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科目大纲 
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土木工程学院 085900 土木水利 f129 土木工程综合 

 

一、考试内容 

 

第一章  绪论 

1．识记： 

（1）土木工程的内涵及其重要性（★重点掌握） 

土木工程是指建造各类工程设施的科学技术的总称。它既指所应

用的材料、设备和所进行的勘测、设计、施工、保养维修的等技术活

动；也指工程建设的对象，即建造在地上或地下、陆上或水中、直接

或间接为人类生活、生产、军事、科学研究服务的各种工程设施。 

土木工程的范围：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公路与道路市政工程，铁

道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机场工程，地下工程，给排水工程，

港口，码头工程。 

（2）土木工程的发展  

1）土木工程材料向多功能和智能化发展 

2）土木工程项目趋于大型化、全、新，并向太空海洋荒漠发展 

3）土木工程设计规划科学化、自动化，施工精细化、工厂化。 

2．领会： 

（1）土木工程基本属性（★重点掌握） 

1）综合性 

2）社会性 

3）实践性 

4）技术上、经济上和建筑艺术上的统一性 

（2）现代土木工程的特点 

1）土木工程功能化 

2）城市建设立体化 

3）交通运输高速化 

第二章  土木工程主要类型 

1．识记： 

（1）土木工程的主要类型（★重点掌握） 

建筑工程、桥梁工程、公路与道路工程、铁路工程、隧道工程、

水利工程、港口城、海洋工程、给水及排水工程和环境工程等。 



（2）钢筋混凝土楼盖按施工方法的分类 

分为现浇整体式楼盖和装配式楼盖。 

（3）地下工程设施的分类：住宅设施、城市设施、生产设施、交通

设施、贮藏设施、防灾，人防设施、军事设施 

（4）道路平、纵线形组合设计（★重点掌握） 

是指在满足汽车运动学和力学要求的前提下，研究如何满足视觉

和心理方面的连续、舒适、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和良好的排水条件。 

2．领会： 

（1）房屋工程的分类（★重点掌握） 

房屋工程按其层数分，有单层、多层、高层、超高层。 

房屋工程按其材料分，则有砌体结构的、木结构的、混凝土结

构的、钢结构和混合结构的。   

（2）桥梁工程的不同类别和结构形式（★重点掌握） 

板梁桥、刚架桥、拱桥、桁架桥和桁架拱、索桥 

（3）板梁桥的几种常见截面形式 

钢筋混凝土简支板桥、板梁式体系、箱形截面桥 

3．简单应用： 

（1）房屋的构造组成（★重点掌握） 

房屋工程的构造组成：它主要由基础、墙或柱、楼板、楼地面、

楼梯、屋顶、隔墙、门窗等部分组成。   

（2）多层及高层建筑的结构形式（★重点掌握） 

砌体结构、框架体系、剪力墙体系、内芯与外伸体系、筒式体

系、混合体系。 

（3）桥梁墩台的概念及作用（★重点掌握） 

桥梁结构的支承，在两端的称为桥台，中间的称为桥墩。桥台的

作用是将荷载传递给地基基础，使桥梁与路基相连，并承受桥头填土

的水平土压力。桥墩连接相邻两孔桥跨结构，除了要承受桥面上的荷

载，还要承受水流压力乃至船只的撞击力。 

（4）路面结构层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重点掌握） 

路面结构层分为面层、基层、底层和垫层。各层作用不同。面层

由承重层、磨耗层和保护层组成。承重层主要承受车辆的垂直荷载，

是面层中的主要部分；磨耗层承受车轮的水平力和吸附力，同时也受

到气温、湿度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保护层的主要作用是保护磨耗层，

延长磨耗层使用寿命。 基层主要承受由面层传来的车轮荷载将它分



布到下面的层次上，能起到减少面层厚度的作用，一般用碎石、砾

石、石灰土或各种工业废渣修筑。垫层是在路基排水不良或有冻胀翻

浆的路段上设置。 垫层一方面起着排水、 蓄水、防冻、防热和稳定

土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协助基层或基底层分布上层传来的车轮 

荷载，可用片石、手摆块石、砂、砾石等修筑。 

（5）路面按荷载作用下的工作特性分类 

柔性路面、刚性路面和半刚性路面 

4．综合应用： 

（1）单向板与双向板的区别及荷载传递途径 （★重点掌握） 

两对边支承的板为单向板。四边支承的板，当板的长边与短边长度之

比大于 2 的板，在荷载作用下板短跨方向弯矩远远大于板长跨方向的

弯矩，可以认为板仅在短跨方向有弯矩存在并产生挠度，这种板称为

单向板。在荷载作用下双向弯曲的板称为双向板。当为四边支承时，

板的长边与短边之比小于或等于 2，在荷载作用下板长、短跨方向弯

矩均较大，均不可忽略，这种板称为双向板。 

（2）单层装配式钢筋混凝土厂房的组成（★重点掌握） 

屋面板，天沟板，屋面梁或屋架，屋盖支撑，有时还有天窗架

和屋架等及柱和连系梁及柱间支撑。四周砖墙和挂墙板是维护结构。

