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2019 年修订）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西南科技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四川省教育厅 

专业名称：应急技术与管理 

专业代码：082902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工学/安全科学与工程  

学位授予门类：工学 

修业年限： 4 年  

申请时间：2020 年 7 月  

专业负责人：谭钦文  

联系电话：13795770699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西南科技大学 学校代码 10619 

邮政编码 621010 学校网址 http://www.swust.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8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7886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7480 

 

学校所在省市区 四川省绵阳市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82902T 专业名称 应急技术与管理 

学位 工学学士 修业年限 4 

专业类 安全科学与工程 专业类代码 0829 

门类 工学 门类代码 08 

所在院系名称 环境与资源学院 安全工程系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安全工程(082901) 2002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2 采矿工程(081501) 1981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3 地质工程(081401) 1978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大型企业从事应急技术及管理方面的研究与开

发、分析与设计、管理与评价、监测与监控、教育与培训、应急救援与

事故处理等工作。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此处填写的

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一、国家战略与人才需求变化 

2018年3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

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设立。2019年4月，全国各省市县应急管理机构调整到位，全国应

急管理工作开启历史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应急管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

“安全意识淡薄、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不落实”， “着力构建安全风险预控体

系”， “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水平”。 

二、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岗位需求 

根据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20)》和《安全生产十三五人

才规划》预测，应急管理监管监察部门、应急管理技术服务机构和各类生产企业面临巨大的

应急人才缺口，应急人才培养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行业形势的变化及“双一

流”、“新工科”计划的实施，不同类型的单位对人才需求发生较大变化。 

（1）应急管理监管监察部门人才需求 

根据应急管理部预测，各级应急管理监管机构、执法机构、应急救援机构和煤矿安全监

察机构需要大量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扎实、廉洁自律的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2020年培养造就应急管理监管监察人才30万。按照每个县级单

位每年需求量为1人计算，全国目前每年需求量为8000余人。 

（2）应急管理技术服务机构人才需求 

根据应急管理部预测，需要大量应急管理科技、教育、管理、信息技术和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等领域各类专家学者，应急管理评价、咨询、检测检验、培训、宣传教育等专业服务机

构的专业人员，以及各级应急管理监管机构、执法机构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的

专业技术人员，到2020年培养造就应急管理类科技人才6万，应急管理专业服务人才16万。 

（3）生产企业人才需求 

根据应急管理部预测，各类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岗位上工作的专

职管理人员和技术及作业人员、取得高级技师、技师或高级技工职业资格及相应职级的人

员，到2020年培养造就生产企业应急管理人才430万，应急管理高技能人才405万。 

本次调研主要选择了两类企业：一是与本学科毕业生已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人才需求企

业；二是本地知名企业。通过与企业座谈或调研发现：企业对应急专业人才的需求迫在眉

睫，而对人才的重点关注是在本科生是否具有厚实的基础知识和宽广的知识体系，以及对新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兴行业或产业的适应性。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60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50 

应急管理各级监管监察部门 5 

应急管理技术服务机构 10 

各类生产企业应急管理机构 35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27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33.3%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66.7%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66.7%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3.7%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85.2%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27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9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9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谭钦文 男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李仕雄 男 1968.09 
灾害风险与

评估 
副教授 

西南交通大

学 

防灾减灾工

程与防护工

程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颜翠平 女 1981.08 
应急管理信

息技术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与

技术大学 

环境科学与

工程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许秦坤 男 1973.09 
消防工程技

术与管理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安全科学与

工程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吴爱军 男 1976.06 
矿山应急技

术与管理 
副教授 

中国矿业大

学 

安全技术及

工程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徐中慧 男 1983.02 
防火防爆理

论与技术 
副教授 重庆大学 

安全技术及

工程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刘年平 男 1979.04 应急管理学 副教授 重庆大学 
安全技术及

工程 
工学博士 

安全

工程 
专职 

张岱宇 男 1973.12 工程力学 副教授 
西南交通大

学 
固体力学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王永强 男 1978.03 
应急预案编

制与演练 
副教授 

西南科技大

学 

矿产普查与

勘探 
工学硕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林龙沅 男 1981.02 
流体力学与

流体机械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流体力学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谭汝媚 女 1976.05 
灾害风险与

