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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人工智能专业是面向前沿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的综合性本科专业，具有多学科多领

域高度交叉融合和工程实践应用性强、覆盖面广的特征。专业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众

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实的数学、物理、计算机和信息处理基础知识，

系统掌握人工智能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应用知识，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较强的知识

获取能力、知识工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以及具有计算机、自动化、电子等交叉学科基础的

高级应用型人才。 

人工智能专业本科是 2019年新申报的专业，2020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2021年招收

第二届学生。依据学校是华南地区唯一一所石油化工特色高校定位；依托广东省作为我国经

济强省和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的新

局面；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实的数学、物理、计算机和信息处理基础知识，系统掌握人工智能领

域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应用知识，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较强的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工程

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以及具有计算机、自动化、电子等交叉学科基础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实

现基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技术、智能信息处理、智能传感、工业控制网络等科

学与技术的交叉与应用，受到较好的工程设计与实践的创新能力的训练，具有系统分析、设

计、开发与研究的基本能力，适应智能科学与技术在工业领域的迅猛发展。本科毕业后能够

在企业、事业、科研部门、教育部门和行政部门等单位从事智能系统、智能信息处理、智能

行为决策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开发设计、工程应用、决策管理等工作。 

（三）培养规格 

1、学制学分 

四年制，工学学士。学分根据社会需求和培养计划修订情况决定，目前 2021 级培养计

划学分数为 178.5分。 

2、知识要求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与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复杂工程

问题。 

（1）能够理解与掌握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并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与技

术方法论意识。 

（2）能够理解与掌握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理解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基本工

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计算思维能力。 

（3）能够在课程考核、实践环节、科技活动，以及毕业设计（论文）等中，应用数学

与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人工智能系统及应用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4）能够在课程考核、实践环节、科技活动，以及毕业设计（论文）等中，应用人工

智能的基础理论和核心算法进行复杂工程问题方案的比较分析。 

3、能力要求 

通过培养计划实施，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技术基础理论知识，以适应智能信息处理与技术、

智能计算、大数据、智能控制等方面广泛的工作范围； 



（2）针对工业实际应用，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能力。具有智能工业控制、智能信

息处理和智能系统集成方面研究和开发的基本能力，具备使用现代工具能力； 

（3）掌握智能传感器信息获取、数据分析处理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具有获取数据、

设计满足一定功能的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的能力； 

（4）能够就智能信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 

（5）具备团队合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体成员以及负责

人的角色； 

（6）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

通和交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的理解分析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7）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较强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较高的综合素

质，适应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8）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业工程设

计中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4、素质要求 

本专业培养符合的学生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工程职业道德、国际视野和工程实践学习

经历。 

（2）具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思维、数理知识，系统地掌握本专业理论、方法、技术

及应用知识，具备人工智能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创业等能力。 

（3）掌握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工作所需的相关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具备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并考虑经济、环境、法律、法规、安全等制约因素解决复杂科学、工程

问题的能力。 

（4）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以及终身学习、环境适应和团队合作能力。 

（5）毕业生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就业竞争力或继续学习深造能力，具有计算机、数学、

自动化等交叉学科基础；能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尤其是在相关行业从事人工智能科学相关

领域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和教学等方面的工作；毕业后能在各自工作中成为技术

骨干或管理人才。 

（四）课程体系 

1、人工智能专业主要课程： 

人工智能导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路、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数据结构、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计算机网络、

人工智能伦理道德、操作系统与编译原理、Python 高级程序设计、数字图像处理、数据挖

掘、深度学习、面向石化行业的的智能控制系统、大数据可视分析、智能语音处理、智能应

用系统。 

2、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认识实习、面向对象原理与 Java 实践课程设计、数据结构课程设计、电子技术综合实

训、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设计、算法分析与设计课程设计、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综合

实验、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数据挖掘课程设计、人工智能综合实训、创新实践与生产实习、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五）师资队伍 

我校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广东省首批普通本科转型试点高

校，省市共建高校，师资力量雄厚，人工智能专业拥有教授 7人，副教授 7人，博士 5人，

硕士 24 人。专业带头人孙国玺教授为中国自动化学会故障诊断与安全性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实验室仪器仪表分会理事，广东省电子学会理事，茂名市电子学会理事长。

广东省石化装备故障诊断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育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教

学名师。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攻关项目 1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 

（六）教学条件 

我专业是 2019年新申报的专业，大规模的实验室建设还在进行中。 

但目前学校拥有的广东省石化装备故障诊断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石化

装备安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高校石油化工过程装备故障诊断

与信息化控制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云机器人（石油化工）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广东省科技厅），可以支撑增设专业中的智能传感与监测、智能信息处理、智能

计算方法、过程控制工程、机器人原理等课程的开设和相应实训环节；石油化工类人才培养

协同育人中心（广东省教育厅）、曙光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中科曙光）、茂名市 STEAM&

创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可以支撑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数字图像处理、深度学习

等人工智能课程的开设和相应实训环节；目前学校拥有双目立体视觉开放平台、激光三维立

体扫描处理系统研究开放平台、FPGA 开发系统平台等，可以支撑人工智能算法和智能硬件

开发的教学可科研任务。 

二、其他专业相关的重要信息 

学校拥有智慧交通实验室、信息安全与云计算实验室、智能信息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

室、现代通信与电子技术实验室、石油化工自动化技术中心、自动化与检测技术实验室等，

拥有人工智能实训平台、云计算节点服务器、高性能计算节点服务器、高性能存储节点服务

器、磁盘阵列、虚拟现实开发实训平台、虚拟实验室云管理系统、云实训及大数据平台、大

数据实验软件包、公有云开发平台 iBeeCloud、网络与信息安全实训系统、智能交通行业应

用实训系统、开放式智能停车管理系统、BRT智能公交系统等大型仪器设备和系统，研发设

备先进、教学科研环境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