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交通运输工程概论》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

《交通运输工程概论》是我校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工程学术型硕士、

交通运输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课，属招生学校自行命题性质。

其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

录取者具有扎实的交通运输工程基础知识和较好的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

录取时择优选拔。考试对象为参加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答题时间：180分钟；

3．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分；

4．试题类型：选择题、判断改错题、计算题、分析题；

5．试卷结构及试题比例：

试题类型 选择题 判断改错题 计算题 分析论述题 四大题型

百分比 20% 20% 40% 20% 100%

三、参考书目

《交通运输工程导论》(第 3版), 顾保南，赵鸿铎编著,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社，2014

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一）运输和交通运输系统

1. 运输和交通的定义及作用

掌握交通、运输等重要概念；理解交通运输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作用和影

响。

2. 交通运输系统的组成、特点和发展趋势

掌握交通运输系统的组成部分、类型和性能评价指标，掌握各类交通运输系

统的性能特点，能比较其优劣，熟悉我国各类交通运输系统尤其是水路、公路和

管道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3.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定义、发展特点



掌握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概念、性质、作用、组成结构和特点，熟悉我国综

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现状、发展方向和未来趋势。

（二）载运工具的运行特性

1.载运工具的类型

掌握载运工具的分类、性能评价指标及合适载运工具的选择依据。

2.水上载运工具

掌握水上载运工具的类型，掌握油船、散装船、集装箱船、滚装船、客船和

客货船、内河货船等各类船舶的特点及用途，掌握船舶的主要尺寸和吨位特性。

3.道路载运工具

掌握道路载运工具的类型划分、功率特点、质量-功率比与车辆性能的关系、

车辆性能影响因素、车辆运行费用的组成。

4.轨道载运工具

熟悉轨道载运工具的不同应用类型、特点、差异及适用范围，熟悉轨道车辆

类型和基本组成。

5.空中载运工具

掌握空中载运工具的类型（按运输类型、航程距离及动力类型）、尺寸参数、

巡航速度和航程含义。

（三）交通流的特性

1.交通流基本概念

掌握交通流的概念、由来、分类、特性及研究意义。

2.稳态交通流三要素和通行能力分析

掌握表征稳态交通流的三要素及原因，掌握速度的定义、类型、统计分布特

性，掌握交通量的定义、计算方法、类型、时间和空间分布特性、调查统计方法，

掌握交通密度的定义、交通密度的计算方法及车道占用率含义与计算，掌握交通

量、速度与交通密度的关系，掌握通行能力的定义、分类及计算方法。

3.排队、延误和服务水平分析

掌握交通运输系统延误的定义、类别及形成原因，掌握排队论原理与分析方

法，掌握排队系统的类型、影响因素、排队规则、排队模型，能用图解法解释排

队过程，能熟练计算平均排队长度和等待时间，掌握服务水平的定义，掌握交通



量与服务水平、交通量与延误的关系，掌握交通流三种状况区间的划分及其与我

国公路服务水平等级的关系。

（四）交通运输工程规划

1.交通运输工程规划基本概念

掌握交通运输工程规划的定义、重要性、分类，掌握交通运输网络规划、场

站规划和设施规划的主要内容，掌握交通运输工程规划的特点、方法和步骤，掌

握不同运输方式规划的差异及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特点、方法。

2.交通运输需求分析

掌握交通运输需求的含义、实现条件、内容、基本特征、影响因素，掌握交

通运输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供给平衡、需求模型、需求弹性、需求预测

方法。

3.规划方案的评价

掌握规划方案评价的含义、财务评价与国民经济评价的区别、交通运输项目

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的区别、交通运输项目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区别、影子价