评估 
讲师 

北京理工大

学 

安全科学与

工程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刘建平 男 1978.06 
机械基础与

机械设计 
讲师 

西南科技大

学 

矿产普查与

勘探 
工学硕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李雪 女 1983.08 工程热力学 讲师 
西南科技大

学 

安全技术及

工程 
工学硕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何友芳 女 1980.03 
应急法律法

规 
讲师 重庆大学 

安全技术及

工程 
工学硕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薛冰 男 1989.09 
应急识图与

地图制图 
讲师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工程力学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魏勇 男 1980.09 
化工应急技

术与管理 
讲师 东北大学 

安全技术及

工程 
工学博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周煜琴 女 1983.09 
职业危害与

防护 
讲师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安全技术及

工程 
工学硕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罗尧东 男 1983.04 

应急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

技术 

讲师 
西南科技大

学 

安全技术及

工程 
工学硕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江丽 女 1981.02 
应急救援心

理与行为 
讲师 

北京理工大

学 
环境工程 工学硕士 

安全工

程 
专职 

 

4.3.专业核心课程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安全系统工程 48 4

2FZ¹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专任教师1 

姓名 谭钦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拟承担 
课程 

安全系统工程 现在所在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安全工程系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工学博士，2008年6月毕业，重庆大学，安全技术及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 工程灾害预测与控制、安全与应急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教改项目8项，发表研究论文7篇，教材主编3部，主审1部： 

1、谭钦文、徐中慧、刘建平等，《安全系统工程》（教

材），2014.10，重庆大学出版社； 

2、谭钦文、徐中慧、李春林等，《尾矿库概论》（教材），

2017.03，重庆大学出版社； 

3、徐中慧、谭钦文、彭熙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实验基

础》，2015.10.重庆大学出版社； 

4、吴爱军主编、谭钦文主审，《通风与除尘技术》（教

材），2015.06，重庆大学出版社。 

主要教学荣誉及奖励： 

1、2017年，获西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一； 

2、2017年，获西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六； 

3、2017年，获西南科技大学，              优秀教师； 

4、2017年，获西南科技大学环资学院，最难忘专业教师； 

5、2018年，获西南科技大学环资学院，最难忘专业教师； 

6、2019年，获西南科技大学环资学院，最难忘专业教师。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主持省市级和横向项目40余项，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40余篇，

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2项，软件著作权4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20万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00余万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安全系统工程，64学

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0人次 

 

专任教师2 

姓名 陈海焱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院长 

拟承担 
课程 

应急决策与指挥 现在所在单位 环境与资源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7.07，四川大学，化工过程机械 

主要研究方向 超细粉碎与通风除尘技术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无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长期从事固废处理与资源化、通风除尘与净化方向的研究与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教学，主要以气体动力学、气（液）固两相流、材料物理与化学

为基础，重点开展大宗固体废弃物，低成本、规模化超细加工与

高值化利用；电子废弃物拆解、破碎、分选分离与环境危害评

价，通风除尘净化技术研发与环境安全。承担或参与国家自然基

金、国家支撑计划课题，863，企业项目委托等项目二十余项；已

获“利用窑炉余热制备超细矿物掺合料的方法”等专利10余项。

已在《ES&T》、《环境工程学报》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特别强化科学研究成果在工程上的应用，近五年，相关

技术已在150余家单位中应用，并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获

得2017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6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矿物粉碎工程 96学

时、矿物深加工工艺

与设备 64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5 

 

专任教师3 

姓名 陈星明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拟承担 
课程 

运筹学 现在所在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博士研究生、2012.7、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程力学 

主要研究方向 采矿技术与矿山安全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8项教学改革项目；近5年获西南科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

奖1项（排名第3）、三等奖3项（2项排名第1、1项排名第3）；发

表3篇教改论文；主编和副主编教材各1部。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长期从事采矿技术与矿山安全方面的研究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8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矿业系统工程、48 

矿床露天开采、32 

矿山案值技术、32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1 

 

专任教师4 

姓名 苏华友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防灾减灾工程 现在所在单位 环境与资源学院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博士，2009年6月，西南交通大学，岩土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 建设工程安全监测与分析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2018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3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0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岩土工程勘察，32学

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4 

 

专任教师5 

姓名 王大国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担 
课程 

应急仿真与模拟 现在所在单位 环境与资源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5.05/大连理工大学/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 边坡、隧道等稳定性；矿山安全技术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教育部与企业联合的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2015.1-

