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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
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大纲

一、水利水电专业知识
1 法规及管理条例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了解水资源管理体制。
掌握水资源规划的分类编制、审批程序，规划间相互关系。
掌握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有关规定。
了解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法律责任。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了解防洪管理体制。
了解规划保留区、规划同意书、占用河道审批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了解蓄洪区的安全建设管理与补偿、救助制度和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制度等有关规定。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了解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所应遵循的原则。
了解国家制定电价的基本原则。
了解制定电力发展规划的依据以及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了解招投标法的适用范围。
了解招投标的要求和规定。

1.5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了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及应当坚持的原则。
了解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资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

进行管理的有关规定。
掌握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的权力和义务。
了解注册土木工程师必备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1.6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了解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
了解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义务。

2 水文、水资源评价
2.1 水文

掌握规划设计所需水文基本资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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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水文要素经验频率、概率线型的基本数理概念以及统计参数、设计值确定的
主要方法。

了解规划设计所需径流、洪水计算的主要技术要求和成果。
了解水位流量关系拟定的基本方法。

2.2 水资源
了解水资源评价的目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
掌握地表水资源量的评价内容和方法。
了解地下水补给量、排泄量和可开采量以及地下水资源量计算方法。
了解河川径流与地下水相互转化关系和水资源总量估算方法。

3 水利水电地质
3.1 工程地质

掌握岩石的基本知识及岩石主要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的定义。
了解断层、软弱结构面的定义、基本分类与特征。
掌握土的工程分类、主要工程特性及其应用。
了解河谷地貌单元及河谷阶地的类型。

3.2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
掌握各勘察设计阶段工程地质勘察的任务和要求。
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对主要勘察方法的技术要求和应用原则。

3.3 区域构造稳定性
了解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常用术语、工作内容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01）。
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对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有关规定。

3.4 水库工程地质
了解水库主要工程地质问题的勘察内容、评价方法。
了解水库运行对水库库岸边坡、滑坡体以及库边建筑物安全的影响。

3.5 水工建筑物工程地质
掌握岩体风化带、卸荷带的划分、岩体结构类型及特征、岩（土）体渗透性分级

和渗透破坏类型。
掌握各类覆盖层的工程地质特性及对渗漏、地基变形和地基稳定的影响。
了解坝（闸）基及拱坝坝肩岩体的主要滑移模式、边界条件及稳定性评价方法。
了解环境水对混凝土腐蚀性的评价标准。

3.6 边坡工程地质
掌握边坡的地质分类、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地形地质因素和稳定

性评价方法。
了解边坡变形破坏类型、特征、破坏机制及其与地质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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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地下洞室工程地质
掌握地下洞室选线（址）对地质条件的要求。
了解常用的围岩分类方法及其适用性，特别是《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50287—99 推荐的分类方法。
3.8 天然建筑材料勘察
掌握各勘察设计阶段天然建筑材料勘察的任务和精度要求。
了解各类天然建筑材料场地分类、勘探布置、取样、试验要求以及

质量评价标准。
3.9 特殊岩土体地质

了解岩溶渗漏可能性的宏观判别和渗漏量估算方法。
掌握（岩）土、湿陷性土、膨胀（岩）土、分散性土、红粘土、盐渍土及冻土等

特殊岩土的定义、特性指标、判别方法及工程地质特性。
4 工程任务与规模
4.1 防洪、治涝

掌握防洪标准和防洪控制断面安全泄量确定的原则与方法。
了解堤防、分洪工程、水库等防洪工程体系水利计算的任务与内容。
了解治涝标准和治涝方式确定的原则。

4.2 水力发电
掌握水电站水库调节性能的类型和工作特性。
了解不同调节性能水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
了解水电站装机容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4.3 供水、灌溉、调水
了解城镇供水系统的组成、城镇用水量的组成和需水量预测。
了解灌区规划的主要内容与灌溉设计保证率。
了解城镇节约用水、农业节水灌溉的要求。
了解影响调水量与调水工程规模的主要因素。

