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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安 全 工 程 专 业 本 科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专业代码：082901         专业名称：安全工程 

英文专业名称： Safety Engineering 

一、专业基本信息 

学科门类： 工学 

专业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专业代码：082901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学制：四年 

主干学科：安全科学与工程 

相关学科：土木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大类名称：工学 

专业概况：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属于综合理、工、文、法、管、医等学科的交叉学科，是研究人

类生 产和社会活动中面临的共同的安全科学理论、技术问题，揭示安全科学的一般规律，

是以安全学原理为基础，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先导，包括安全科学理论、工程

技术和管理在内的一门宽口径综合学科，应用领域涉及社会文化、公共管理、行政管理、

检验检疫、消防、土木、矿业、交通、运输、航空、机电、食品、生物、农业、林业、

能源等行业乃至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我校安全科学与工程类目前下设应急技术

与管理专业。 

我校作为四川省属高校中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安全工程专业基础优势显著，以安

全生产和建筑安全的安全研究、安全评价、安全管理以及相关的基础理论和工程素质教

育为重点，以适应现代安全生产和建筑安全需求为特色鲜明的培养目标，可以保障学生

能在安全生产、建筑行业的企业、安全评价机构及机构事业单位等从事安全评价、风险

评估、技术及管理咨询、安全管理等方面工作。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本专业面向 经济建设和社会需求，培养具有基础实、技术精、能力强、

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安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坚持安全管理和安全技

术并重的理念，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生应具备较深厚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素质，具备解

决复杂安全工程问题的系统性思维、创新性潜质和国际化视野，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较强的组织管理及沟通能力、科学的终身学习理念及学习方法，同时应掌握安全科



学、安全管理、安全技术和职业健康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够在安全技术及工程、

安全监察与管理、安全设计与生产、安全教育与培训、安全评价与咨询、职业健康监测、

安全科学研究等领域，从事研究、设计、生产、管理和评价等工作的 复合型、应用型、

创新型技术人才。学生毕业 5 年左右，应能够成为所在单位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和

安全教育的技术骨干，并能达到注册安全工程师或相关行业同等执业水平。 

使培养的学生毕业后经过 5 年左右的实际工作，能够达到下列目标： 

目标 1：掌握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相应的工程基础知识，掌握安全科学和技术、安

全管理和评价以及职业健康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能够识别和发现企业复杂工程中的危

险源和安全隐患，并能独立地分析、评价和防治。 

目标 2：能够利用先进的工具，对施工及的复杂工程安全问题进行安全监测、安全

预测、安全评价以及安全设施设计，并能做到安全、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兼顾。 

目标 3：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及职业道德，具备解决工程问题的系统

性思维、创新性潜质和开阔的国际视野。 

目标 4：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及合作交流能力。 

目标 5：具有终身学习的理念，并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学习途径能够自我更新知识

和提升能力，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 

三、毕业要求及实现矩阵 

1、毕业要求：（排序） 

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尊重历史规律，把握基本国情，掌握安全工程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毕业要求 2（工程知识）：掌握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相应的工程基础知识及专业知识，

并能用于解决复杂工程中的系统安全问题。 

毕业要求 3（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对较复

杂工程中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对其分析、判断和评价，以获得

有效结论。



其社会责任；能应用安全专业知识，评价工程实践及实施对社会、环境、健 nan 康、法

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毕业要求 8（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知识，能够分析

安全工程实践对环境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做出合理评价。 

毕业要求 9（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在安全工程实践中具

有法制意识，履行相应责任与义务。 

毕业要求 10（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

及负责人的角色。 

毕业要求 11（沟通）：能够就系统安全工程问题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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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表达或互动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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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12（项目管理）：具有项目管理和经济决策基本能力，并能在各行业生产

活动中进行工程安全管理、工程安全设计及评价。 

毕业要求 13（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能力。 

2、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毕业要求 指标分解 课程及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度 

毕业要求 1 

（品德修养） 

1-1 尊重历史规律，把握基本国情，掌握安

全工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思想道德与法治（H）、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形势与政策（M）、安全工程导论（H）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H），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H）、四史课程（M） 