2016.12)：安全模拟与仿真。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部主任基金 (2013.1-2013.12)：带刚

性分隔板圆柱绕流控制机理及计算方法研究； 

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1.1-2013.12)：滑坡涌浪

对大坝冲击破坏的研究； 

3.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2011.8-2011.12)：

滑坡涌浪对大坝冲击作用研究； 

4.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2009.1-2011.12)：潮汐循环

作用下海水入侵多场耦合模型的机理研究； 

5. 主持以内地合作者参与主持香港 RGC 项目一项 (2007.1-

2008.12)：Landslide induced wave in reservoir district and its 

effects on dams； 

6. 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 (2007.1-2008.12)：波浪动力作用下海水

入侵多场耦合模型的机理研究； 

7. 主持四川省科技厅重点合作国际项目(2019.1-2021.12)：城市

景观大坝水噪声产生机理及降噪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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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持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1.1-2013.12)：油田套损数值试

验模型的研究及应用； 

9. 主持四川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 (2018.1-2020.12)：热-水-力

损伤耦合及污染物迁移； 

10. 主持四川省教育厅重大前沿项目 (2016.1-2017.12)：地震波、

溃坝波共同作用下混凝土坝损伤破坏机制研究； 

11. 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2007.1-2008.12）：海上建筑物在波

浪动载荷作用下开裂破坏的机理研究； 

12. 主持四川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项目 (2016.9-2017.12)：四川省土

壤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污染源解析； 

13. 主持大连市优秀青年科学技术基金 (2008.1-2009.12)：潮汐作

用下海水入侵渗流－应力－损伤－对流扩散多场耦合模型的

研究及其在大连地区的应用。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3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6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安全模拟与仿真，
1000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5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242.58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225 

开办经费及来源 300万元，学校自筹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13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1、教学经费有保障 

学校按照“基本+专项”的预算经费模式，专门制订了严格的

经费使用管理制度。 

2、有充足的实验教学条件、管理规范与更新机制 

学校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程训练中心）、大学物

理、计算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公共实验室，保证学生基础实验

教学的正常开展。本学科重点依托核废物与环境安全国防重点学

科实验室、工程结构冲击与振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非煤矿山安

全技术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教育

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3、有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实践基地 

学校充分利用与校董事单位的良好合作关系，与四川长虹集

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多家知名企业、研究所建立了学生实

习合作关系；同时，本学科与13家企业签订了长期实习合作协

议。实践教学基地覆盖的实践内容全面，管理制度完善，教师队

伍完整，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对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

能力提供了有效保障。 

4、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制定了有效的措施，相关部门出台

了相应的管理文件，建立了有效促进教师队伍发展的机制，保证

了教师队伍健康、稳定地发展。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元） 

地质透视仪 STR-20 1 2009-07-08 589297 

热流测量仪 HFM-215 1 2009-12-04 134454.8 

烟气分析仪 95/3CD 1 2008-12-18 110000 

粉尘云着火温度测试装置 工业防爆型 1 2005-11-12 73000 

钢丝绳电脑探伤仪 MTC-F32-S2002 1 2009-01-21 69000 

动态配气系统 MF-5 1 2006-05-12 63500 

粉尘检测仪 DUSTRAK8530 1 2010-07-13 60000 

复合气体检测仪 H190 1 2008-12-18 50270 

数据采集器 CDAQ-9172 1 2009-12-04 49941.48 

哈特曼管式粉尘爆炸实验仪 工业防爆型 1 2005-11-12 47000 

剖面沉降仪 GK4651-1-70K 1 2007-12-14 40800 

自燃点全自动测定仪 ZHR401 1 2008-12-18 3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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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风速仪 KA12 1 2010-07-13 38000 