4.4 河道整治
了解河道整治的主要任务。
了解总体整治方案的确定原则。

4.5 综合利用水库
掌握综合利用水库各规划任务和顺序确定的原则与要求。
了解防洪与兴利库容结合的形式与确定原则。
了解综合利用水库特征水位、特征库容的确定原则。

5 工程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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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水利水电工程基本建设程序
掌握专项规划、水利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报告和水电工程项

目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5.2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划分及标准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等别划分与永久（临时）性建筑物级别划分的依据和原则。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洪水标准。
掌握水工建筑物抗滑稳定与结构强度安全标准。

5.3 工程总体布局
掌握工程建设场址、坝（闸）址、厂（站）址选定原则及技术经济比选要素。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主要建筑物基本型式的选择依据。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总布置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6 水工建筑物
6.1 挡水建筑物

掌握坝型比选的主要影响因素和筑坝材料的选择主要影响因素。
了解碾压式土石坝坝体结构设计：坝体材料分区、填筑标准、坝坡、防渗体选择、

反滤与过渡层设计；坝体排水及构造设计要求。
了解重力（拱）坝布置、设计原则、与安全性有关的限制性条件。
了解重力（拱）坝坝体结构设计。
了解坝身泄水建筑物型式和消能防冲结构设计。

6.2 输水、泄水建筑物
掌握输水、泄水建筑物设计的基本要求与设计原则。
了解隧洞洞线选择与进、出口布置原则，隧洞断面型式及尺寸选择。
了解溢洪道布置和设计原则。
了解进水渠、控制段、泄槽、消能防冲设计。
了解水闸枢纽布置原则。
了解闸室、防渗排水、消能防冲及两岸连接布置与设计。

6.3 堤防及渠系建筑物
掌握堤线布置及堤型选择原则。
了解堤防防护设计。
了解引水枢纽工程的设计原则与布置。
了解排、灌站建筑物的设计原则与布置。
掌握渠线、管线选择与定线。

6.4 水电站建筑物
掌握地面厂房、地下厂房布置及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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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水电站进水口、压力管道水力计算和设计原则。
6.5 水工金属结构

了解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布置、选型及运行管理原则。
7 施工组织设计及工程投资
7.1 施工组织设计

掌握施工导截流标准、方式。
了解施工总布置。
了解主体工程施工方法。
掌握施工总进度。

7.2 工程投资
了解水利水电工程总概算及概、估算编制依据和费用构成。
了解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步骤。

8 征地移民
8.1 征地范围和实物指标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范围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掌握水库淹没影响处理对象的设计洪水标准。
了解各类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实物指标调查的主要项目和方法。

8.2 移民安置
了解有关移民安置的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
掌握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方法。
了解安置区移民安置环境容量分析方法。
了解专业项目复建的主要原则。
了解库底清理的主要技术要求。

8.3 征地移民补偿
了解编制征地移民补偿投资的主要项目划分和编制原则。
掌握编制征地移民补偿投资的基本方法。

9 水土保持
9.1 综合调查与规划

了解水土流失、分级标准、土壤侵蚀类型及分区。
掌握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的程序及生态建设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初步设计各阶段的内容及要求。
了解水土保持设计技术要求。
了解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概估算编制规定。
了解水土保持工程效益分析与计算的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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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技术措施
了解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技术措施的总体布局、措施体系和配置方法。
了解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原则、目标、责任范围、措施布局、措

施体系和配置方法。
9.3 监督和管理

掌握水土保持法及其实施条例。
了解我国水土保持执法监督管理体系。
掌握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有关规定。
了解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监测及验收管理规

定。
10 环境影响评价
10.1 环境现状调查、影响识别、预测和评价

了解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的内容、要求、方法及相关标准。
了解不同环境要素和因子的环境影响识别内容的方法。
了解不同环境要素和因子的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的内容。
了解国家关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的保护、管理规定。

10.2 环境保护设计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水质保护、环境空气质量控制、噪声控制、施工

固体废物处理、生态保护、土壤环境保护、人群健康保护、
文物保护、景观保护等措施的主要内容。

了解环境监测内容及基本要求。
10.3 水资源保护

了解水功能区划的目的、原则、指标体系、划分程序。
了解纳污能力、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原则及内涵。
掌握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要求及其措施。