毕业要求 2 

（工程知识） 

1-1 具备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应的工

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并能应用于较复杂工程

安全问题的恰当表述中； 

高等数学（H）、工程数学（H）、大学物理

（H）、普通化学（H） 

2-2 能将工程知识应用于工程系统或生产过

程风险分析模型的建立； 

电工技术（M）、认识实习（M）、流体力学

（M）、工程力学（M）、机械设计基础（M） 

2-3 能将工程知识和安全专业基础知识应用

于系统安全分析、风险控制。 

安全人机工程学（M）、安全系统工程学（M）、

安全学原理（M）、工业生产过程与管理（M） 

毕业要求 3 

（问题分析） 

3-1 具备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对

较复杂工程安全问题进行识别、表达、分解

等能力； 

高等数学（M）、工程数学（M）、大学物理

（M）、普通化学（M）、工程力学（M）流体力

学（M） 

3-2 运用工程知识，通过文献研究，结合专

业知识，具备对复杂工程安全问题建立恰当

模型的基本能力； 

Python 大数据分析（M）、安全分析软件及应用

（M），安全系统工程学（H），安全评价技术

（L），安全工程专业科技创新实践活动（H），安

全信息管理（L） 

3-3 运用工程知识，结合安全工程技术理论

与方法，能进行风险影响因素、风险程度、

控制措施有效性等安全分析，具备对分析结

论进行综合评价，并能得出有效分析结论的

能力。 

工程力学（M）、安全系统工程学（M）、安全管理

工程学（M）、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M）、电气安

全工程（M）、特种设备安全（M）、安全评价实务

（H）、、毕业设计（M）、机械安全（L）、电气产

品安全原理与认证 



性进行讨论和评判，并进行优选和改进，体

现创新意识；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M）、化工安全技术

（M）、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H）、体系化管理

（M）、事故案例分析（H)，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L） 

4-3 能够针对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

程，通过分析与建模，提出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的安全控制方案，并进行优化与评估； 

流体力学（M）、工程力学（L）、安全系统工程

学（H）、工业通风与除尘（H）、机械安全

（M）、特种设备安全（M）、安全评价实务

（M） 

4-4 安全工程的设计中，能够对解决方案进

行测试和评价，并能够用图纸、报告或实物

等形式，呈现设计成果。 

工程制图与 CAD（L）、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H）、建筑施工安全（M）、电气安全技术课程设

计（M）、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课程设计（M）、建

筑施工安全课程设计（M）、毕业设计（H） 

毕业要求 5 

（研究） 

5-1 熟悉调研、测试、实验、数值仿真等研

究方法；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M）、高等数学（L）、安全

人机工程学（M）、安全分析软件及应用（M） 

5-2 通过对安全问题中涉及的人-机-环境相互

关系进行分析，具备制定研究路线、设计可

行实验方案的能力； 

安全人机工程（M）、职业安全健康（M）、机械设

计基础（L）、安全科技发展动态（H）、危险识别

与评价（M） 

5-3 能正确采集、整理现场数据，并进行分

析和解释，判断系统风险。 

危险识别与评价（H）、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M）、安全检测技术（M）、安全监测与预警技术

（M）、特种设备安全（M）、化工安全技术

（M）、安全评价技术（M）、毕业实习（M） 

毕业要求 6 

（使用现代工

具） 

6-1 选择和应用恰当的方法、软件、仪器仪

表等，针对复杂工程的系统安全问题进行分

析； 

电工技术（L）、安全人机工程（M）、安全监测

与预警技术（H）、安全工程专业科技创新实践活

动（H）、大学物理（M）、电气安全工程课程设

计（M）、职业卫生工程学（L） 

6-2 熟练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绘制工

程图纸和工程设计；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M）、安全工程制图及应用

实践（H）、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L）、计算机

能力课程（M）、工业通风课程设计（M） 

6-3 正确使用专业软件，至少会一门专业数

值模拟软件或相关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复杂安

全工程的解决方案，能理解其局限性； 

安全工程制图应用（M）、安全分析软件及应用

（M）、安全管理信息系统（M）、大数据技术原

理及应用（M） 

6-4 能够选择恰当的理论和方法，预测或模

拟事故发生可能性及变化趋势，并正确使用

这些结果为控制方案提供依据。 

安全系统工程学（ L）、土力学与基坑安全

（L）、毕业设计（L） 

毕业要求 7 

（工程与社会） 

7-1 通过安全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充分认

识安全对社会、健康、法律、文化的影响； 

安全专业综合应用与工程能力实践（L）、先进制

造实训（ L ）、电工技术（ L ）、认识实习

（M）、生产实习（M） 

7-2 熟悉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文化等

知识，正确理解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促进安

全工作的顺利开展； 

电气产品安全原理与认证（M）、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M）、事故应急救援与处置（M） 