微电脑激光粉尘仪 LD-3C 1 2008-12-18 35668 

建材烟密度测定仪 JCY-1 1 2008-12-18 35217 

闭口闪点全自动测定仪 ZHB202 1 2008-12-18 35217 

开口闪点全自动测定仪 ZHK302 1 2008-12-18 34314 

氧指数仪 DRK304B 1 2008-12-18 28896 

临近式高温隔热服 NAF-01 1 2017-05-19 27000 

氧化锆气相色谱仪 ZD-II 1 2006-05-12 27000 

数字式超声波探伤仪 BSM360 1 2010-12-22 23500 

水平垂直燃烧试验仪 HVR-4 1 2008-12-18 22123 

被动式侦查人员搜索设备 BV2000D 1 2017-05-19 18600 

粉尘层着火温度测试装置 普通型 1 2005-12-30 18000 

安全管理诊断设备 verition D430 1 2017-05-19 17000 

心肺复苏模拟人 JY/CPR690 5 2017-05-19 75000 

高级创伤培训模拟人 XM-HL4 6 2017-05-19 5000 

灭火演示器 国标 1 2017-05-19 5000 

红外热成像生命探测仪 BV2000D 1 2017-05-19 8000 

虚拟现实采集设备 F4 1 2017-05-19 10600 

虚拟现实头盔 Vive 1 2017-05-19 4500 

彩色分辨视野计 BD-II-108 1 2015-12-29 8350 

非接触式红外线测温仪 DT-8858 1 2008-12-18 12642 

超声泄露探测仪 CCL-2240 1 2010-12-22 11700 

火灾探测器电灵敏度检测仪 GAY-02 1 2008-12-18 9922 

易燃液体防火安全柜 * 1 2010-07-21 6560 

大疆精灵无人机 PHANTOM3 1 2016-11-01 6000 

应急逃生培训系统  1 2017-05-19 60000 

防爆气瓶柜 含气体探测器 1 2010-07-21 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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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等方面的内容）（如需

要可加页） 

7.1 增设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的理由 

（1）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从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战略高

度，多次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健全公共安全

体系，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推动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

平战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稳定，国务院2018年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务院办公厅的应急管

理职责，公安部的消防管理职责，民政部的救灾职责，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灾害防治、水利

部的水旱灾害防治、农业部的草原防火、国家林业局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责，中国地震局的

震灾应急救援职责以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

部、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等11部门的13项职业整合，组建应急管理部。增设应急技术与管

理专业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

求。 

（2）是创立和丰富应急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必然要求。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涉及到安全工程相关基础知识，但在培养理念、基础理论、指挥

体系、技术应用、装备研发、物资存储及调配等关键问题上与安全工程专业又有一定区

别。目前应急管理涵盖应急工程技术产业等门类，按照学科划分科学理论方法，管理与工

程技术产业是不能互相涵盖的，而现实是前者的研究成果涵盖后者，但又得不到后者的认

同，这就造成应急硬科学（工程技术产业等）与软科学（应急管理、政策、文化、行为

等）相悖，很难兼容。另外，迄今我国应急相关的实务部门尚难有一套成熟的应对灾难事

件的成体系的理论、工具与方法，迫切需要能从理论到实务提炼出一套针对应急实务的应

急理论体系。为了丰富应急管理内涵，更好地建设应急科学、应急技术、应急工程、应急

产业及应急管理等，只有从国家层面才能有效整合、利用国家现有的8个陆地搜救基地、7

个矿山救援基地及国家其它层面救援基地等，实现国家应急救援基地之间有效对接。非常

有必要创立和丰富应急科学与工程学科，用科学、技术、工程、产业及管理等措施研究突

发事件发生前、中、后整个周期过程的全方位、系统性防范与应对的规律、策略。 

（3）是满足国家对专业应急救援人才迫切需求，并提高我国应对灾害事故能力的重要

保证。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我国的灾害事故几乎涵盖所有灾害事故类型，并且随着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灾害事故的各项指标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目前，我国灾害事故应

急救援主要依靠公安消防特勤队等政府的职能部门，政府部门所设的救援队伍无法处理矿

山、化工等发生的灾害事故。以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厂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

例，若该公司配备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将大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虽然我国公共

应急救援队伍较为完善，但我国亟待需要专业的应急救援人才。只有配备专业的应急救援

人才，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遏制灾害事故所造成的伤害，提高我国应对灾害事故能力。因

此，增设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正是为我国提供应急技术与管理人才的重大举措。 

（4）依托西南科技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培养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人才是破解应

急管理领域人才短缺的重要举措。 

西南科技大学地处西南、面向全国，服务国家全面发展的大局。学校安全科学与工程

学科是我国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立足中国唯一的“科技城”四川绵

阳，依托地矿安全基础，突出核设施防护安全为特色的省部共建高校，增设应急技术与管

理专业，将紧紧围绕应急技术与管理专门人才培养，破解人才短缺难题，以预防重特大事

故与应急处置，构建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科学研究为主线的应急管理人才培养体系；依

