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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筑材料

10.1材料科学与物质结构

材料的组成：化学组成、矿物组成、相组成。

材料的结构：宏观结构、细观结构、微观结构。

材料组成、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材料的组成对材料性质的影响、材料的结构对材

料

性质的影响。

材料的物理性质：密度、表观密度、视密度、堆积密度、孔隙率、空隙率、亲水

性、

憎水性、吸水性、吸湿性、耐水性、导热性。

材料的力学性质：强度、变形性能、脆性、韧性、硬度。

材料的耐久性：抗渗性、抗冻性、耐磨性、耐蚀性、耐老化性。

10.2材料的性能与应用

气硬性胶凝材料：石灰的熟化、硬化、技术性质和应用，石膏的水化、技术性质

和

应用。



水硬性胶凝材料：水泥的组成、水化与硬化、性能与应用。

混凝土：原材料技术要求，拌合物的性能及影响因素，强度与变形性能，耐久性

—

—抗渗性、抗冻性、抗侵蚀性，碳化，碱骨料反应，抗氯离子渗透性，混凝土外

加

剂，配合比设计，质量控制，新型和专用混凝土。

沥青及沥青混合料：沥青及改性沥青的组成、技术性质和应用，沥青混合料组成

材

料的技术要求、沥青混合料的技术性质与配合比设计。

建筑钢材：组成、组织与性能的关系，加工处理及其对钢材性能的影响、建筑钢

材

的种类与应用。

砂、土、石：组成、性能与应用。

高分子材料：土工合成材料的种类、性能与应用，高分子灌浆材料的种类与应用，

纤维的种类与应用，涂料种类与应用。

11 结构力学

11.1 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

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律及其应用。

11.2 静定结构受力分析与特性



静定结构受力分析方法，反力、内力的计算与内力图分析，静定结构特性及其应

用。

11.3 静定结构的位移

广义力与广义位移、虚功原理、单位荷载法、荷载下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图乘法、

支座位移和温度变化引起的位移、互等定理及其应用。

11.4 超静定结构受力分析及特性

超静定次数、力法基本体系、力法方程及其意义、等截面直杆刚度方程、位移法

基

本未知量、基本体系基本方程及其意义，等截面直杆的转动刚度、力矩分配系数

与

传递系数、单结点的力矩分配、对称性利

用、超静定结构特性。

11.5 影响线及应用

影响线，简支梁、静定多跨梁反力及内力影响线、连续梁影响线形状、影响线应

用、

最不利荷载位置。

11.6 结构动力特性与动力反应

单自由度体系、自振周期、频率、振幅与最大动内力、简谐荷载作用下简单结构

的

动力计算、阻尼对振动的影响。



12工程流体力学

12.1运动学

描述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欧拉(Euler)法和拉格朗日(Lagrange)法。

