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接产业发展，共建课程体系

校企协同技术创新平台是学校服务社会的平台，同时也是学校教学、科研开

发和实际生产相结合的重要手段，通过校企合作，为学校专业教学课程体系的构

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校教师通过合作研发，对实际生产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

对于实际生产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利于课程体系的改革和重构。

【案例 33】教材《石油化工中试装置操作实训》开发

为了充分发挥具有鲜明特色的石油化工中试装置的生产、教学、实训、新产

品开发等功能。学院特组织一批既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又有很深的理论水平

的工艺、设备及控制方面的专业教师，编写《石油化工中试装置操作实训》教材。

教材分六章，第一章介绍石油化工安全、环保和节能方面有关知识及要求；

第二章和第三章涉及石油化工精馏和反应过程原理、设备结构、主要操作控制方

法。第四章介绍常见的循环水、加热、抽真空系统等公用工程设置原理、运行策

略及控制方法。第五章重点叙述石油化工过程常用的泵、压缩机、换热器、过滤

机设备的结构特点，选型，操作和维护方法。第六章对化工管路的安装方法，连

接构件，管路设计绘图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教材中的案例和操作方法完全取自

兰州石化公司实际生产，并通过我校炼油化工中试操作运行进一步提炼、升华而

成。

教材自 2008年由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以来，作为石油化工、炼油技术、有

机化工、化工设备等专业学生在石油化工中试装置进行生产性实训主要指导资料，

使用册数达数千册，并受到一致好评。



学生在石油化工中试装置进行生产性实训及教材

企业指导学校自设自建的石油化工中试装置



【案例 34】借“关键炼油装置腐蚀介质相关化学性质分析”项目创建第二课堂

2013-2018年，石油化学工程学院和兰州石化公司研究院合作，完成《关键

炼油装置腐蚀介质相关化学性质分析》项目技术，2013年合作至今，学院为研

究院共检测数据 58220个，并已经形成了该合作项目专项实验室及其各类管理规

章机制，包括实验室管理、试剂与耗材管理、实验人员工作流程、实验人员选拔

与竞聘上岗机制、技术指导教师工作职责等，实验室已经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

学生不仅强化了实践操作技能，而且学会和积累了很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维方法，在国家级、石化行业、省级各类技能竞赛、科技作品竞赛、创新创业大

赛等赛事中屡获大奖。随后项目负责老师胡甫松从项目完成情况、项目实施保障、

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此校企合作项目 2018年执行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他指出：

2018年受兰州石化公司研究院委托，石油化学工程学院为兰州石化公司研究院

腐蚀与防护研究所提供了 8套关键炼油生产装置循环冷凝水分析检测技术服务，

主要检测装置冷凝水中 pH、Cl-、S2-、Fe2+、NH3-N等指标，为兰炼生产装置

腐蚀与防护提供相应技术支持；该年度，石油化学工程学院组织师生共检测项目

样品 2749个，检测数据 13745个。

学院对学生在专业实践技能培养方面做出了特色，且具有明显的优势，为校

企继续保持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实现资源和技术共享，共同搭建新技术攻关

平台，不断拓宽校企合作的领域和深度。

学生第二课堂

【案例 35】与企业专家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研讨

与企业专家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专题研讨，采用邀请企业专家来系座谈或下

厂调研的形式，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交流研讨，各专业负责人与企业技术专家共



同审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互动交流，从企业对从业者的能力与素质要求、

毕业生在企业的未来发展以及生产实际工作过程等方面发表了意见与建议。通过

校企合作，更加重视学生的团结协作、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培养；加强了在实际生

产中应用较多的课程。各专业把企业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汇总提炼后，融入到

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中。最后，各专业负责人与企业专家进一步研讨了化工类高

职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人才需求及校企合作等相关问题。通过各专业与企业专家

的交流与研讨，深入了解企业对学生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优化

课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奠定良好基础。

校企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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