托学校资源优势，开展应急管理人才培训，建设成为国家西部应急管理人才的培养重要基

地。 

申报应急技术与管理新专业符合学校学科发展战略，能够弥补四川省、甚至西部地区

在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方面的需求，为国家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及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服务，目前条件已经成熟。 

7.2 人才需求预测情况 

我校开设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后，结合我校现有的安全、管理、矿业、地质、土木、

测绘、机械、通信等优势学科教育资源及科研资源，面向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的应急管理。我校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可以从事以下三方面工作： 

（1）国家、省、市和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消防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和各类专

业应急救援队等单位从事应急救援管理、应急救援指挥等方面工作。 

（2）科研院所从事应急救援装备、技术研发、应急救援管理培训及教育工作。 

（3）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日常安全生产事故评估与预警、应急救援风险控制预防及事

故分析处理工作。 

经过调研，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应急管理，化工、消防和矿山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人才需

求现状如下： 

（1）政府职能部门应急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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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及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仅2017年全国共发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事故203起，

死亡238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主要原因为救援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应急救援

知识匾乏、应急装备使用不熟练等因素造成盲目施救，造成二次事故。以天津港8.12瑞海

公司危险品厂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例，该事故的发生造成共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

踪，798人受伤，304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7533个集装箱受损，直接经济损失折合

人民币68.66亿元。若该公司采取正确的应急救援方式将抑制二次爆炸，减少人员伤亡，降

低财产损失。为杜绝或减少因盲目施救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化工企业需要制

定突发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配备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 

我国化工企业所发生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事故不能过度依赖公安消防特勤队伍，化

工企业内部急需配备内部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由于危险化学品的特殊性质，处理危险化

学品事故的方式与普通灾害不同，处理危险化学品事故急需专业的应急救援装置与设备。

因此，化工企业除了需要具备专业应急救援知识的应急救援人才的同时，更需要能够研发

特殊应急救援装备与设备的人才。 

（3）消防应急救援工程方面 

我国大规模火灾多集中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消防情况复杂的区域，而且各种新工

艺、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得火灾发生概率大大提升，加大了消防部门处理灾情、安排

救援和灾后救助的难度。这些事故如得不到迅速有效处置，势必会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国家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正确、快速地处置

火灾事故不仅仅考验着公安消防部门，更是对企业内部消防系统的一次重大考验。虽然企

业内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消防应急管理体系，具备了快速形成处置应对突发性灾害的

能力，但专业性的应急培训尚少，导致企业应急救援能力不高。这就要求企业内部人员应

具备专业应用技能，更需要有一支专业化的消防应急救援队伍及应急救援管理人才。 

目前我国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安全意识也逐步提升，随着民众口益增长的

消防安全需求，消防救援力量单一、警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况且消防应急救援部队

在全部救援人员中实际拥有应急救援能力的救援人员仅有18万人，我国公安现役消防部队

的救援人员占据这18万人中的63%。这些救援力量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平时很少联系，

在职能上互不隶属，平时缺少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各部门之间没有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

道和平台，同时也缺少协作演练。在遇有大型灾害事故发生时，不能统一指挥各应急救援

力量，缺乏统一调度和处置灾害事故及突发事件的能力。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吴翠云建议，大幅增加公安消防现役部队编

制。法国共有25. 6万名消防员，占总人口数的0.4% ；美国共有109万名消防员，占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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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0. 368%；德国共有官方消防员15.9万多人，占总人口数的0.193%；俄罗斯共有27万名

消防员，占总人口数的0.188%。我国现有现役消防队员16万余人，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0.012%，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发展多种形式消防应

急救援队伍在当前我国时机还不成熟，主要是公民素质和保障机制跟不上，因而这些民办

消防应急救援队伍不仅不稳定，战斗力也不强，各地的合同制等消防队伍已日益暴露出不

少问题。目前已有的消防站也是人员编制严重不足，特别是在退伍期间，一线的执勤人员

更是所剩无几，而正冬季和节假日集中的时期，灭火、抢险救援任务十分繁重，可以说是

超负荷工作，难以应对大型和特殊突发灾害事故的应急抢险救援任务。 

我国的消防应急救援技术相对成熟，但是能够熟练应用救援技术、装备的人才却严重

不足，尤其缺乏具备应急救援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的高水平人才。因此，国家应该在消

