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简介

一、专业定位及发展渊源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是适应国家交通科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

化发展需要而产生且快速发展的本科专业，具有交通、信息、控制、

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的鲜明特征，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湖北文理学院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专业面向智能交通领域，培养服务智能道路交

通、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网联汽车等行业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作为学院“交通运输”硕士专业学位点重要支撑专业，本专业依

托“新能源汽车与智慧交通”湖北省高等学校优势特色学科群，践行

“让学生享有更好的教育”和“使学生充分自由全面发展”的办学基

本价值观，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指引，以专业内涵建设为核心，深

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及专业建设改革，积极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特色

发展之路，着力打造一流本科专业，支撑学校创建全国知名、交通特

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综合性大学。

二、专业学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立足“襄十随神”城市群、服务全国，

培养具有忠诚社会主义信念、品德与人文素养优良、知识与实践经历

丰富的，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解决智能交通面临的交通

数据采集与分析、交通管理与控制、智能交通设备研发与应用等实际

问题的本领，拥有创新意识、终身学习和团队协作能力的高素质应用

型技术与管理人才，成长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



毕业5年左右，本专业学生经过继续深造、自主学习和工作锻炼，

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 能在智能交通领域胜任智能交通设备与系统的信息处理与分析、

技术研发与集成、工程咨询与设计、施工管理与养护、运营组织与控

制等方面的工作,成为业务骨干或中高层技术管理人员。

三、专业师资条件

专业目前拥有一支中青结合、学历优势明显的师资队伍。全系教

师11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4人、博士教师10人、具有博士后经历教

师3人。近年来，专业教师承担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其中省部级及

以上项目5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3项、出版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申请和授权专利50余件。

四、专业实践教学条件

本专业高度重视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已与襄阳市十余家交通

相关的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且校内拥有智

能交通仿真与控制、交通数据采集与处理、智能网联交通技术、智能

交通控制与安全等若干专业实验室，购置各类先进教学设备200余套，

总价值超400万。

部分实验设备如下：

（1）智能交通仿真集成实验平台。本平台主要由道路交通模拟

沙盘、沙盘电子设备和基础集成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将道路交通搬到

实验室，解决了交通实验无现场、实验难、实验内容单一的问题。智

能交通仿真集成实验平台应用道路沙盘模型模拟城市道路、高速公



路、交叉口、公交站、停车场和道路标志标线等交通基础，安装路灯、

交通信号灯、车辆检测传感器、摄像头、道闸和信息发布板等交通前

端模拟设备，并应用循迹行驶或模拟驾驶系统车辆组成完备的模拟交

通环境，为交通工程实验提供基础平台。

图 1 智能交通仿真集成实验平台

（2）视频图像检测与应用实验台。本平台能够整合交通视频监

控系统的前端采集设备、传输设备、编码/存储设备、显示/访问终端

以及网络设备。本平台在硬件设计上集成各类接口板和实验操作台，

实现视频监控设计方案常用设备的互联互通；软件设计上开放交通视

频监控开发套件，配备相关实验内容的实验指导书，实现学生在交通

视频监控设备认知、方案实现、系统方案设计与集成和交通图像处理

开发等能力的培养。



图 2 视频图像检测与应用实验台

（3）交通信号控制仿真实验平台。本平台采用工程化设计，实

验内容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了解交通信

号机交通数据采集的工作原理和输出形式，了解交通信号机的硬件结

构和工作流程，通过操作实践，真正掌握交通检测信号接入、信号机

与灯组的连接、信号控制相位设计、各种信号控制方案设计、信号配

时方案输入信号控制机运行、信号控制效果评价、信号机运行故障排

除等技术，能够强烈提升学生对于信号控制相关理论与方法的感性认

识和实际动手能力。



图 3 交通信号控制仿真实验平台

（4）交通系统仿真软件。本专业为满足专业课程仿真实验教学

需求，购置了包括 Vissim、Synchro、mapinfo、城市道路流量调查等

各类仿真与应用软件近十套，可以模拟高速公路、城市道路、道路标

志线、路灯、交通信号灯等交通设施，实现单点交通信号配时、区域

交通配时、实时信号交互、数据管理、交通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案评

价等功能。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利用这些软件开展各类模型创新和仿

真系统应用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对专业理解能力、锻炼学生动手实践

能力。



图 4 交通系统仿真软件

五、学生实践活动成果

专业高度重视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培养，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各类

科创活动，并成立“智能交通创新工作室”，为学生参加交通运输科

技大赛、智能交通创新与创业大赛、智能汽车竞赛、机器人大赛、数

学建模、电子设计大赛等各类学科竞赛提供良好条件。

近三年，本专业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达100余人次，获国家级奖励8

项，省级学科竞赛奖励20余项；申请或授权专利与软件著作权16件，

其中发明专利10件；获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5项，其中国

家级1项、省级2项。



六、未来发展情况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可在交通信息、

设备与控制系统研发与制造单位从事智能交通系统、智能网联交通车



载设备与系统的研发、设计、集成、制造等工作，也可在交通规划与

运营管理单位从事智能交通工程咨询、规划设计、运营管理、设备维

护等方面工作。就业企业除海信、易华录、海康威视、浙江大华、上

海电科等国内智能交通知名企业外，交通规划设计院、公交集团、地

铁运营公司、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物流公司也是很好的选择。近年来，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世界 500 强企业也深度进军智能交通领域，

对同时具备交通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开发能力的人才需求量巨大，为

交控学子开辟了新的就业市场。

另外，毕业生也可继续读研深造，进一步提升能力。由于本专业

课程设置比较交叉融合且合理，可报考的硕士研究生专业非常广泛，

除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智能交通管理与控制、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等交通类专业外，还可报考控制、信息、计算机、电气等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