此外还有山墙、抗风柱、基础和基础梁等。 

第三章  土木工程材料 

1．识记： 

（1）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定义（★重点掌握） 

按标准方法制作的边长为 150mm 的立方体试件，在标准养护条件

下（温度 20±3℃、相对湿度在 95%以上），养护至 28 天龄期，以标准

方法测试，计算得到的抗压强度值称为混凝土标准立方体抗压强度。

简称为混凝土抗压强度。 

（2）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质 

含水率、木材含水状态（湿材、纤维饱和状态、气干以及全干等）、

强度（抗压、抗拉、抗弯、抗剪） 

2．领会： 

（1）土木工程中的常用材料（★重点掌握） 

石材、砖、瓦、砌块、胶凝材料、砂浆、沥青、沥青拌和料、钢材、

钢筋混凝土、木材。 



（2）烧结砖按孔洞率的分类（★重点掌握） 

粘土砖、多孔砖和空心砖   

（3）常用水泥的品种 

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

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 

（4）钢筋混凝土工程及钢结构工程常用钢材种类（★重点掌握） 

钢筋混凝土工程常用钢材种类：热轧钢筋，冷加工钢筋，热处理

钢筋，钢丝等； 

钢结构工程常用钢材种类：热轧型钢，冷弯薄壁型钢，钢板、压

型钢板。 

（5）沥青拌合料的组成材料及技术性质 

沥青拌和料是指矿料（如碎石、石屑、砂和矿粉等）与沥青拌和

而成的混合物。 

（6）普通混凝土的组成材料（★重点掌握） 

水泥、集料（砂、石）、混凝土用水、外加剂 

3．综合应用： 

（1）钢材的主要技术性能（★重点掌握） 

力学性能：抗拉性能、冲击韧度、硬度、抗疲劳性 

工艺性能：冷弯性能、焊接性能 

（2）混凝土的主要技术指标（★重点掌握） 

和易性（流动性、粘聚性、保水性）、强度（抗压强度、抗拉强

度）、耐久性（抗渗性、抗冻性、抗侵蚀性、碳化） 

（3）钢筋混凝土材料的优缺点（★重点掌握） 

优点：合理发挥材料的性能、耐久性好、耐火性好、整体性好、就地

取材、灵活性大。 

缺点：自重大、抗裂性差、保温效果差、施工受气候条件限制、修复

困难。 

（4）预应力钢筋混凝土与普通钢筋混凝土相比的优势（★重点掌

握） 

１）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混凝土的强度等级要高，钢筋的强度也要

高；普通混凝土结构中采用高强材料不能充分应用。  

２）预应力程度较高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性能如同均质弹性材 。而

普通钢筋混凝土在使用荷载作用下的性能是非线性的。  

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刚度大，挠度小，裂缝宽度小。  



４） 一旦预应力被克服后，预应力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结构就没有

本质上的不同，因而正截面承载力是一样的； 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斜

截面抗剪强度高于普通混凝土，因而预应力混凝土梁的腹板可做得较

薄，大大减轻了自重。 

第四章  土木工程荷载 

1．识记： 

（1）可变荷载及永久荷载的包含范围（★重点掌握） 

可变荷载：楼面活荷载、屋面活载和积灰荷载、吊车荷载、风荷载、

雪荷载等。 

永久荷载：结构自重、土压力、预应力等。 

（2）吊车荷载的种类 

吊车纵向水平荷载、吊车横向水平荷载 

2．领会： 

（1）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的含义及区别（★重点掌握） 

直接作用：指直接作用在结构上的外力 

间接作用：指能够使结构产生效应的各种非直接作用因素。 

区别：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称为作用——直接作用 

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原因——间接作用 

（2）荷载按其随时间变异性和出现可能性的分类（★重点掌握） 

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及偶然荷载。 

（3）常见的几种荷载代表值 

标准值、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 

3．简单应用： 

（1）荷载标准值的含义 

荷载标准值是指结构在其使用期间，在正常情况下可能出现的

最大荷载值。 

（2）荷载效应的具体含义 

荷载作用于结构上或构件上使结构或构件产生变形或内力就是

荷载的效应。  

（3）强度和刚度的含义（★重点掌握） 

结构构件抵抗变形的能力称为刚度。 

结构构件抵抗破坏的能力称为强度。 

