2. 对热电偶、热电阻传感器进行标

定。 

4 实验 1-4 

9 
九、压力测试系统

性能测试 

1. 了解气体压力测试方法； 

2. 对气体压力测试系统进行标定。 
4 实验 1-4 

10 
十、电测法在叶片

实验中的应用 

1. 使用电阻应变片测试扭叶片应

力； 

2. 使用电阻应变片测试叶片固有

频率。 

4 实验 1-4 

注：实验项目需选学 24学时。 

四、其它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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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类。 

4. 先修课程：《透平机械测试技术》、《透平机械》、《电子技术》、《流体力学》、

《概率》、《数理统计》、《高等数学》。 

5. 学时：24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预习：10分 

2. 实验操作：40 分 

3. 实验报告：5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讲义. 校内印刷 

2. 主要参考书 

（1）杨凤珍主编. 透平机械测试技术.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罗次申主编. 动力机械测试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严兆大主编. 热能与动力机械测试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4）叶大均主编. 热力机械测试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制  定  者：孙涛 

课程负责人：孙涛 

专业负责人：王晓放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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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机专业实验 2》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叶轮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方向的专业实验课。目的是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各专业课

的基本理论知识，促进专业课内容的理解与消化。通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

实验，了解、熟悉本专业所要研究的对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

发展的新动向，学习现代实验技术、方法和手段。在实验的过程中，在观察能力、分析能力、

操作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③、1-⑤） 

1. 了解测试数据的分析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③）； 

2. 了解各种测试设备的原理（对应毕业要求：1-⑤）； 

3. 具有设计实验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4. 具有分析实验数据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汽轮机控制

保护系统特性测

试 

1. 熟悉机械--液压和电子-液压调节

系统的结构组成； 

2. 了解并掌握机械--液压和电子-液

压调节系统的工作原理。 

4 实验 1-4 

2 

二、热力发电厂

汽轮运行控制过

程实验 

1. 了解热力发电厂自动控制过程； 

2. 了解热力发电厂汽轮机控制过程； 

3. 进行汽轮机起动和停止的控制操

作。 

4 实验 1-4 

3 

三、热力发电厂

汽轮机变工况运

行控制实验 

1. 了解热力发电厂汽轮机变工况时的

热力参数变化情况； 

2. 进行汽轮机变工况运行控制操作。 

4 实验 1-4 

4 
四、叶轮机械零

部件模态测试 

1. 了解模态测试的原理和方法； 

2. 进行叶轮机械零部件的模态测试。 
4 实验 1-4 

注：实验项目需选学 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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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类。 

4.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流体力学》、《概率》、《数理统计》、《高等数学》、

《透平机械测试技术》、《透平机械》。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预习：10分 

2. 实验操作：40 分 

3. 实验报告：5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讲义 

2. 主要参考书. 校内印刷 

（1）杨凤珍主编. 平机械测试技术.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罗次申主编. 动力机械测试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严兆大主编. 热能与动力机械测试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4）叶大均主编. 热力机械测试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制  定  者：孙涛 

课程负责人：孙涛 

专业负责人：王晓放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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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专业实验 1》教学大纲 

（学分 1，学时 24）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能源专业方向的专业实验课。目的是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各专业课的基本理论知

识，促进专业课内容的理解与消化。通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了解、

熟悉本专业所要研究的对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动向，

学习现代实验技术、方法和手段。在实验的过程中，在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操作能力、思

维能力、创造能力、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③、1-⑤） 

1．了解测试数据的分析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③）； 

2. 了解各种测试设备的原理（对应毕业要求：1-⑤）； 

3. 具有设计实验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4. 具有分析实验数据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流体核磁共振弛豫时

间测量 

掌握核磁共振基本原理及操

作方法，掌握流体弛豫时间参

数测量方法。 

4 实验 1-4 

2 
二、多孔介质孔隙度测量

实验 

分别采用常规方法和核磁共

振技术对多孔介质孔隙度进

行测定，比较核磁共振方法测

量结果的可靠性。 

4 实验 1-4 

3 
三、水合物生成/分解特

性实验 

掌握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检测

水合物生成/分解过程饱和度

变化规律。 

4 实验 1-4 

4 四、流体扩散系数测量 
掌握核磁共振技术测量流体

扩散系数的原理及方法。 
3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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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生物质油品物性评价

