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 

学科门类 工学 代码 08 

类    别 能源动力类 代码 0805 

专业名称 氢能科学与工程 代码 080506TK 

一、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1．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能源战略重大需求和资源可持续发展要求，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人文素养、国

际视野和创新精神，能够在氢能、环保、化工、教育等领域从事氢能制备与存储、氢气安全

与应用、项目与企业综合管理、科学研究与教书育人等工作，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

质氢能行业专门人才，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学生毕业 5 年左右达到以下

预期目标： 

职业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方法和各类工具等解决氢能实际生产中的复杂工程

问题和节能减排问题，设计与优化复杂氢能制备、存储、安全、动力相关工艺，执行生产运

行与项目管理、研制新的氢能相关产品



理有效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恰当选择和运用信息技术、各类资源和工程工具进行文献检索、

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并理解其局限性；掌握氢能科学与工程实践所需的现代仪器和基本技

能；针对氢能科学与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模拟和计算，能够开发或选用恰当的模

拟软件和现代工具，并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动力工程相关知识合理分析和评价氢能科学与工程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和相关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专业

人员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针对氢能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了解氢能生产中污染物来源、

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正确理解和评价氢能生产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能够采

取合理的技术手段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8. 职业规范：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了解工

程师的职业规范和工程素养，并能够在氢能相关行业的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9. 个人与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根据个人特长主动承担工作，发挥成员或

负责人的作用，并能与团队他人密切合作，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10. 沟通：能够就氢能领域的科学问题、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

的书面与口头交流，准确表达观点，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熟练使用外语，在跨文化背

景下做到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氢能相关领域的工程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够在多

学科环境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理解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和意识，具有

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及职业发展的能力。 

 

二、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体系一览表 

知识体系 知识领域 核心知识单元 

公共 

基础 

知识 

(64.0) 

人文社会 

科学 

(18.0) 

政治(14.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0)、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0)、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0)、国家安全教育(1.0)、“四史”模块（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1.0)、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0)、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史(1.0)、中国共产

党与改革开放(1.0)、社会主义五百年(1.0) 五选一限 1.0 学分） 

思品、法律

(2.0) 
思想道德与法治(2.0) 

思想教育(2.0) 形势与政策 (2.0) 



知识体系 知识领域 核心知识单元 

数学与自然 

科学基础 

(28.5) 

数学(17.5) 高等数学 A (11.0)、线性代数(3.5)、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3.0) 

物理(6.0) 普通物理(6.0) 

化学(5.0) 无机化学(3.0)、分析化学(2.0) 

英语(8.0) 大学英语 1，2，3，4 (8.0) 

计算机及语言(1.5) 大学计算机(0.0)、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1.5) 

健康(6.0) 

体育(4.0) 体育(4.0) 

心理健康(2.0) 大学生身心健康(2.0) 

实践训练知识(2.0) 军事理论(2.0) 

工程 

基础 

知识 

(10.0) 

工程制图(2.0) 工程制图(2.0) 

电工电子类(2.5) 应用电工学(2.5) 

机械基础(2.0) 动力机械工程(2.0) 

控制及智能化(2.0) 化工过程控制与智能化(2.0) 

安全与环保(1.5) 氢能安全技术(1.5) 

学科基础 



知识体系 知识领域 核心知识单元 

素质教育 

(10.0) 

素质教育课程(5.0) 
核心 (1.0)、美育(1.0)、创新创业课程(1.0)、人文或管理（1.0）、大学生就业

与创业指导（1.0） 

素质教育实践(5.0) 美育实践 (1.0)、创新创业实践(2.0) 、劳动与社会实践(2.0) 

 

三、专业核心课程 

氢能及新型能源动力系统（48 学时）、电化学基础（48 学时）、绿氢制备技术(32 学时)、

储氢复合材料压力容器设计与制造基础（32 学时）、绿氢制氨、制甲醇工艺技术与装备（32

学时）、氢储存与输配（48 学时）、流体力学与传热学基础（40 学时）、临氢材料（32 学时）、

热测试技术基础（32 学时）。 

四、总学分及分配 

毕业要求最低学分：174 学分。其中必修 157.5 学分，包括理论课程必修 124.5 学分，

实践环节必修 33.0 学分；选修 16.5 学分，包括四史模块选修 1.0 学分，专业选修 5.5 学分，

素质教育课程 5.0 学分，素质教育实践 5.0 学分。 

五、学制（修业年限）  四年（弹性学制 3～6 年） 

六、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本专业学生在毕业环节和其余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 GPA 均达到 2.0 后，授予工学学士

学位。 

 

学分 

专业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最低要求学分） 

毕业 

要求 

最低 

学分 

公共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实践 

环节 

“四史” 

模块 

课程 

专业 

课程 

素质教育 

课程 实践 

核心 美育 
创新 

创业 

人文

或 

管理 

就业

创业

指导 

美育 
创新 

创业 

劳动 

教育 

氢能科学与工程 63.0 61.5 33.0 1.0 5.5 1.0 1.0 1.0 1.0 1.0 1.0 2.0 2.0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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