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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慧 铁 道 工 程“ ”微专业为适应铁路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趋势而设计的短期、聚焦型课程体系。适合对

铁路工程、智能技术感兴趣的学生，尤其是土木工程、交通运输、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学生。智慧铁道工程

微专业旨在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智慧铁道工程的核心知识和技能，提升在铁路智能化领域的竞争力。

      本微专业聚焦铁路行业前沿，紧跟铁道工程技术发展趋势，课程内容涵盖智慧铁道领域的最新技术，如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运维、智能调度等。紧密结合铁路行业的智能化转型需求，帮助学生掌握行业前沿知识和技

能。跨学科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将铁路工程与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通信技术等跨学科知识深度融合。培养学

生具备系统思维和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智慧铁道领域的复杂工程需求。 

专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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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考核方式

《铁道工程技术》

《铁道工程智能检测》

《铁路工务工程》

《铁道智能运维装备》

《铁路工程管理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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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线下学时

       “铁道工程技术”课程依据现行铁路工程建设相关技术标准，系统阐述铁道工程领

域的核心理论、设计方法及施工技术，结合现代铁路发展需求，融入智能化与可持续

发展理念。通过铁路线路设计、轨道结构、铁路路基等专业技术内容的学习，构建铁

道工程“理论-设计-施工-运维”完整知识链，体现新时代铁路智能建造、智能运维，安

全环保、绿色低碳等发展趋势，为铁道工程建设培养复合型技术管理人才。

      “铁路工务工程”是智慧铁道工程的核心课程，主要涉及轨道、路基、桥梁、隧道

等基础设施的养护、维修和管理。其课程内容围绕技术理论、实践操作及管理规范展

开，主要课程内容包括轨道及下部基础的检测与状态评估、基础设施维修与养护技术、

智能检测设备操作原理与作业规范、行业标准与安全规范解读、典型病害案例处理与

抢险技术、前言技术与发展趋势等。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铁路工务领域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同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使学生具备解

决复杂铁路工务问题的能力。

舒玉

主讲《铁道工程技术》

舒玉，1995年7月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学院，获学

士学位；2001年3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获工

学硕士学位，任教于土木工程学院道铁工程系。

主讲课程：《铁路路基工程》、《铁道工程》、

《铁道概论》等，主要从事道路与铁道工程教学、

科研和技术服务工作。

主讲《铁道工程智能检测》

主讲《铁路工务工程》

赵振航，男，讲师，工学博士，目前从事轨道结构

及轨道动力学；轨道结构减振降噪；轨道结构服役

状态检测、监测技术等方面研究。讲授《铁道工

程》、《铁路轨道工程》、《铁路路基工程》等课

程。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河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企业课题10余

项；发表SCI/EI检索期刊论文10余篇。

严战友，男，副教授，工学博士，主要研究：车-桥耦合动力学、

桥梁非线性力学、复杂状态路面非线性力学、铁路桥梁动力学、

复杂状态结构力学演化行为等。讲授《铁道工程》等本科生/研

究生课程。主持/参与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纵向项目20多项、

横向课题30多项等，发表SCI/EI等论文30余篇，其中第一作

者/通讯作者发表SCI检索论文20多篇；获河北省科技进步奖、中

国公路学会科技奖多项奖励。多次评为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

2020年，获得河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编

写《山区高速公路施工安全》丛书。

主讲《铁道智能运维装备》

李向国，男，1973年3月生，河北藁城人，教授，工学博士，国家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专业：铁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

路工程）和监理工程师。主持及主研各类教学和科研项目40余项，先后承担秦沈客运专线、京广既有线提速改造、京沪高速

铁路、京（石）武铁路客运专线、武广铁路客运专线、朔黄重载铁路、京沈高速铁路、京张高速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科技攻

关任务；参与主编了3部铁道行业标准；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国际三大检索论文30余篇；公开出版了10余部教材与

著作，其中，主编的《高速铁路技术》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国家级教材，主编的《高速铁路》（高职）为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做为课程负责人的课程《铁道概论》为河北省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主讲《铁路工程管理与实务》

