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与法规】 

【Urban Rail Transport Safety and Regulations】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50240】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网络工程】等 

课程性质：【系级选修课◎】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工程系】 

使用教材： 

教材【《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微课版）》孙玥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02】 

参考书目【《城市轨道交通应急与安全管理》王芳梅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1】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微课版）》黄欣荣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0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范立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11】 

课程网站网址：【i1.gench.edu.cn/BB】等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围绕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工作，介绍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及运营安全的相关知识，内容

包括危险识别与管控、事故与应急处理、行车安全组织工作、系统与设备安全、消防安全与管理

等各项安全工作，引导学生树立全面的安全意识，建立高度的责任感。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作为信息技术学院网络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建议学生在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有

一定了解后在大三年级选修。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毕业要求 指标点 关联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

决复杂网络工程问题 

指标点 1-1 

能够将数学与物理的知识、方法与思想，用于网络工程过程中所需要的抽

象思维与逻辑分析。 

 

指标点 1-2 

能够将算法、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等知识与方法，用于进行计算思维，用

于基本算法问题的分析、设计与实现。 

 

指标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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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将数字逻辑电路、计算机组成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等知识与

方法用于进行计算机系统工作原理或机理的分析与理解。 

 

指标点 1-4 

能够将网络体系结构、网络协议、网络互联等网络工程基础知识，用于复

杂网络系统的工作原理或机理的分析与理解。 

 

指标点 1-5 

能够将网络互联、信息安全、网络测试、网络编程、网络规划与设计等网

络工程专业知识，用于进行网络系统的规划、设计、部署、开发、测试与

运维。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

学的基本原理，识别、

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复杂网络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 

能够应用数学、物理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复杂网络工程问题的识

别、分析与表达。 

 

指标点 2-2 

能够通过文献与信息资源的有效收集与研读，获得可用的知识、技术或方

法，辅助进行复杂网络工程问题的研究、分析与解决。 

 

 

毕业要求 3 

设计解决方案：能够设

计针对复杂网络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

满足特定需求的网络

系统设计方案、网络工

程实施方案和网络测

试方案，并能够在设计

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

因素  

指标点 3-1 

能够针对复杂网络工程问题，通过有效的需求调查与研究、技术分析与设

计、设备与产品选型，规划与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网络系统解决方案，并

具有对解决方案进行部署与实施、测试与验证的能力。 

 

 

指标点 3-2 

针对复杂的网络工程问题，能够关注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在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环节中予以考虑。 

 

指标点 3-3 

能够在网络系统规划、设计、部署、开发、运维和测试等过程中，就多元

需求、目标与影响因素，综合运用网络工程和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技

术与方法，通过系统性的分析与研判、合理的规划与设计、有效的统筹与

协调，给出独到的或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解决思路、方法或方法。 

 

毕业要求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

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

复杂网络工程问题进

行研究，包括设计实

验、分析与解释数据、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

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1 

能够基于工程科学与网络系统工作原理，结合网络工程专业基础知识与方

法，就复杂网络系统中涉及的局部性功能或性能问题进行研究，设计相关

的实验方案，并对实施结果或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合理解释。 

 

指标点 4-2 

能够基于工程科学与网络系统工作原理，运用网络工程技术领域的专门知

识与方法，就复杂网络系统中涉及的领域性功能或性能问题进行研究，设

计相关的实验方案，并对结果或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与合理解释。 

 

指标点 4-3 

能够基于工程科学与网络系统工作原理，综合运用网络工程多技术领域的

知识与方法，进行复杂网络工程系统中所涉及的综合性功能或性能问题进

行研究，设计相关的实验方案，对实施结果或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信息

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

对复杂网络工程问题，

指标点 5-1 

能够选择和利用基本的信息技术工具和网络工程工具，结合适当的技术与

资源，用于复杂网络工程问题的预测与分析。 

 



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

的技术、资源、现代工

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

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

够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 

能够针对复杂网络工程问题，选择恰当的虚拟仿真工具或方法，对网络系

统或其解决方案进行必要的模拟与预测，并能够理解仿真模拟系统与真实

系统之间的差异。 

 

毕业要求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

网络工程相关背景知

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

网络工程实践和复杂

网络工程问题解决方

案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1 

具有网络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的经历。 

 

指标点 6-2 

能够了解互联网和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理解网络系统或网络工

程实践对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可能影响。 

 

指标点 6-3 

能够基于网络工程专业知识，结合相关的应用背景知识，评价网络系统解

决方案或网络工程实践对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可能影响，

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

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

杂网络工程问题的工

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 7-1 

具有环境保护的自觉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了解环境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相关的方针与政策、法律与法规。 

 

指标点 7-2 

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网络工程问题的网络系统解决方案或网络工程

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毕业要求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