7-3 运用安全专业知识，分析工程实践及实

施对社会稳定、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

法律保障以及文化建设产生的影响，并作出

合理的评价。 

安全评价实务（M）、环境工程概论（L）、劳动

素养教育（L） 

毕业要求 8 

（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 

8-1 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L）、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环境工程概论（M） 

8-2 了解资源、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

知识，理解和评价安全工程实践对环境的影

响方式及程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H）、

形势与政策（L）、认识实习（L）、生产实习

（L） 

8-3 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能够对企

业复杂工程的安全设计中充分考虑经济、社

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通风课程设计（M）、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课程

设计（L） 

毕业要求 9 

（职业规范） 

9-1 遵纪守法，尊重生命，关爱他人，主张

正义，诚实守信，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 

思想道德与法制（H）、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心理健康教育

（H）、毕业实习（M），劳动素养教育（L） 

9-2 理解安全工程师的职责，养成良好的道

德操守及人文素养，在安全工程实践中自觉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H）、安全工程专业导论、安

全学原理（L）、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课程设计



遵守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履行

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M）、生产实习（M）、职业卫生工程学（M） 

毕业要求 10 

（个人和团队） 

10-1 充分发挥个人特长，善于与他人沟通交

流； 

大学生心理健康（L）、毕业实习（H）、生产实

习（H）、毕业答辩（M），劳动教育实践（M） 

10-2 能独立完成团队分配的工作，并能胜任

团队成员的角色与责任。能够在不同学科背

景下处理好个人和团队之间的关系，共享信

息，合作共事； 

体育（M）、军事理论（L）、军训（L）、工业

通风与除尘课程设计（L）、电气安全技术课程设

计（L）、建筑施工安全课程设计（M）、全工程

专业科技创新实践活动（M） 

10-3 能倾听团队其他成员的意见，具有良好

的团队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 

安全专业综合应用与工程能力实践（M）、思想政

治理论课实践（L）、安全工程创新训练（M） 

毕业要求 10 

（沟通） 

11-1 能通过口头、书面、图表、工程图纸等

方式，就系统安全问题与同行及社会公众进

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安全工程制图及应用（ L）、建筑施工安全

（L）、工业通风课程设计（L）、电气安全技术

课程设计（L）、建筑施工安全课程设计（L）、

毕业答辩（M）、安全工程专业认识实习（M）、 

11-2 紧跟安全工程领域国际发展前沿，了解

国际研究热点； 

形势与政策（M）、安全工程专业导论（M）、安

全科技文献检索（M）、安全专业综合应用与工程

能力实践（M）、安全工程专业英语（M）、毕业

设计（L） 

11-3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基本的听说读

写能力，并于安全专业领域进行有效沟通和

交流。 

大学英语（H）、安全工程专业英语（H）、大学

计算机基础实践（M）、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M）英语应用类课程（H） 

毕业要求 12 

（项目管理） 

12-1 工程实践活动中具有工程管理思想，进

行有效的经济决策； 

安全专业综合应用与工程能力实践（M）、安全管

理学（L）、安全经济学（L），安全信息管理

（L） 

12-2 能够将工程管理原理及安全经济决策方

法应用于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安全设计及

评价。 

安全学原理（M）、毕业设计（M）、安全评价技

术（M）、安全大数据与智能分析（L） 

毕业要求 13 

（终身学习） 

13-1 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够自主学习并

更新知识储备，拓展知识和能力。 

大学英语（M）、军事理论（L）、毕业实习

（M），安全专题实践（H） 

13-2 能针对个人或职业发展需求，采用合适

的方法，自主学习，适应社会发展。 

思想道德与法治（M）、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毕业设计（M）、安全工程专业英语

（L） 

四、毕业条件 

毕业学分要求：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 156.5 学分，其中公共教育课程 41.5 学分，学