1-2年

开课单位

        土木工程学院成立于2001年，由原交通工程系和建筑工程系合并而成。源于1950年建校初期开设的铁路桥梁、线路专业，

1961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经过70多年的发展和数代人的努力，现已发展成为石家庄铁道大学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学院。

欢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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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航 严战友

李向国

     目前，学院设有8个系、5个教研室、11个研究所和1个实验中心。现有土木工程、测绘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铁

道工程、智能建造、碳储科学与工程7个本科专业，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土木水利类专业学位博士授权点,6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1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项目，3个河北省重点学科。拥有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建有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央企与学校共建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

中心，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210余人，其中正高职称48人，副高职称8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39人，博士生导师41人，硕士生导

师127人。有国家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工程人选、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专家、青年长江学者、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欧盟“玛丽•居里学者”、河北省高端人才、省管优秀专家、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省三三三人才60余人次。有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河北省教学名师、教书育人楷模、“千名好支书”10余人次。在校本科生3700余

人，研究生1000余人。

    学院办学实力雄厚，成绩显著。土木工程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土木工程和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为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土木工程专业2001年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土木工程专业评估，2007和2012年分别通过第二、三次评估，2011年获批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2016年被河北省列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2017年通过了工程教育专业评估(认证)，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列B+类，进入全

国前20%，2019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工程科学学科晋升ESI全球前1%。2021年土木工程教师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2022年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拥有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成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们，省级精品课程14门；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出版专著及专业教材40多部。

    学院坚持学、研、产相结合，积极参与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为铁路、公路等重大工程项目提供技术支持。近年来，学院共

承担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铁道部和河北省等各类科研项目数百项，总经费达2亿多元，为国家、

行业和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50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发表学术论

文1000余篇，其中500余篇被SCI和EI收录。

     回首过去，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与积淀，土木工程学院秉承“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精心育人、志在四方”的优良校风，形成

了“土实木华，格物致知”的院训，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书写了辉煌篇章。展望未来，学院将继续立足行业背景和地方特色，励精图治、

开拓创新，为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特色高水平学院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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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工程智能检测”课程依据现行铁路工程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和运维要求，系统

阐述铁道工程线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智能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使学生

掌握铁道工程线、桥、隧等基础设施的检测方法、检测原理、检测系统构成和应用场

景等知识，培养适应铁道工程智能化设计、施工和运维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

    �“铁道智能运维装备”课程由铁道大型机械运维装备、轨道检测小型装备与轨道智能

运维新技术的应用三部分组成。其中铁道大型机械运维装备主要针对不同类型轨检车测

试的内容与原理、大机作业设备等进行详细阐述；轨道检测小型设备主要针对铁路工务

部门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所用到的检测监测设备进行讲解；轨道智能运维新技术应用主要

针对目前人工智能和先进检测设备进行讲解，如轨道隐蔽病害检测设备、基于图像识别

和激光雷达的轨道结构几何行为与轨道病害检测设备等。本课程旨在使学习者对目前轨

道交通在运维阶段采用的装备进行详细的了解，明确目前铁道运维阶段存在的难点和痛

点，引导学生提升新技术在轨道运维中的创新思维，为从事铁道行业运维、智能运维设

备研发奠定基础。

      “铁路工程管理与实务”课程由铁路工程技术、铁路工程相关法规与标准、铁路工

程项目管理实务三部分组成。课程遵循“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工程实践内容为主导”

的指导思想，坚持“模块化与系统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操性相结合，指导性与实用

性相结合，一致性与特色化相结合”的原则，突出了铁路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的专业

特点，旨在使学习者对整个铁路工程管理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和认识，引导其提升相应

理论水平和铁路工程实际管理能力，为将来从事铁路工程项目管理奠定扎实的基础，

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适应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李杨

李杨，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曾任职

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具有一线设计研究经验。目前从

事轨道损伤机理、轨道智能运维、轨道结构优化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主持与无砟轨道运维相关的纵向课题4项，作为主要研究人

员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河北省自然科学

基金等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过程考核+期末考试

过程考核+期末考试

李老师 15127118270

                 李老师  15127118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