实验 

根据不同油品的弛豫特性不

同评价油品的物性。 
3 实验 1-4 

6 
六、多孔介质内油水相分

辨实验 

根据油水两相流体核磁共振

弛豫特性不同实现相分辨。 
3 实验 1-4 

7 七、两相流体渗流实验 

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

两相流体渗流过程的动态检

测。 

3 实验 1-4 

四、其它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能源类。 

4.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流体力学》、《概率》、《数理统计》、《高等数学》、

《传热学》、《工程热力学》等。 

5. 学时：24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实验操作：40 分 

2. 实验报告：6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讲义. 校内印刷 

2. 主要参考书 

（1）张素逸等主编. 能源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陈光进、孙长宇等主编. 气体水合物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3）樊栓狮主编. 天然气水合物储存与运输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4）郭平、刘士鑫、杜建芬主编. 天然气水合物气藏开发. 石油工业出版社,2006 

（5）（日）宾川圭弘编著. 张红酶、崔晓华译. 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其应用. 科学出版

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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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桥本和仁、藤岛昭主编. 邱建荣、朱从善译. 图解光催化技术. 科学出版

社,2007 

（7）（日）日本太阳能学会编. 宋永臣、宁亚东、刘瑜译. 太阳能利用新技术. 科学

出版社,2009 

（8）杨胜来主编. 油层物理学. 石油工业出版社,2004 

（9）肖立志（孟繁莹译）. 核磁共振测井原理与应用. 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 

（10）李新、肖立志主编. 天然气水合物的地球物理特征与测井评价. 石油工业出版

社,2013 

 

 

制  定  者：赵越超 

课程负责人：赵越超 

专业负责人：张毅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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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专业实验 2》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能源专业方向的专业实验课。目的是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各专业课的基本理论知

识，促进专业课内容的理解与消化。通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了解、

熟悉本专业所要研究的对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和掌握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动向，

学习现代实验技术、方法和手段。在实验的过程中，在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操作能力、思

维能力、创造能力、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 

二、 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③） 

1. 了解测试数据的分析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③）； 

2. 了解各种测试设备的原理（对应毕业要求：1-③）； 

3. 具有设计实验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4. 具有分析实验数据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③）。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多功能流量测试 

应用超声波流量计测量流体流

速，了解各种仪表的原理、安装

及使用。 

2 实验 1-4 

2 二、燃烧的“冰” 

演示天然气水合物的燃烧，对天

然气水合物（可燃冰）有感性的

认识。 

2 实验 1-4 

3 
三、多孔介质渗透率

测量实验 

掌握达西定律测量多孔介质渗透

率的方法。 
2 实验 1-4 

4 
四、水合物相平衡特

性实验 

控制温度压力条件进行水合物在

沉积物中的生成/分解，找到平衡

条件。 

3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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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风力发电机机舱

模型及风电场演示

实验 

风力发电的基本原理演示。 1 实验 1-4 

6 

六、水轮发电机模型

演示及模拟发电实

验 

水力发电的基本原理演示。 1 实验 1-4 

7 
七、核电站整体模型

演示实验 
核能发电的基本原理演示。 1 实验 1-4 

四、其它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能源类。 

4.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流体力学》、《概率》、《数理统计》、《高等数学》、

《传热学》、《工程热力学》、《天然气水合物基础等》。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实验操作：40 分 

2. 实验报告：60 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讲义. 校内印刷 

2. 主要参考书 

（1）张素逸等主编. 能源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陈光进、孙长宇等主编. 气体水合物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3）樊栓狮主编. 天然气水合物储存与运输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4）郭平、刘士鑫、杜建芬主编. 天然气水合物气藏开发. 石油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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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宾川圭弘编著. 张红酶、崔晓华译. 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其应用. 科学出版