科基础课程 34.5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 53.5 学分，实践环节 21 学分，个性化发展课程 6

学分。 

五、课程体系 

在（附件 1-1-2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中填写。 

六、学分分配及课程结构比例 

在（附件 1-1-2课程结构比例一览表）中填写。 

院长： 



安全工程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中文名称 总学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实验 上机 实践周 1 2 3 4 5 6 7 8 

公
共
教
育
课
程
 

p
u
b

li
c 

co
u

rs
e 

公
共
教
育
必
修
课
 

 P
u
b

li
c 

E
d
u

ca
ti

o
n

 C
o
m

p
u

ls
o

ry
 C

o
u

rs
es

 

192299139 思想道德与法治 40 40     2.5 1 40        

请统一按照 2022级本学

院该门课程学期填写“开

课学期”及“学期学时数

分配” 

192299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0 40     2.5 2  40       

19229903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0 40     2.5 4    40     

22229901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48 48     3 6      48   

2222990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40 40     2.5 5     40    

192299059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32     32 2 3   32       

192299069 形势与政策 1(上) 8 8     0.25 1 8         

192299079 形势与政策 1(下) 8 8     0.25 2  8        

192299089 形势与政策 2(上) 8 8     0.25 3   8       

192299099 形势与政策 2(下) 8 8     0.25 4    8      

192299109 形势与政策 3(上) 8 8     0.25 5     8     

192299119 形势与政策 3(下) 8 8     0.25 6      8    

192299129 形势与政策 4 16 16     0.5 7       16   

192099039 军事理论课 36 36      2 1 36         

231599019 体育-1 28 28     1 1 28        

俱乐部模式 

Club model 

231599029 体育-2 28 28     1 2  28       

231599039 体育-3 28 28     1 3   28      

231599049 体育-4 28 28     1 4    28     

231599059 体育-5 16 16     0.25 5     16     

231599069 体育-6 16 16     0.25 7       16   

191099019 大学英语(1) 32 32     2 1 32         

191099029 大学英语(2) 32 32     2 2  32        

191099039 大学英语(3) 32 32     2 3   32       

191009049 英语应用类课程（理工类） 48 48     3 4    48      

191009059 四史课程 16 16     1  16        

注意填写“开课学期”及

“学期学时数分配” 

194199019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与实务 16 16     1  16        

233899019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6 16     1  16        

233699019 大学生心理健康 32 32     2   32       

小计       37.5           

公
共
教
育

选
修
课
 

P
u

b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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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u

ca
ti

o

n
 

O
p

ti
o
n

al
 

C
o
u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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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选修课程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中文名称 总学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191009039 工程流体力学及通风 32 24 8    2 2  32        

192199049 大学物理 B 72 72     4.5  2   72        

192199099 高等数学 B(2) 64 64     4.0  2   64              

192199139 线性代数 B 32 32     2.0  2   32        

19219915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32 32     2.0  3    32       

194902019 机械设计基础 C 48 32  16   3.0  3   48       

190899039 电工与电子技术 56 56     3.5  3     56       

小计       32.5            

学
科
基
础
 

选
修
课
 190703019  Python大数据分析 32 16  16   2.0  4    32     

选修**学分 
Optional**Credit 

190703029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32 16  16   2.0  4    32     

小计       2.0           

合计       34.5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P
ro

fe
ss

io
n

al
 E

d
u
ca

ti
o

n
 C

o
u

rs
es

 专
业
教
育
核
心
课

 

191008039 安全人机工程 32 32     2.0  4      64      

192198049 安全学原理 48 48     3.0  3   48       

192198099 安全管理学 48 48     3.0  4    64      

192198139 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48 40 8    2.5  5     48     

192198159 建筑安全技术与管理 32 24 8    3.0  7           32   

194908019 建筑消防工程 48 40 8    3.0  6          48    

190898039 安全系统工程 48 48  

6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中文名称 总学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