感，能够在网络工程实

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

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

责任 

指标点 8-1 

具有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指标点 8-2 

能够运用哲学的知识与方法认识、分析社会现象，具有思辨能力与批判精

神。 

 

指标点 8-3 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与社会责任感，富于爱心，懂得感恩。  

指标点 8-4 

能够理解并遵守网络工程的相关职业道德和规范，能够在网络工程实践中

承担质量、安全、服务和环保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毕业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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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9-1 

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明确的个体意识，具有在团队框架下承担个体责

任、发挥个体作用的能力。 

 

指标点 9-2 

具备良好的团队意识、团队合作与沟通、团队协调或组织能力，能够在多

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根据需要承担成员或负责人的角色。 

 

毕业要求 10 

沟通：能够就复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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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表达或回应

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

指标点 10-1 

具备沟通交流的基本技巧与能力，良好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有效表达

自己思想与意愿的能力，倾听与理解他人需求和意愿的能力，适应工作与

人机环境变化的能力。 

 

  

指标点 10-2 

能够依照相关的工程标准或行业规范，进行网络工程相关技术问题及文档

（如需求分析报告、系统设计方案、系统实施方案等）的撰写与交流表达。 

 

指标点 10-3  



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

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具备一门外国语言的基本听、说、读、写、译能力，能够阅读网络工程专

业领域的外文资料，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专业领域相关的新技术具有

敏感性。 

毕业要求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

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

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

科环境中应用 

指标点 11-1 

具有基本的成本管理意识，在设计针对复杂网络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时，

能够对经济与成本因素加以必要的考量。 

 

指标点 11-2 

能够理解 IT 项目管理的知识、原理与方法，并在多学科背景的网络工程

项目或实践中进行应用。 

 

毕业要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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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12-1 

具有持续更新知识、提升能力与素质的终身学习意识，养成自主学习的习

惯。 

 

指标点 12-2 

具有跟踪网络技术发展、增强自我竞争力、适应持续发展所需的自主学习

能力与自我挑战能力。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六、课程内容 

第1单元 安全工作概述（4课时） 

知道安全概述，安全工作及保障，安全工作的影响因素，8S管理基础。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 

方式 

评价 

方式 

1 

指标点 6-3：能够基于网络工程专业

知识，结合相关的应用背景知识，评

价网络系统解决方案或网络工程实

践对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可能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1.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

行的相关技术，能根据具体

的情况做出安全处理。 

讲课 

 

作业 

课程报告 

2 

指标点 10-1：具备沟通交流的基本技

巧与能力，良好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

力，有效表达自己思想与意愿的能

力，倾听与理解他人需求和意愿的能

力，适应工作与人机环境变化的能

力。 

2.树立全面的安全意识，建立

高度的责任感。在学习中能

够独立思考、认真听取同伴

的意见和观点，与同学积极

沟通交流。 

讲课 

讨论 

作业 

课堂表现 

 

3 

指标点 12-2：具有跟踪网络技术发

展、增强自我竞争力、适应持续发展

所需的自主学习能力与自我挑战能

力。 

3.主动了解学习最新的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相关规

范、标准和流程，并自觉遵

守相关规范及标准。 

讲课 

课外阅读 

作业 

课堂表现 

课程报告 



重点：城轨交通安全概述，城轨交通安全工作及保障。 

难点：城轨交通安全工作的特点，城轨交通安全的影响因素。 

 

第2单元 危险识别与管控（4课时） 

知道危险源识别，评价与管控，安全色与安全标志。 

重点：危险源的识别，评价与管控。 

难点：危险源的管理与控制。 

 

第3单元事故与应急处理（6课时） 

理解事故基本分析，事故相关理论，应急处理。 

重点：应急管理的概念，城轨交通应急体系及应急设备。 

难点：应急事件的处置。 

 

第4单元 行车安全管理（8课时） 

理解行车安全基础，车辆安全，作业安全。 

重点：行车调度安全，客流的安全组织。 

难点：车站日常客流组织与管理。 

 

第5单元 系统与设备安全（6课时） 

知道系统设备安全概述，设备使用维护安全，特种设备安全。 

重点：设备安全及要求，设备故障的预防及处置。 

难点：事故预防及处置措施。 

 

第6单元 消防安全与管理（4课时） 

知道消防基本知识，常用消防安全设备，火灾的救援与逃生方法。 

重点：消防概述与火灾知识，城轨消防安全。 

难点：防火措施及灭火方法，火灾救援的实施方法。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 

总评构成（X） 评价方式 占比 

X1 课程报告 40% 

X2 作业 30% 

X3 考勤和课堂表现 30% 

撰写人：李洋                            系主任审核签名：王瑞 

                                 审核时间：2023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