社,2008 

（6）（日）桥本和仁、藤岛昭主编. 邱建荣、朱从善译. 图解光催化技术. 科学出版

社,2007 

（7）（日）日本太阳能学会编. 宋永臣、宁亚东、刘瑜译. 太阳能利用新技术. 科学

出版社,2009 

（8）杨胜来主编. 油层物理学. 石油工业出版社,2004 

（9）肖立志（孟繁莹译）. 核磁共振测井原理与应用. 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 

（10）李新、肖立志主编. 天然气水合物的地球物理特征与测井评价. 石油工业出版

社,2013 

 

 

制  定  者：赵越超 

课程负责人：赵越超 

专业负责人：张毅 

主管副院长：贾明 

 

  



29 
 

《毕业设计（论文）（内燃机）》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15周）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动力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方向十分重要的实践环节课程之

一。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工程技

术问题的能力，完成一次工程师的训练。通过毕业设计，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

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的能力；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

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提高学生计算机、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树立学生认真贯

彻国家标准，严格遵守法纪法规的思想意识。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1-④、1-⑤） 

1.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

力，完成一次工程师的训练（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 

2. 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以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对应毕业要求：1-⑤）； 

3. 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对

应毕业要求：1-④）； 

4. 提高学生计算机、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⑤）； 

5. 树立学生认真贯彻国家标准，严格遵守法纪法规的思想意识（对应毕业要求：1-②）。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阅读任务书、

明确设计（论文）

任务、查阅文献 

1. 毕业设计—收

集资料 

2. 毕业论文—查

阅中外文献 

1. 毕业设计—确定设计方案；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5万

字符。 

2. 毕业论文—寻找专题论据。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10

万字符。 

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毕业设计（论文）

任务书和毕业设计（论文）大纲，明

确毕业设计的目的、任务和工作要

求。认真搜集并深刻理解参考文献，

1.5-

2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查

资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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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比较、择优的基础上合理选

择有益的设计思路，理论证据和实际

方案，切忌盲目照抄。 

2 

二、设计（论文）

阶段 

1. 毕业设计 

2. 毕业论文 

1. 毕业设计—完成内燃机的总体设

计，包括方案论证，气动热力计算，

结构设计，强度校验，绘制纵剖面图、

零件图各一张，整理详细的设计说明

书； 

2. 毕业论文—完成相关研究课题的

文献综述、阐明需运用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应用的计算软件或编制相关程

序，论证、分析课题研究过程与结果，

汇总结论；若是实验研究，则要熟悉

实验流程、实验装置、实验方法；实

测实验数据，整理及分析实验结果，

绘制图表，编制程序等。最终完成毕

业论文。 

8-10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行

完成 

1-5 

3 三、外文翻译 

结合设计题目指定学生翻译不少于 2

万字符（5000汉字）的外文资料，并

编写与中文摘要（不少于 400字）对

应的外文摘要。 

1周 
学生自行

完成 
4 

4 

四、毕业设计（论

文）资料提交与评

阅及答辩 

全部设计（论文）资料先汇总提交指

导教师审定后再交评阅老师审阅，学

生最后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1.5-

2周 

教师评阅

教师听取

学生答辩 

1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动力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方向。 

4. 先修课程：《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以及动力机械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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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专业方向所有专业课程。 

5. 毕业设计的内容及进度安排，由指导教师根据题目要求视情况而定，但总的时间限

制应服从教学计划的安排。 

6. 毕业设计（论文）各项具体要求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管理办法》执行。 

7. 学时：15周。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考核及最终成绩评定方式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执行。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根据学生具体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由指导教师指定。 

 

 

制  定  者：周红秀 

课程负责人：周红秀 

专业负责人：满长忠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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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涡轮机）》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15周）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叶轮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方向十分重要的实践环节课程之

一。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工程技

术问题的能力，完成一次工程师的训练。通过毕业设计，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

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的能力；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

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提高学生计算机、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树立学生认真贯

彻国家标准，严格遵守法纪法规的思想意识。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1-④、1-⑤） 