学时

分配 

学分 开课学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 

190691079 工程项目管理课程设计 16    1  1.0  5      16    

194902249 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概论课程设计 16    1  1.0  7           16    

194902279 机械电气与特种设备安全课程设计 16    1  1.0  4    16      

191039019 建筑安全技术与管理课程设计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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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专业课程配置流程图 



 

安全工程专业课程结构比例一览表 

课程平台 课程性质 最低毕业学分数 

最低毕业

学分占总

学分比例 

实践学分

数 

实践学分

比例 

公共教育课程 

公共教育必修课 37.5 23.96%  0.00%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Ὴָ 32 4 刘树根/陈军朝 4

Ὴ 48 4 陈福江/张亮 3

Ὴ 48 4 李海凌/蒋灶 4

ғ 48 4 杨咏漪/李宁 4

Ὴ ғ 32 4 孟忠伟/吴海宽 5

48 4 刘晓辉/郑毅 4

Ὴ 48 4 舒志乐/张毅博 5

⌡ғ ᴍ 32 4 李晓宁/蒋林城 6

Ὴ ᴍ 48 4 彭宏/袁权 7

Ὴғ ↔ 32 4 王和顺/刘钢 5

32 4 雷霞/于秋 4

⌡ ₴ Ҙҟ
ꜙ ҟ ҟҘҟ ҟ ᵣ Ҙ /ῡ

刘树根 1964-10 Ὴָ
ɻ
ғ

שּ
Ҙ

舒志乐 1976-06 Ὴ
Ὴ
ғ Ҙ

李海凌 1976-03 Ὴ ғ Ҙ

孟忠伟 1980-06 Ⱶ
꜠Ⱶ

꜠Ⱶ Ҙ

王和顺 1975-01 Ὴ ֢ Ὴ Ҙ

李晓宁 1980-07 Ὴ ⌡ғ ᴍ ֢ ғ  Ҙ

杨咏漪 1977-05 ғ ֢ ғ Ҙ

陈福江 1981-03 Ὴ ֢ Ὴ Ҙ

陈珊 1984-05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高美奔 1988-03 ҟ ғ ◖ Ҙ