格的概念与用途、净现值评价和内部收益率评价的比较、综合评价的实施过程。

（五）轨道工程

1.轨道工程基本概念

掌握轨道交通系统的类型（按服务范围和行车速度）、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

及现代铁路发展方向。

2.轨道工程设计

掌握轨道工程的基本设计准则，包括设计行车速度、线路等级、设计运量、

正线数目等。

3.路基、轨道和场站

掌握轨道的类型和作用，掌握轨道站场的类型（按运输对象和技术作业特征）。

（六）港口工程

1.港口工程基本概念

熟悉港口的地位、发展历史、主要功能，掌握港口的概念、类型，掌握航道

对港航的作用，掌握港口运输作业系统的组成及主要设施，掌握影响港口发展的

关键因素及现代港口发展趋势。



2.港口水域设施

掌握港口水域的含义和应满足的条件，掌握航道的定义、分类及内河航道等

级划分标准，掌握单双向航道宽度计算方法，熟悉数字航道的定义与作用，掌握

港口水深的定义、计算方法，掌握锚地的含义、主要设施、位置要求、所需水域

面积，掌握回旋水域的定义及要求，掌握港池的定义、分类，掌握防波堤的定义、

作用及类型。

3.码头

掌握码头的定义、分类，掌握码头平面布置形式的特点及其比较，掌握码头

横向布置形式的特点及其适用范围，掌握码头岸壁结构形式码头的特点及其适用

范围，掌握码头岸线长度的确定方法，掌握泊位数计算方法、最优泊位数确定方

法、泊位长度计算方法。

4.港口陆域作业区

掌握港口陆域作业区的构成与划分，码头前沿作业地带的布局要求，了解不

同专业码头装卸货物类型及对应的装卸工艺，掌握多用途码头的特点、库场布置

形式及库场面积计算方法，掌握集装箱运输的特点、集装箱码头的平面布置要求、

堆场面积计算方法及装卸工艺特点，掌握港口铁路的基本组成、港口铁路集疏运

系统的运作过程及码头装卸线的布置形式。

（七）道路工程

1.道路分级和设计标准

掌握道路的概念、分类、分级，掌握城市道路等级分级标准，熟悉设计行车

速度、设计车辆、设计交通量、出入口控制及安全性等道路设计标准。

2. 道路路线设计

掌握道路路线设计的含义和内容、各类平面线型的特点，掌握行车视距的含

义、类型和各级公路的要求，掌握公路横断面的基本组成及城市道路横断面的基

本形式，掌握道路平面和立体交叉的概念、类型。

3.路面、路基、桥涵

掌握路面和路基的作用，路面的使用性能要求，能正确区分桥梁和涵洞。

（八）机场工程

1.机场工程基本概念



掌握机场的概念与类型、机场工程规划与设计的内容，熟悉机场系统的组成、

各部分的作用及机场业务运行基本流程，掌握跑道通过能力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2.航站楼布局

掌握航站区布局规划和设计的目的、出入机场交通方式及其比较。

（九）交通运输组织、管理与控制

1.水路交通控制与管理

熟悉水路交通控制与管理的作用及设施类型，掌握助航标志的主要功能及类

型、沿海和内河航标设置特点，熟悉浮动航标及固定航标的作用及类型，掌握港

口航道、内河等复杂航道的进出管制，掌握船闸通航的基本原理及我国主要船闸

枢纽的控制与管理方式与原理。

2.道路交通控制与管理

掌握道路交通管理的含义、对象及主要内容，掌握交通控制设施的作用、类

型及设计设置原则，掌握交通标志、路面标线、交通信号、交通隔离设施的类型、

作用及区别，掌握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含义、线系统和面系统的含义、线系统的

类型，掌握交通监控系统的作用及组成。

3.综合交通运输组织与管理

掌握综合交通运输组织与管理的含义、对象及主要内容，掌握综合立体交通

网络、综合交通枢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综合客运枢纽系统、综合货运枢纽系

统等的含义及区别，掌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含义及要求，掌握货物多式联运、

旅客联程运输的含义、组织过程及优化方法，掌握交通运输网络及国际物流供应

链韧性的含义及优化提升原理，掌握综合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原理与协调组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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