1.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

力，完成一次工程师的训练（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 

2. 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以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对应毕业要求：1-⑤）； 

3. 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对

应毕业要求：1-④）； 

4. 提高学生计算机、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⑤）； 

5. 树立学生认真贯彻国家标准，严格遵守法纪法规的思想意识（对应毕业要求：1-②）。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阅读任务书、明

确设计（论文）任务、

查阅文献 

1. 毕业设计—收集

资料 

2. 毕业论文—查阅

中外文献 

1. 毕业设计—确定设计方案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5万字符； 

2. 毕业论文—寻找专题论据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10万字符。 

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和毕业设计（论

文）大纲，明确毕业设计的目的、

任务和工作要求。认真搜集并深

刻理解参考文献，在分析、比较、

1.5-2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查

资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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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的基础上合理选择有益的

设计思路，理论证据和实际方

案，切忌盲目照抄。 

2 

二、设计（论文）阶

段 

1. 毕业设计 

2. 毕业论文 

1. 毕业设计—完成汽轮机或压

缩机的总体设计，包括方案论

证，气动热力计算，结构设计，

强度校验，绘制纵剖面图、零件

图各一张，整理详细的设计说明

书； 

2. 毕业论文—完成相关研究课

题的文献综述、阐明需运用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计算软件

或编制相关程序，论证、分析课

题研究过程与结果，汇总结论；

若是实验研究，则要熟悉实验流

程、实验装置、实验方法；实测

实验数据，整理及分析实验结

果，绘制图表，编制程序等。最

终完成毕业论文。 

8-10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行

完成 

1-5 

3 三、外文翻译 

结合设计题目指定学生翻译不

少于 2万字符（5000 汉字）的外

文资料，并编写与中文摘要（不

少于 400字）对应的外文摘要。 

1周 
学生自行

完成 
4 

4 

四、毕业设计（论文）

资料提交与评阅及

答辩 

全部设计（论文）资料先汇总提

交指导教师审定后再交评阅老

师审阅，学生最后参加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 

1.5-2

周 

教师评阅

教师听取

学生答辩 

1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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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叶轮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方向。 

4. 先修课程：《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以及叶轮机械及自动

化专业方向所有专业课程。 

5. 毕业设计的内容及进度安排，由指导教师根据题目要求视情况而定，但总的时间限

制应服从教学计划的安排。 

6. 毕业设计（论文）各项具体要求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管理办法》执行。 

7. 学时：15周。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考核及最终成绩评定方式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执行。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根据学生具体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由指导教师指定。 

 

 

制  定  者：谢蓉等 

课程负责人：谢蓉 

专业负责人：王晓放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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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热能工程）》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15周）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热能工程专业方向十分重要的实践环节之一。该课程的目

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一次

工程师的训练。通过毕业设计，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的能

力；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提高

学生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树立学生认真贯彻国家标准，严格遵守法纪法规的思

想意识。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1-④、1-⑤） 

1.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

力，完成一次工程师的训练（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 

2. 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以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对应毕业要求：1-⑤）； 

3. 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对

应毕业要求：1-④）； 

4. 提高学生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⑤）； 

5. 树立学生认真贯彻国家标准，严格遵守法纪法规的思想意识（对应毕业要求：1-②）。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阅读任务书、明

确设计（论文）任务、

查阅文献 

1. 毕业设计—收集

资料 

2. 毕业论文—查阅

中外文献 

1. 毕业设计—确定设计方案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5万字符； 

2. 毕业论文—寻找专题论据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10 万字符。 

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和毕业设计（论

文）大纲，明确毕业设计的目的、

任务和工作要求。认真搜集并深

刻理解参考文献，在分析、比较、

1.5-2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查

资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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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的基础上合理选择有益的