李宁 1990-09 ғ ◖ ғ Ҙ

张亮 1991-04 Ὴ Ҙҟ Ὴ
ғ

Ὴ
ғ Ҙ

陈军朝 1989-07 Ὴָ Ὴ
ғ

Ὴ
ғ Ҙ

吴海宽 1989-06 Ὴ ғ  Ҙ

郑毅 1993-06 Ὴ ғ Ὴ
ғ

Ὴ
ғ Ҙ

蒋灶 1993-02 Ὴ Ὴ
ғ

Ὴ
ғ Ҙ

于秋 1996-05 Ὴ Ὴ
ғ

Ὴ
ғ Ҙ

蒋林城 1993-06 Ὴ ⌡ғ ᴍ
שּ

ғ


ғ Ὴ Ҙ

Ҙᴑ 24

Ί Ѓ Ὶל Є 11 ᶡ 45.83%

Ί ◖ ҏЃװ Ὶל◖ Є 17 ᶡ 70.83%

Ί ҏװ ᵣ 24 ᶡ 100.00%

Ί ᵣ 24 ᶡ 100.00%

35 Ґװ 9 ᶡ 37.50%

36-55 14 ᶡ 58.33%

ῡ /Ҙ ᶡ 0:24

Ҙҟ 11

Ҙҟ ᴑ 24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刘树根 ⌡ Ҙҟ
ꜙ ꜙ Ά

ӫ

Ὴ ᵣ

ҟ ɻ
ɻҘҟ 1993 ҟԓ ɻ ғּש Ҙҟ

Ӏ Ӏ Ԑה ꜠Ⱶ ɻ ꜠Ⱶ ῗ Ὴ ɼ

Ԑה
‟Ѓ

ɻ ɻ ɻ
Є

ῠ 70ᵯ Ї 30ᵯ Ж ӫ ҅ 2
ɼӀ Ņ Ҙ ָ ῠ ᵩ ғ ņ
῍ ҅ ɼ

Ԑה
‟

Ӏ ЕЃ1Є Ї ҡ
ғ Ὶ꜠Ⱶ ┼Ї2022ЖЃ2Є

Ї ŀ ŀ ╦ Ҳ- ש ᵲ
Ї2013ЖЃ3Є ↔Ņ973ņ ЇҲҏ

ғҐ Ї2012ЖЃ4Є Ҏ֒ Ҙ ᴑꜙ
Ї Ґ Ї2017ɼ

‟Е Ӏ 10יִ ЇῚҲЃ1Є
ԑ ЇҲ - ⅎ ғ

Ї2020 ЖЃ2Є ( )҅ 2 ЖЃ3Є
ԑ 5 ɼ

Ҏ

ЃҌᾣЄ

30
Ҏ

ЃҌᾣЄ
299

Ҏ Ҏ
ҟ

Ѓָ Є
0

舒志乐 ⌡ Ҙҟ
ꜙ ꜙ

Ὴ ᵣ

ҟ ɻ
ɻҘҟ 2010 ҟԓ Ҙҟ

Ӏ Ӏ Ԑה ғ Ґ

Ԑה
‟Ѓ

ɻ ɻ ɻ
Є

Ҙ ЕЃ1Є ӕЇ ғḪ Ї ₴
Ї2017ЖЃ2Є ӕЇ₆ Ⱶ Ὶ Ҳ
Ї ₴ Ї2017ЖЃ3Є ӕЇ Ⱶ Ї ₴
Ї2016ЖЃ4Є ӕЇ Ⱶ ЃҏҐῳЄЇ ₴
Ї2016ЖЃ5Є ӕЇ Ї ₴ Ї2017ɼ

Ԑה
‟

Ӏ ЕЃ1Є Ї ₆
ײַ Ї2013ЖЃ2Є ↔ Ї GPR
Ї2014ЖЃ3Є Ї ҹ
Ḫ Ї2024ЖЃ4Є ғ

Ї ғ
Ї2012ЖЃ5Є ֢ ῎ Ї 50

Ḫ Ї2012ɼ



 

 

 

 