防应急救援单位设计中心架构、岗位职责权限、人员组成，明确消防部队的领导地位，同

时优化处置程序、体制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及物资保障，从而建立更加有效的应急救援体

系。各高校应该积极开展应急救援专业，培养一批能够熟练应用救援技术和装备、具备较

强的应急救援指挥和决策及管理和战略规划及沟通协调等能力、实现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化

和体系化、应急管理行为规范化、应急管理模式一体化、能够做到“平时应急，战时应

战”、能够实现应急与应战一体化及优化协同高效的创新型人才。 

（4）矿山应急救援方面 

随着我国矿山事业的深入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对我国矿山应急救援队伍素质能力提出

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几年，我国在矿山应急救援装备、应急救援技术的投入逐年增加，

但是能够熟练应用救援技术、装备的人才却严重不足，尤其缺乏具备应急救援指挥、决策

和管理能力的人才。当前我国矿山应急救援人员普遍来自矿山普通职工，经过传统的、短

期的培训教育学习应急救援专业知识，缺乏对应急救援专业的系统学习。《安全生产人才

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安监总培训〔2011〕53号），提出要建设一支实用型

安全生产高技能人才队伍。到2020年，应急救援队伍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5万人，其

中，技师和高级技师达到100万人左右。 

我国矿山应急救援队伍至建国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的过

程。目前，在全国28个省（区、市）及新疆建设兵团共有矿山救护大队98支，救护中队609

支，救护小队1831支。从事矿山事故应急救援的专职救援人员24522人，其中：煤矿救援队

伍23088人，非煤矿山救援队伍1434人。但是目前我国的救援队伍及人数分布不均衡，山

西、河南、河北等省矿山救援人员数量较多，其余主要产煤省区救援人员偏少。因此为了

应对重特大事故和复杂事故救援，国家规划建设7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14个区域矿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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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队，110支矿山救援骨干队伍，切实提高技术水平和救援能力。 

虽然目前我国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初具规模，在国家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发挥了重

大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有效的确保了国家和矿山工人的生命财产。但是我国矿山行

业具有危险性大、重特大事故多发、事故应急救援难度不断增加、救援任务日益繁重等特

点，这就对我国矿山应急救援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素质应急救援人才匮乏与矿山安

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因此，我国在应急综合管理层面和化工、消防、矿山等方面均亟待需要应急救援管理

人才。 

7.3 增设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的基础 

我校是国内最早设立安全学科的高校之一，是我国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人才培养的重要

基地。学院在校企合作实践平台、联合实验平台、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1）校企合作实践平台 

学院与北川应急管理培训学院、四川省非煤矿山重点实验室、西南石油分公司、四川

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众多企业建立实践基地，可以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教学，

保证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顺利进行。 

（2）联合实验平台 

本学科重点依托核废物与环境安全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工程结构冲击与振动四川省

重点实验室、非煤矿山安全技术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教育

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良好的办学条件、完善的学科体系、丰硕的

科研成果、产学研一体化的工程人才培养机制和爱岗敬业的师资队伍，为专业的建设与发

展、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证。 

（3）师资力量 

近5年来，本学科教师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其他省部级、

地市级和企业委托的基础理论或应用类科研项目110余项，研究经费2930余万元，其中纵向

科研经费2055万元，横向科研经费875万元。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4项，申请发明专利40

项，授权发明专利7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7项，授权软件著作权6项、出版专著4部，出版

教材5部，发表论文270余篇。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

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8.1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掌

握应急技术与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具备较强的信息分析、方案制定、沟通协

调、控制决策及现场处置等能力，初步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具备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能

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管理、社会组织等机构从事应急管理、应急指挥、应急装

备的设计与开发、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8.2 业务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应急管理、技术及应急装备开发与设计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掌握从事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的基本技能和方法，掌握工业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预

防与处置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接受应急处置与指挥方面的基本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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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中

的问题。（覆盖标准毕业要求1）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实

验、工程推理、数学建模、案例分析等方法，识别、表达、分析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以获得有效预防措施。（覆盖标准毕业要求2）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工业事故和自然灾害等复杂工程系统中的应急技术

与管理问题设计及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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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标准毕业要求3）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中的问题进行研

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覆盖标准

毕业要求4）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安全工程中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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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复杂工程系统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