设计思路，理论证据和实际方

案，切忌盲目照抄。 

2 

二、设计（论文）阶

段 

1. 毕业设计 

2. 毕业论文 

1. 毕业设计—完成所需的总体

设计，包括方案论证，热力计算，

结构设计等，绘制相关 CAD图纸，

整理详细的设计说明书； 

2. 毕业论文—完成相关研究课

题的文献综述、阐明需运用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计算软件

或编制相关程序，论证、分析课

题研究过程与结果，汇总结论；

若是实验研究，则要熟悉实验流

程、实验装置、实验方法；实测

实验数据，整理及分析实验结

果，绘制图表，编制程序等。最

终完成毕业论文。 

8-10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行

完成 

1-5 

3 三、外文翻译 

结合设计题目指定学生翻译不

少于 2万字符（5000汉字）的外

文资料，并编写与中文摘要（不

少于 400字）对应的外文摘要。 

1周 
学生自行

完成 
4 

4 

四、毕业设计（论文）

资料提交与评阅及

答辩 

全部设计（论文）资料先汇总提

交指导教师审定后再交评阅老

师审阅，学生最后参加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 

1.5-2

周 

教师评阅

教师听取

学生答辩 

1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热能工程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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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修课程：本科所有课程。 

5. 毕业设计的内容及进度安排，由指导教师根据题目要求视情况而定，但总的时间限

制应服从教学计划的安排。 

6. 毕业设计（论文）各项具体要求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管理办法》执行。 

7. 学时：15周。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考核及最终成绩评定方式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执行。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根据学生具体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由指导教师指定。 

 

 

制  定  者：东明 

课程负责人：刘晓华 

专业负责人：东明 

主管副院长：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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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制冷及低温工程）》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15周）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制冷及低温工程专业方向最重要的实践环节课程，是

实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精英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

学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实践能

力，着力提高创新能力。通过毕业设计，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及调查分析与方案

论证的能力；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分析计算结果的能

力；提高学生计算机、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树立学生认真贯彻国家标准，严格

遵守法纪法规的思想意识。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③、1-④、1-⑥、2-①、2-②、2-

③、2-④、2-⑤、3-②、3-③、3-④、3-⑤、4-①、5-①、5-②、5-

③、5-④、5-⑤） 

1.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应毕业要求：1-③、1-④、1-⑥、2-③、4-①）； 

2. 强化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实践能力，着力提高创新能力（对应毕业要求：2-④、2-

⑤）； 

3. 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以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

3-④、5-①）； 

4. 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建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对

应毕业要求：5-④、1-③、1-④）； 

5. 提高学生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5-①、5-②、5-③、5-

⑤）； 

6. 树立学生认真贯彻国家标准，严格遵守法纪法规的思想意识（对应毕业要求：2-①、

2-②、3-②、3-③、3-⑤）。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阅读任务书、

明确设计（论文）

任务、查阅文献

1. 毕业设计-确定设计方案；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5万

字符。 

1.5-2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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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设计 

收集资料 

2. 毕业论文 

查阅中外文献 

2. 毕业论文-寻找专题文献。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10

万字符。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毕业设

计（论文）任务书和毕业设计（论文）

大纲，明确毕业设计的目的、任务和

工作要求。认真搜集并阅读参考文

献，在分析、比较、择优的基础上合

理选择有益的设计或研究思路、理论

证据和实际方案，严禁盲目照抄。 

资料 

2 

二、设计（论文）

阶段 

1. 毕业设计 

2. 毕业论文 

1. 毕业设计 

完成总体设计，包括方案论证、热力

计算、结构设计、强度校验，绘制必

要的剖面图及零件图，整理详细的设

计说明书； 

2. 毕业论文 

完成相关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阐明

需运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计

算软件或编制相关程序，论证、分析

课题研究过程与结果，汇总结论。对

于实验研究，必须熟练掌握实验流

程、实验方法及安全操作规程；实测

实验数据，整理及分析实验结果，绘

制图表，编制程序。最终完成毕业论

文。 

8-10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行

完成 

1-6 

3 三、外文翻译 

结合设计题目指定学生翻译不少于 2

万字符（5000汉字）的外文资料，并

编写与中文摘要（不少于 400字）对

应的外文摘要。 

1周 
学生自行

完成 
5 

4 

四、毕业设计（论

文）资料评阅及

答辩 

全部设计（论文）资料先汇总提交指

导教师审定后再交评阅老师审阅，学

生最后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1.5-2

周 

教师评阅

答辩委员

会听取学

生答辩 

1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40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制冷及低温工程专业方向。 