Ҏ

ЃҌᾣЄ

25
Ҏ

ЃҌᾣЄ
345

Ҏ
Ⱶ Ѓ48 Є
Ⱶ Ѓ48 Є

Ҏ
ҟ

Ѓָ Є
12

陈福江 ⌡ Ҙҟ
ꜙ ꜙ Ӏᴑ

Ὴ ᵣ

ҟ ɻ
ɻҘҟ 2016 9 ҟԓ ֢ Ҙҟ

Ӏ Ӏ Ԑה Ὴ ᵆғ ɻ ῗ

Ԑה
‟Ѓ

ɻ ɻ ɻ
Є

Е
Ѓ1Є2022 ҟ ғ ָ Ņ ҿ ņ Е
ғ Їʃ ғ ʄЖЃ2Є2022
ʃ Ņװש Ὴņҿ ғ ָ ῠ
ғ ʄЖЃ3Є2023 ʃ Ņװש Ὴņҿ

ғ Ҙҟָ ῠ ғ ʄЖЃ4Є2022
҅ ʃ ʄЖЃ5Є2024

ʃ ┼ғ ʄɼЃ6Є 3 ҅ᵲ
6 ЖЃ6ЄҘ ʃ ᵩ Ⱶ ש

ʄЇ ₴ Ї2024 ɼ

Ԑה
‟

Ӏ ЕЃ1Є Ὴ ᴍ ғ ,
Ҳ Ї2024ЖЃ2Є Ⱶ ᴌҐ - Ⱶ

┼ Ї Ⱶ ЖЃ3Є ԓ
ᵩ Ї ғ Ḧ

Ї2024ЖЃ4Є ᴰ ↔⸗῎ װ,
ᵩ Ⱶ ש ҿ ῎
Ї2023ЖЃ5Є ש ᵩ ῗ ,

Ї2022ɼ
‟ЕЃ1ЄҲ ᴮ ᶡ:ʃ Ӏ

ғ ʄЖЃ2Єʃ ῎ ῗ
ʄЇҲ ῎ ҟ ᴰ ɼ

Ҏ

ЃҌᾣЄ

22
Ҏ

ЃҌᾣЄ
135

Ҏ ʃ ғ” ʄ48
ʃ ғ ʄ
32
ʃ ʄ16

Ҏ
ҟ

Ѓָ Є
6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ԓ Ҙҟ
ᴍẅЃҌᾣЄ 2180

ԓ Ҙҟ
Ѓ ᾣװҏ
Є

143Ѓ /ᴌЄ



ᴀ TY-TCY 2 2023 1

╛ ᴀ JC-5000 1 2023 22.9

ᵲ ᵲ ┼ 1 2023 1

ᴀ ᵲ ┼ 4 2023 2

Ҏ ⅎ Ґ RHD 1 2023 1284.01

Ҏⅎ IGU-BD3C-5 1 2023 970

GER-10 1 2023 475

Ỵ ┼ 8 2023 1

ᵲ Precision 3660 Tower
017

1 2023 48.8

ἥᴀ M200A 2 2023 13.8

GPS Qmini A10(cm) 2 2023 36.5

RTK Irtk 10 1 2023 35.8

ᾩ ᴀ Ḧ CS 2 2023 1.72

GZC005 2 2023 41.6

P-Tῗ ᴀ GZC018 2 2023 34

GZC024 2 2023 37

GZC020 2 2023 58

GZC017 2 2023 9.5

Ҙҟ ᵲ ┼ 1 2023 72

GZC016 2 2023 39.9

GZC031 2 2023 135

ᵩ ᴀ GZC015 2 2023 58.5

ᵲ Precision 3660 Tower
017

2 2023 48.5

AED KUM/AED980 1 2023 55

XH-JS01 1 2023 16

XH-MH03 1 2023 50

VR ᵩ XH-VR21 1 2023 64

ָ ָ YR/CPR490 1 2023 50

∕ᴺ ָ KMU/H11 1 2023 16

XH-NS23 1 2023 44

XH-YJ36 1 2023 20

ɻ ┼ 1 2023 19

┼ 1 2023 8

Ḉ ᾩ ᾩ ָ Mavic 3 Thermal(CN) 2 2023 68.4

ָ ┼ 1 2023 70

ָ MATRICE M350 RTK(CN) 2 2023 146

Ҏ ᴌЃ
ЕGeoScene ᴌЄ

V2.1 1 2023 84.3

꜠Ⱶ V2.8 1 2023 123.6

Ҏ ᾩ ᴀ HS 1000i 1 2023 793.4

V4.2 1 2023 58.7

Ҏ ᾩ ᴀ ᾩ Lixel X1 1 2023 389

ᾩ ָ GO 1 Edu 1 2023 148.2

ᵲ Precision 3660 Tower
008ɻP3223QE

1 2023 53

HH-PXCZ01 2 2023 1.8

ἥ Zenmuse H20T 2 2023 117.4

ғ┼ ᴌЃ
Е Є

V3.7.3 1 2023 47

ἥ ᴌ V5.6 1 2023 97.3

ᾩ Zenmuse L1 2 2023 147.43

Ὴ ἥ Zenmuse P1 2 2023 66



Ḉ RTK ָ Mavic 3
Enterprise(CN)