连续性方程、流量、过水断面和平均流速。

平面流动和流函数。

流体微团运动——平移、线变形、角变形和旋转。

无旋运动和速度势。

平面势流基本解 ——均流、源（汇）和偶极子以及圆柱绕流问题。

12.2理想流体动力学基础

欧拉(Euler)运动微分方程及其不同条件下积分：伯努利（Bernoulli）积分和拉格

朗日(Lagrange)积分。

伯努利（Bernoulli）方程应用和总水头。

动量方程及其应用。

12.3线性小振幅波浪理论

势波的控制方程和线性化的边界条件。

有限水深行进波运动规律和压强分布。

无限水深行进波运动规律和压强分布。

波的叠加——立波。

波的破碎。

作用于直墙上的波压力。



作用于孤立小尺度桩柱和大尺度桩柱的波压力。

12.4黏性流体动力学

黏性流体的应力和压强。

用黏性应力表示的运动微分方程。

纳维—斯托克斯(N—S)黏性流体运动方程及其平行板间流动、圆管中流动的精确

解。

12.5明渠水流

明渠水流非恒定渐变流基本方程。

明渠恒定均匀流。

急流、缓流和临界水深的有关内容。

水跃、跌水和共轭水深的有关内容。

12.6泥沙运动

泥沙物理性质。

泥沙沉降和泥沙起动。

推移质和悬移质的特性与运动规律。

13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13.1土的物理性质及工程分类

土的生成及组成。

土的三相量比例指标。

土的物理状态、土的工程分类。



13.2土中应力

自重应力、基底压力、地基中的附加应力。

13.3地基变形

土的压缩性、土的应力历史与固结状态、基础最终沉降量计算、地基变形与时间

的

关系。

13.4土的抗剪强度

土的抗剪强度理论。

抗剪强度的测定方法、抗剪强度指标的选择及应用。

13.5土压力

土压力的类型，影响土压力性质、大小及分布的因素。

库伦土压力理论。

朗肯土压力理论。

减小主动土压力的措施。

13.6土坡稳定

土坡失稳的机理，滑动面的形式。

土坡稳定计算——简单条分法与简化毕肖普法、复合滑动面的计算法。

考虑渗流力的计算方法。

13.7地基承载力



地基破坏的过程，地基破坏形式，临塑荷载、临界荷载、极限荷载容许承载力、

地

基承载力计算，影响地基承载力的因素。

13.8地基勘察

勘察阶段的划分及工作内容。

钻探方法、土样采取要求和方法。

常用原位测试方法：标准贯入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动力触探

试

验、载荷试验和旁压试验。

土工试验的常规项目、主要试验指标的分析。

勘察成果在设计中的应用。

13.9土的动力性质

地震与震害。

饱和砂土的振动液化、土的动力性能指标及测定。

土体动力计算的拟静力方法。

13.10桩基

桩的类型。

单桩轴向承载力和单桩水平承载力、桩的负摩擦力。

13.11地基处理

地基处理的原则。



地基处理方法：垫层法、排水固结法、强夯法、振冲法、深层水泥搅拌法、地基

处

理方法的选择。

14 港口与航道工程测量与地质

14.1 测量

测量工作规程。

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

14.2控制测量

平面控制网的布设形式、等级及技术要求。

高程控制网的布设形式、等级及技术要求。

单导线的布设形式、等级及技术要求。

14.3地形图的测绘和应用

地物地形图和等高线地形图测绘。

地形图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14.4水深图的测绘及应用

水位观测和计算方法。

测深断面和测深点的布设。

水深图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14.5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分类、特性和评定精度标准。