4. 先修课程：《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以及制冷及低温工程

专业方向所有专业课程。 

5. 毕业设计的内容及进度安排，由指导教师根据题目要求视情况而定，但总的时间限

制应服从教学计划的安排。 

6. 毕业设计（论文）各项具体要求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管理办法》执行。 

7. 学时：15周。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考核及最终成绩评定方式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执行。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根据学生具体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由指导教师指定。 

 

 

制  定  者：陈聪 

课程负责人：陈聪 

专业负责人：郭亚丽 

主管副院长：贾明 

  



41 
 

《毕业设计（论文）（能源与环境工程）》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15周）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能源与环境工程专业方向十分重要的实践环节课程之一。

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工程技术问

题的能力。通过毕业设计，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的能力；

提高学生实验设计、动手操作实验、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提高学生选择计

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程序及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提高学生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

文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②、1-③、1-④、1-⑥） 

1.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

力（对应毕业要求：1-②）； 

2. 提高学生查阅和运用中外文资料，以及调查分析与方案论证（对应毕业要求：1-⑥）； 

3. 提高学生实验设计、动手操作实验、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对应毕

业要求：1-③）； 

4. 提高学生选择计算方法、构造数学模型、编写计算机程序及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对

应毕业要求：1-④）； 

5. 提高学生外文翻译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⑥）。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阅读任务书、明

确设计（论文）任务、

查阅文献 

1. 毕业设计—收集

资料 

2. 毕业论文—查阅

中外文献 

1. 毕业设计—确定设计方案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5万字符； 

2. 毕业论文—寻找专题论据 

注：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

10万字符。 

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和毕业设计（论

文）大纲，明确毕业设计的目的、

任务和工作要求。认真搜集并深

刻理解参考文献，在分析、比较、

1.5-2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查

资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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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的基础上合理选择有益的

设计思路，理论证据和实际方

案，切忌盲目照抄。 

2 

二、设计（论文）阶

段 

1. 毕业设计 

2. 毕业论文 

1. 毕业设计—完成某产品的总

体设计，包括方案论证，热力计

算，结构设计，绘制纵剖面图、

零件图各一张，整理详细的设计

说明书； 

2. 毕业论文—完成相关研究课

题的文献综述、阐明需运用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计算软件

或编制相关程序，论证、分析课

题研究过程与结果，汇总结论；

若是实验研究，则要熟悉实验流

程、实验装置、实验方法；实测

实验数据，整理及分析实验结

果，绘制图表，编制程序等。最

终完成毕业论文。 

8-10

周 

指导教师

答疑 

学生自行

完成 

1-5 

3 三、外文翻译 

结合设计题目指定学生翻译不

少于 2万字符（5000 汉字）的外

文资料，并编写与中文摘要（不

少于 400字）对应的外文摘要。 

1周 
学生自行

完成 
4 

4 

四、毕业设计（论文）

资料提交与评阅及

答辩 

全部设计（论文）资料先汇总提

交指导教师审定后再交评阅老

师审阅，学生最后参加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 

1.5-2

周 

教师评阅 

教师听取

学生答辩 

1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能源与动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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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专业：适用于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能源与环境工程专业方向。 

4. 先修课程：《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以及能源与环境工程

专业方向的所有专业课程。 

5. 毕业设计的内容及进度安排，由指导教师根据题目要求视情况而定，但总的时间限

制应服从教学计划的安排。 

6. 毕业设计（论文）各项具体要求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管理办法》执行。 

7. 学时：15周。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考核及最终成绩评定方式参照《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执行。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根据学生具体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由指导教师指定。 

 

 

制  定  者：李林 

课程负责人：李林 

专业负责人：张毅 

主管副院长：贾明 


	内封——能源与动力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目录、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