2 2023 59.2

ᴀ ZL1-1 1 2023 34.7

ᴀ DX1-2 1 2023 14

ᴀ ZH1-5 1 2023 7.2

ᴀ KH1-6-2 1 2023 14.7

₵ ᴀ ZS1-3-5 1 2023 9.3

Ⱶ ᴀ JL2-1 3 2023 3.9

ᵅꞈ⌐ ᴀ ZN2-2 3 2023 14.2

ᴀ ZR2-4 3 2023 13.3

꜠ ᴀ ZD2-5 3 2023 13.4

Ⱶ ᴀ ZY2-8 3 2023 14.3

ᴀ FD-Z1 1 2023 153

᷾ ᴀ DZ5-1 1 2023 67

ᴀ DN2-11 2 2023 9.43

ᵩⱵ DYT001Ŗ 1 2023 58

SCSJ-II-120L 1 2023 28.5

Ҳ SSZ.ZYT.001 2 2023 6.6

SSZ.BT.101 3 2023 3

ɻ ⅎ YY-GA128 1 2023 1185

ᵩ AME-S30HF 1 2023 20.8

ἥᴀ MY320 1 2023 57.8

ᵲ Precision 3660 Tower
017

1 2023 28.6

Ҍ SDM3065X 1 2023 6.8

Ḫ SSG5060X 1 2023 72

ⅎ ᴀ SSA3032X-R 1 2023 38.5

B-12GDI 1 2023 28.8

SPD3303X 1 2023 3.2

hh-hzcy-v1.0 1 2023 42

ⅎ ᴀ SNA5032A 1 2023 268

ᵤ Ḫ SSG3021X 1 2023 23.8

֢ ᴥ TH1912 1 2023 2.7

SDS5034X 1 2023 26.8

⃰ SDG6032X-E 1 2023 19

IRSM-THMC-1500 1 2023 1869.4

Ҏ IRSM-TRRR-800 1 2023 1285.1

◑ IRSM-CS-1500 1 2023 898.6

┼ ᵐ Ⱶ HCT206A 1 2023 173

ᾩ ⅎ /
ᾩ

NZS-DSS-A01 1 2023 766.8

꜠ Ḫ ⅎ INV366 1 2023 363.7

Ⱶ ⅎ INV3065N2 5 2023 26.5

ΐ ᴀ GZZ-70 1 2023 477.4

ᵐ ┼ ꜠Ҏ ᴀ SCDSY-10 1 2023 463.2

Ὴ ꜠ ᴀЃҲ Є GZQ-1A 1 2023 94.7

┼ ◑ᴀ ZFY-1 1 2023 69

Ⱶ ┼Ҏ ᴀ TFB-1A 1 2023 198.4

Ҏ ◑ᴀ ZLB-1 1 2023 36.2

Ὴ ꜠ ◑ᴀ HJ-2 1 2023 164.3

ᵤ Ⱶ ┼ Ҏ ᴀ ZYXJ-60KN 1 2023 244.7

ᵤ ꜠Ҏ ᴀ YXSZ-B 1 2023 398.9

Ὴ ꜠ ◑ᴀ DZJ-300 1 2023 194.2

ᵲ HP Z8 G4 Z32K G3 1 2023 73.84

┼ ◑ᴀ ZJ 1 2023 27.9



101-3 2 2023 9.93

ᴀ TST-70 1 2023 1.55

GZS-1 1 2023 7.4

HZK-JA1000S 2 2023 7.25

HZK-2102 2 2023 4.37

Ҏ ᴀ GSDY-1 1 2023 61

Ⱶ ᴀ FSTY-1 1 2023 94

ᶽ Ⱶ ᴀ JGY-1 1 2023 31.3

ᴌ SMW-SCRX-16 1 2023 137.8

ғ Ⱶ ᴀ SZY-50 1 2023 61

꜠ PC-4 2 2023 36.45

Ko ᴀ GJY-1 1 2023 3.85

꜠ TYT-20 1 2023 14.9

꜠₵ ᴀ JDS-1 1 2023 18.8

ᴓ ᴀ TE-3 1 2023 6.8

꜠ ᴀ JDM-1 1 2023 7.55

ᴀ QR-1 1 2023 1.49

ᴀ GYS-2 1 2023 2.85

YZ-1 1 2023 1.26

⅓ QL-1 1 2023 1.85

ָ  ‡ ֢ ᴓ SR-300 1 2023 98.8

 ◑ᴀ YEDJ-A 1 2023 158.4

┼ Ҍ WDW-10KN-M 1 2023 32.5

LDVPDPA 1 2023 1543.2

ⅎ PIV-2D3C 1 2023 1241.4

ἥ ἥ S6 1 2023 311.6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1.所申报的安全工程专业属于工学学科门类，培养具有基础实、技术精、能力

强、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安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能够适应国家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效服务支撑国家安全工程事业，顺应新工科要求，符

合我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 

2.所申报专业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工程

教育认证标准》和学校2024版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培养目标明

确，培养规格合理，课程体系科学，毕业及学位授予标准规范。 

3.所申报专业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拥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

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专业建设经费充足，教学用房、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能够

满足专业办学条件，有固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保障专业可

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理由，专家组建议增设安全工程专业，并上报教育部。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