4．综合应用： 



（1）杆件受拉或受压的破坏形式（★重点掌握） 

受拉：拉断，强度破坏 

受压：压屈，失稳破坏 

第五章 土木工程建设 

1．识记： 

（1）建设项目和建设程序的概念（★重点掌握） 

   建设项目是指按照一个设计任务书，按一个总体进行施工，由若

干个单项工程组成，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行政上具有独立的组织形

式的基本建设单位。 

建设程序是指建设项目在整个建设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

先后次序，包括项目的设想、选择、评估、决策、设计、施工以及竣

工验收、投入生产等的先后顺序。 

（2）土木工程的建设程序（★重点掌握）：立项、报建，可行性研

究，选择建设地点，编制勘察设计任务书、测量地形、勘察地质水

文、编制设计文件、组织施工，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环节。 

（3）建设程序内容（★重点掌握） 

1）项目建设书阶段；2）可行性研究阶段；3）设计阶段；4）建设准

备阶段；5）建设阶段；6）竣工验收阶段 

2．领会： 

（1）立项报建主要内容：说明工程项目的目的、必要性和依据，拟

建规模和建设的设想，建设条件及可能性的初步分析，投资估算和资

金筹措，项目的进度安排，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估计等。 

（2）施工准备工作（★重点掌握） 

施工前为了保正整个工程能按计划顺利施工，在事先必须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 

（3）技术准备的主要工作 

1）熟悉审查施工图纸和有关设计资料 

2)做好工程所在地的自然条件、技术经济条件的调查分析 

3)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施工预算，这是施工贮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3．简单应用： 

（1）土木工程设计的内容（★重点掌握） 

1）总体设计 

2）专业设计 



3）结构专业设计 

4)设备设计 

5）概（预）算 

（2）设计的要求 

1）满足功能要求 

2）采用合理的技术措施 

3）具有良好的经济效果 

4）考虑美观要求 

5）符合总体规划要求 

（4）施工的程序 

1）落实施工任务，签订施工合同 

2)统筹安排、做好施工规划 

3)做好施工准备工作，提出开工报告 

4)组织全面施工，加强现场管理 

5)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3．综合运用： 

（1）基本建设程序的步骤和内容（★重点掌握） 

（一）项目建议书阶段,其内容： 

1）建设项目提出的必要性和依据； 

2）产品方案、市场预测、拟建规模和建设地点的初步设想； 

3）资源情况、建设条件、协作关系和技术、设备可能的引进国别、

厂商的初步分析； 

4）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设想，包括偿还贷款能力的大体测算； 

5）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的初步估算。  

（二）可行性研究阶段，其内容： 

1）根据经济预测、市场预测确定的建设规模和产品方案。 

2）资源、原材料、燃料、动力、供水和运输条件。 

3）建设条件和地址方案。 

4）技术工艺、主要设备选型和相应的技术经济指标。 

5）主要单项工程公用辅助设施、配套工程。 

6）环境保护、城市规划、防震、防洪等要求和采取的相应措施方

案。 

7）企业组织、劳动定员和管理制度。 

8）建设进度和工期。 



9）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10）项目的经济评价，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设计工作阶段，包括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四）建设准备阶段，其内容： 

1）征地、拆迁和场地平整。 

2）完成施工用水、电、路等工程。 

3）准备设备、材料订货。 

4）准备必要的施工图样。 

5）组织施工招标投标，择优选定施工单位。 

6）建立项目管理班子，调集施工力量。 

7）招聘并培训人员 

8）材料、构件、半成品的订货或生产、储备等。 

（五）建设实施阶段 

（六）竣工验收阶段 

（2）建筑设计的程序（★重点掌握） 

（一）设计的准备工作：1）熟悉设计任务书 2）收集必要的设计原始

资料和数据 3）设计前的调查研究 

（二）设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技术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 