误差传播定律。

14.6变形测量

沉降观测、水平位移观测和倾斜观测的常用方法。

测点的布设和观测数据的处理方法。

14.7施工放样测量

施工控制网的布设形式。

水平距离、水平角、高程的测设方法。

14.8 矿物及岩石

矿物基本的物理性质，光泽、颜色、硬度、解理、断口的鉴别。

岩浆岩的成因与产状、结构、构造和分类，主要岩浆岩的特征，其结构与构造的

区

别。

沉积岩的形成、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分类，主要沉积岩的特征，沉积岩的结

构

特征及其与命名间的关系。

变质岩的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分类，主要变质岩的特征，变质岩的构造特征

及

其与命名间的关系。

结构面、软弱夹层，结构面的成因类型和特征，岩体的结构类型。

14.9地质构造



地壳运动和基本类型，地层、地层年代及其确定方法。

岩层产状及其表示方法。

褶皱的基本形态、褶曲要素、褶皱的形态分类、褶皱构造的识别。

构造节理的分类、剪切节理和张节理的特征、节理密度、裂隙率、节理统计图。

断层构造、几何要素、基本类型和特征、野外识别。

活断层判别标志。

地质图的阅读分析，地质图中地质构造的识别，地质剖面图的绘制方法。

14.10地下水

地下水分类，透水层、含水层、隔水层的划分。

地下水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地下水的补给、径流与排泄，地下水对工程的影响。

14.11不良地质现象的工程地质问题

河流的侵蚀、搬运与沉积作用，形成的河流阶地类型。

海洋、湖泊地质作用及其形成的地貌。

岩石风化作用的类型，影响岩石风化作用的因素，岩石风化程度的划分及工程地

质

性质。

岩溶作用的基本条件，岩溶地貌类型及岩溶区对工程的影响。

边坡变形与破坏的类型，滑坡的形态特征及分类，崩塌、滑坡的成因。

地震地质基本特征，地震场地效应。



15 工程水文学

15.1 水文循环和水量平衡

15.2河川

河流的分段、流域的划分等。

径流形成的基本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降雨的类型及表示方法。

区域面平均雨量的计算方法。

15.3水文测验

水文测站的布设原则。

水文测站的种类及其用途。

水位、流量及泥沙观测的基本方法。

15.4设计洪水计算

洪水及其基本要素。

洪水的设计标准。

设计洪水计算的基本途径。

流量序列插补延长的基本方法。

由流量资料推求设计洪水的基本步骤。

统计参数及其对频率曲线的影响。

经验频率曲线及理论频率曲线的特点。

洪水特大值处理的意义和方法。



通航设计保证率。

最高通航设计水位及最低通航设计水位的计算方法。

15.5年径流的分析计算

年径流的基本特点。

设计保证率。

年径流序列插补延长的基本方法。

设计年径流计算。

15.6海水及海洋地形

海水温度、盐度和密度。

组成海洋地形的海岸带、大陆边缘和海洋盆地。

海陆形成的板块学说。

15.7风

海平面气压场、风速和风向。

海面风速计算和波浪推算标准风速的转换。

大气环流模式、行星风带。

我国主要风系、台风气压和风速。

风玫瑰：常风向、强风向。

最大风速的长期概率密度函数分布规律，理论P—Ⅲ应用，设计风速和基本风压。

15.8波

不规则波（随机波）观测资料统计分析，波浪玫瑰图。



随机波浪要素的统计特征。

海浪谱、谱与波要素之关系。

由风场推算波要素：三分图。

波浪要素的理论分布函数及统计规律、理论极值I型应用、设计波高。

15.9潮

潮汐成因、潮要素及类型。

基准面和工程特征潮位、设计潮位标准及推算、理论极值 I 型应用。

15.10流

海流运动方程。

近岸海流主要类型：潮流、漂流、波浪流。

海流观测、潮流和余流的分离、流速的确定、海流图、理想海洋环流模式。

16混凝土结构与钢结构

16.1 材料的力学性能

钢筋的类别及力学特性。

混凝土的强度与变形及其影响因素。

钢筋与混凝土共同工作的基础。

16.2 混凝土结构基本计算原则

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所采用的计算方法。

混凝土结构的两种极限状态。

作用（荷载）的分类及标准值、设计值。



16.3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三种破坏形态。

单筋、双筋矩形截面承载力计算。

T形截面承载力计算。

16.4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斜截面破坏的主要形态及影响斜截面承载力的主要因素。

有腹筋梁的抗剪性能。

斜截面承载力的计算步骤及主要构造要求。

16.5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压构件的承载力计算

轴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

偏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

受压构件的构造要求。

16.6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冲切和局部受压的承载力

受冲切的承载力计算及构造要求。

局部受压的承载力计算及构造要求。

16.7钢筋混凝土结构抗裂、变形(挠度)和裂缝宽度

抗裂度、裂缝宽度的计算及减小裂缝宽度的构造措施。

受弯构件的变形(挠度)计算。

16.8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预应力混凝土所用的材料及张拉工艺。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抗裂度验算。