解其局限性。（覆盖标准毕业要求5）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工程实践和复杂应急

技术与管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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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标准毕业要求6）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问题的工程实践

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覆盖标准毕业要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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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应急技术与管理实践中理

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覆盖标准毕业要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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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标准毕业要求9） 

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应急技术与管理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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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备一定的国际

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覆盖标准毕业要求10）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应急管理原理与应急现场决策处置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

境中应用。（覆盖标准毕业要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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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标准毕业要求12） 

8.3 修业年限及授予学位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的修业年限为4年，授予学位为工学学士。 

8.4 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综合外语、安全系统工程A、防灾减灾工程、应急管理学、灾害风险与评

估、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灾害学、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应急技术与装备、应急决策与

指挥。 

8.5 主要实践环节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的主要实践环节主要包括救援技术训练、专业综合设计性实验、

课程设计、专业综合演练、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科研

技能训练等环节。 

8.6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课程安排情况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所培养的学生需经过学制4年的本科教育，分别从通识教育、学科

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集中实践几个教育层次进行。 

序
号
No. 

课程编号
Course 
Code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学分
Credits 

学时Hours 开课学期
Semester 

学位课
Degree 
Course 

辅修
Minor 

 

双学位
Double 
Degree 

总学时 
Total 

理论学时
Theory 

实践学时
Practice 

 
   

通识教育平台（必修） 

Basic Courses in 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d) 

1 XG160010 入学教育 0.5 8 0 8 1    

2 FX16002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6 10 6 1    

3 GF190010 军事理论 0.5 36 
20（授课）

+16（网络） 
0 1    

4 BW190010 军事技能训练 0.5 112 0 14天 1    

5 自选项目 体育俱乐部 2 60 0 60 1-7    

6 TY190010 运动基础 1 28 0 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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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选项目 体育选项 
限
选 
2 
学
分 

1 28 0 28 2或3…或8    

8 TY190020 游泳 1 28 0 28 2或4或6    

9 TY190030 团体操 1 28 0 28 3或5或7    

10 MY1602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 48 48 0 1    

11 MY1603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32 0 2    

12 MY160110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4 64 64 0 3    

13 MY16008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3 48 48 0 4    

14 MY190011 
形势与政策1(四年
制） 

0.25 8 8 0 1    

15 MY190012 
形势与政策2(四年
制） 

0.25 8 8 0 2    

16 MY190013 
形势与政策3(四年
制） 

0.25 8 8 0 3    

17 MY190014 
形势与政策4(四年
制） 

0.25 8 8 0 4    

18 MY190015 
形势与政策5(四年
制） 

0.25 8 8 0 5    

19 MY190016 
形势与政策6(四年
制） 

0.25 8 8 0 6    

20 MY190017 
形势与政策7(四年
制） 

0.25 8 8 0 7    

21 MY190018 
形势与政策8(四年
制） 

0.25 8 8 0 8    

22 MY160280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 

2 32 0 32 4    

23 WY160371 综合英语1  3 48 48 0 1 ★   

24 WY160372 综合英语2  3 48 48 0 2    

25 WY160203 综合英语3   2 32 32 0 3    

26 WY160104 综合英语4 2 32 32 0 4    

27 JK190010 大学计算机A 2 32 32 0 1    

28 JK190020 
计算机基本技能训练
A 

1 16 0 16 1    

29 JW190010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32 0 4    

小计 
Subtotal 

38.5 848 650 166     

学科（大类）教育平台（必修） 

Basic Courses in General Discipline (Required) 

1 LX160071 高等数学A1 6 96 96 0 1    

2 LX160072 高等数学A2 6 96 96 0 2 ★   

3 LX19002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0 3    

4 LX190010 线性代数 3 48 48 0 2    

5 LX190080 大学物理D 4.5 72 72 0 2    

6 CL161420 普通化学A 3 48 48 0 1    

7 CL161440 普通化学实验A 1 16 0 16 1    

8 GC160050 工程训练E 1 1周 0 1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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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Subtotal 

27.5    
    

专业教育平台（必修） 

Specialty-oriented Courses (Required) 