第六章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管理 

1．识记： 

施工项目的概念（★重点掌握） 

项目是一组有起止时间的、相互协调的受控活动组成的独特过

程，该过程要达到符合包括时间、成本和资源的约束条件在内的规定

要求的目标。 

2．领会： 

（1）建设项目的基本特征 

1)在一个总体设计或初步设计范围内，由一个或若干个互相有内在联

系的单项工程所组成，建设中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2)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以形成固定资产为特定目标。 

3)需要遵循必要的建设程序和特定的建设过程。 

4)按照特定的任务，具有一次性特点的组织形式。 

5)具有投资限额标准。 

（2）施工项目的特征 



(1)它是建设项目或其中的单项工程或单位工程的施工任务。 

(2)它作为一个管理整体，是以建筑施工企业为管理主体的。 

(3)该任务的范围是由工程承包合同界定的。但只有单位工程、单项

工程和建设项目的施工才谈得上是项目，因为其可形成建筑施工企业

的产品。分部、分项工程不是完整的产品，因此也不能称作“项

目”。 

（4）产品具有多样性、固定性、体积庞大的特点。 

3．简单应用： 

（1）项目的特征 

1）独特性 

2）具有明确的目标和一定的约束条件 

3）具有独特的生命周期 

4）作为管理对象的整体性 

5）不可逆性 

（2）施工项目管理的概念（★重点掌握） 

是建筑企业运用系统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对施工项目进行的计

划、组织、监督、 控制、协调等全过程、全面的管理 。  

（3）施工项目管理的内容与方法 

内容： 

1）建立施工项目管理组织 

2）编制施工项目管理规划 

3）进行施工项目的目标控制 

4）对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动态管理 

5）施工项目的合同管理 

6）施工项目的信息管理 

方法：1）施工企业项目管理的基本方法是“目标管理方法”。 

2）网络计划方法是进度控制的主要方法 

3）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是质量控制的主要方法 

4）可控责任成本方法是成本控制的主要方法 

5）安全责任制是安全控制的主要方法 

4．综合运用： 

（1）项目管理的特征（★重点掌握） 

1）每个项目的管理都有自己特定的管理程序和管理步骤。 

2）项目管理以项目经理为中心 。 



3）项目管理应使用现代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 。 

4）项目管理过程中应实施动态管理 

第七章 土木工程的发展 

1．识记： 

土木工程面临的新事物： 

1)高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结合 

2)高速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 

3)新型信息经济的产生 

4)生态环境已经遭受严重破坏，必须优先考虑它的平衡 

5)人类生活，工作和分配方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2．领会： 

（1）土木工程的可持续的概念（★重点掌握） 

1)它是一种在环境和生态上自觉的绿色建筑 

2)它是一种具有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整体概念的城市和社

区设计 

3）应用高科技手段解决能源保护与环境问题 

4）使土木工程设计成尽量少的使用可耗尽资源，尽量多的采用可更

新的资源，更有效的利用能源，更大循环的启用合成材料的工程（主

要方向） 

（2）开发地下空间的优缺点： 

优点：有效地解决用地紧张、生存空间拥挤、交通阻塞、基础设施薄

弱、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低噪音、低能耗、防震、防空袭等性能，

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提高总体防灾、抗毁能力。 

缺点：通视性差、自然光线受限、空气自然流通性差、防潮问题多、

造成人的不良心理反应，影响周围设施的安全使用，引发城市地质灾

害，施工中一些加固土体的措施，肯能会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3）智能建筑系统技术包括哪些方面： 

1)办公自动化系统 2)通讯自动化系统 3)建筑管理自动化系统 4)设备

自动化系统 5)空气处理和配送系统 6)照明系统 

（4）建造产品生产方式的变化： 

生产技术变化必然会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通过深化改革，土木工程

建设将最终形成以综合承包企业为龙头，以众多专业化分包为依托，

以单一项目为合作基础的“协力生产体系”；其生产组织结构将向两

极发展，一级是以综合策划，咨询和项目管理为主的知识密集型综合



承包企业，另一极是以生产操作为主的专业技能型分包企业，再加上

以中小型企业形成的专业化劳动公司 

二、参考书目 不指定参考书目，考试范围以本考试大纲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