16.9钢筋混凝土深梁和迭合式受弯构件

深梁的应力特征。

迭合式受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构造要求。

16.10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16.11钢结构的特点和应用的基本原则

16.12常用结构钢材种类、主要机械性能和选用原则

16.13钢结构轴心受力构件、梁、拉弯和拉压构件的强度、刚度及稳定计算

16.14钢结构的连接：连接方式及计算、连接材料的选用、连接构造要求

16.15钢结构常用防腐措施及适用条件

17 港口与航道工程建筑物

17.1码头型式及其作用

码头组成和分类。

常用码头结构型式及其适用条件。

作用(荷载)的分类、设计极限状态和作用效应组合，作用的代表值及其取值。

码头地面使用荷载。

船舶荷载。



波浪力、水流力和冰荷载。

土压力。

地震作用。

17.2防波堤与护岸

防波堤的类型、特点和适用条件。

防波堤的断面型式。

护坡和海墙的结构型式、特点和适用条件。

17.3修造船水工建筑物

船厂水工建筑物的组成和分类。

机械化滑道的形式。

干船坞的组成和设备。

干船坞主要尺度。

干船坞常用的两种坞门（浮坞门和卧倒门）。

坞室结构布置（坞墙和坞底板）。

17.4河流渠化工程

河流渠化的作用、影响及类型。

渠化枢纽的组成和水工建筑物的等级。

渠化工程规划。

17.5船闸

船闸的组成和类型。



船闸基本尺度和高程。

通过能力和过闸时间。

船闸在渠化枢纽中的布置。

闸室结构形式和闸首结构布置。

作用在船闸上的荷载。

17.6升船机

升船机工作原理。

升船机组成和类型。

18港口与航道工程模型试验

18.1模型相似

模型相似准则。

相似基本定律。

18.2河工模型试验

水流定床模型、动床模型、泥沙模型。

船闸水工模型试验。

航运枢纽总体模型试验。

船模试验。

18.3港口物理模型试验

港口防浪掩护整体试验。

港口建筑物波浪作用模型试验。



船舶系泊试验。

港口建筑物冰作用模型试验。

18.4港口与航道工程结构静力模型试验

18.5数值模拟

内河水流泥沙数值模拟。

潮流、波浪及泥沙数值模拟。

19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和项目管理

19.1土石方工程

土方开挖与运输、土石方填筑、基本爆破方法、水下爆破。

19.2混凝土结构工程

混凝土制备和运输、混凝土浇筑和养护。

预制构件及预制场。

水下混凝土工程。

19.3疏浚与吹填工程

挖泥船种类及其施工方法、疏浚设备选择、疏浚土的处理及吹填工程。

19.4港口与航道建筑物施工

预制桩的制作、吊运和堆存、桩基施工。

基床、围堰、基坑和回填的施工方法。

沉箱预制、下水、浮运和安装。

船闸金属结构安装。



整治建筑物施工。

防波堤与护岸施工。

19.5施工管理

施工管理的任务与内容、施工准备工作。

施工组织设计的任务、作用、分类、编制的内容与要求。

流水施工原理、网络计划技术。

19.6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

BIM 应用策划、应用管理模式、应用内容及协同应用。

19.7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程序、设计阶段的划分及要求。

工程建设市场准入制、建设项目法人制、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制、工程建设监理制、

建

设工程质量责任制、工程建设“代建制”。

19.8工程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的准备工作。

竣工验收的依据、范围、条件、程序和内容。

20 职业法规

20.1我国有关基本建设、港口与航道工程、环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20.2 水运工程设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

基础考试（下）考试题型、内容及分值

本科目考试题型均为单选题，每题 4个选项，共 60题，2分/题，总分 120

分。考试时间为 4小时。考试内容及题量如下：

序号 考试内容 题量（题）

1 建筑材料 4

2 结构力学 6

3 工程流体力学 5

4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7

5 港口与航道工程测量与地质 5

6 工程水文学 6

7 混凝土结构与钢结构 8

8 港口与航道工程建筑物概论 7

9 港口与航道工程模型试验 4

10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与项目管理 4

11 职业法规 4

合计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