工程基础类课程 

1 HZ191150 工程力学HA  2.5 40 40 0 3   
 

2  流体力学与流体机械 2.5 40 40 0 3   
 

3 HZ191210 工程热力学B  2 32 32 0 4   
 

4 XX160160 电工电子技术C  4 64 52 12 3   
 

5  机械基础与机械设计 3 48 48 0 3   
 

6  应急识图与地图制图 2 32 32 0 2 
   

7  运筹学 2 32 32 0 4 
   

  小计 
Subtotal 

18     
   

专业基础类课程 

8  
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
导论 

1 16 16 0 2   
 

9 HZ190300 安全系统工程 3 48 48 0 4 ★ ◆ 
 

10  防灾减灾工程 2.5 40 40 0 6 ★ ◆ 
 

11  应急管理学 2.5 40 40 0 5 ★ ◆ 
 

12  应急法律法规 2 32 32 0 4   
 

13  灾害风险与评估 2 32 32 0 6 ★ ◆ 
 

14  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2.5 40 40 0 5 ★ ◆ 
 

15  应急救援心理与行为 2 32 32 0 6   
 

16  专业外语 2 32 32 0 7   
 

17 HZ192580 灾害学 2 32 32 0 5 ★ ◆ 
 

  小计 
Subtotal 

21.5       
 

专业类课程 

18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2 32 32 0 6 ★ ◆ 
 

19  应急决策与指挥 2 32 32 0 6 ★ ◆ 
 

20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3 48 48 0 6 ★ ◆ 
 

21  危机应对与舆情管理 2 32 32 0 5 
 

 
 

22  重大灾害预防与预警 2 32 32 0 7   
 

23  应急管理信息技术 2 32 32 0 5 
   

24  应急仿真与模拟 2 32 32 0 6    

  
小计 

Subtotal 
15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 

25  认识实习 
 

2 2周 0 2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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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生产实习 
 

4 4周 0 4周 6    

27  毕业实习 
 

4 4周 0 4周 8    

28  灾害预防与预警课程
设计 

1 1周 0 1周 7    

29  灾害风险与评估课程
设计 

1 1周 0 1周 6    

30  应急识图与地图制图
课程设计 

1 1周 0 1周 2    

31  应急预案与救援演练
课程设计 

2 2周 0 2周 6    

32  毕业设计（论文） 
 

12 12周 0 12周 8    

33 HZ190320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设
计  

1 1周 0 1周 4 
   

34  
危机应对与舆情管理
课程设计 

1 1周 0 1周 5 
   

35  
机械基础与机械设计
课程设计 

1 1周 0 1周 3 
   

36  
防火防爆理论与技术
课程设计 

1 1周 0 1周 5 
   

37  
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课程设计 

1 1周 0 1周 6 
   

38  专业综合设计性实验 3 1周 0 1周 5 
   

  
小计 

Subtotal 
35     

   

小计 
Subtotal 86.5    

    

个性化培养平台（选修课） 

Characteristic Education Courses (Elective) 

1  全校素质选修课 5 学生需至少选择5学分，1-8学期开设 

2  创新创业微学分选修
课 

3 学术报告/科研项目/创新创业项目/科技竞赛等，1-8学期开设 

3  职业危害与防护 2 32 32 0 6 
   

4  消防工程技术与管理 2 32 32 0 7 
   

5  矿山应急技术与管理 2 32 32 0 5 
   

6  化工应急技术与管理 2 32 32 0 7 
   

7  工业生产过程与管理 2 32 32 0 6 
   

8  应急监管监察 2 32 32 0 6 
   

9  
应急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技术 

2 32 28 4 2 
   

1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2 32 32 0 6 
   

11  灾害经济学 2 32 28 4 7 
   

小计 
Subtotal 28                                                                                                                                                                                                                    .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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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论证组审议了西南科技大学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申报材料，经质询与讨论，一致

认为： 

1.所提出的专业建设目标明确，定位准确，规划合理可行。 

2.已经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教学与科研团队，教学经验丰富，可以很好地完成学科专

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工作。 

3.已有与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相关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应用示范基地、创新创业基

地。承担过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具有较好的教学科研资源与平台。 

4.教学计划符合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科学合理，特色鲜明。 

专家一致建议,西南科技大学应尽快设置应急技术与管理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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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签字： 

 

蔡勇、陈丛梅、董发勤、段宁、韩永国、霍冀川、李磊民、卢黎霞、卢谦、卢忠 远、尚

丽平、宋英杰、谢鸿全、尹显明、张强、张霜、赵诤 



10.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