11 经济评价
11.1 国民经济评价

了解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的主要区别。
掌握国民经济评价的评价指标及评价准则。

11.2 财务评价
了解项目财务评价指标及评价准则。
了解水利建设项目财务评价中总成本费用构成。

11.3 资金筹措
掌握我国水利项目分类和资金筹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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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水利工程贷款能力计算原则。
了解水电工程资本金筹措方式。

12 项目管理
12.1 工程项目建设管理

了解国家要求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的类型和性质。
掌握招标文件应当包括的主要内容。
了解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现行招标投标的主要方法和程序、投标报价的依据和基本

原则、编制标书的方法、步骤及注意事项。
了解工程建设监理基本概念及业务范围；监理职责、主要工作目标、工作方法、

监理的对象和依据。
了解现行工程项目管理组织形式和特点、项目法人和项目经理部的构成。
了解项目经理的职责、授权及所应具备的条件。
了解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的有关知识。

12.2 工程管理
掌握水利工程公益性、准公益性、经营性水管单位性质确定的原则。
了解水利水电工程运行管理体制。

二、水利水电专业案例
（一）水利水电工程规划
1 水文
1.1 基本资料

了解主要气象水文要素观测及资料整编的内容与方法。
熟练掌握降雨、径流、暴雨、洪水、泥沙等资料的复核内容及资料可靠性、代表

性和一致性的主要评价方法。
1.2 设计洪水

掌握洪水资料一致性改正和洪水、暴雨资料插补延长的主要方法。
掌握历史洪水和暴雨的调查内容、方法和重现期考证。
掌握设计洪水、分期洪水分析计算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与方法。
掌握洪水地区组成计算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1.3 水资源
掌握径流还原计算、资料插补延长和系列代表性、一致性分析的要求和主要方法。
掌握径流分析计算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成果合理性检查。
掌握地表水、地下水资源量概念、影响因素及分析内容。
掌握水资源量计算、分析方法。

1.4 水位流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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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有资料地区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拟定及高、低水延长的主要方法和合理性检
查。
1.5 泥沙

了解泥沙统计分析的主要内容和悬移质、推移质泥沙主要特征。
2 水资源供需分析
2.1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调查评价

掌握社会经济资料统计的主要项目和基本要求。
熟练掌握供水量、用水量调查统计的分类与要求。
了解各类用水消耗量估算的基本要求。

2.2 区域需水预测
了解城镇规划水平年发展指标预测方法及确定供水保证率的要求。
掌握城镇主要用水户用水定额分析、需水量计算的基本方法。
了解灌溉设计标准表述方式及灌溉需水量计算步骤。

了解河道内生态环境、航运需水量的计算方法。
2.3 供水预测

熟练掌握地表水可供水量计算方法。
掌握地下水可开采量的计算方法。
掌握其它水源开发利用的类型和可供水量计算方法。

2.4 水资源供需分析
了解水资源配置和供需分析方案拟定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掌握不同水平年水资源供需分析的目的、依据、要求和计算方法。

3 防洪、治涝、河道整治工程水利计算
3.1 防洪工程

掌握确定防洪工程洪水调度的计算原则与方法。
熟练掌握堤防设计洪水位及设计水面线的确定方法。
熟练掌握防洪水库调洪计算和汛限水位、防洪库容确定的方法。
掌握分（蓄、滞）洪区和分洪工程设计水位、水量、流量确定的方法与原则。

3.2 治涝工程
掌握排涝水位、排水量、排涝模数和排涝流量的计算方法与要求。
掌握排涝工程总体布置方案确定的原则与要求。

3.3 河道整治工程
了解河床演变的规律及分析方法。
掌握河道整治设计流量计算的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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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河道水力学计算方法以及河流模拟的原理与方法。
掌握整治方案确定的原则及整治措施的作用与适用范围。

4、供水、灌溉、调水工程水利计算
4.1 城镇供水工程

了解城镇供水水源要求和提高供水安全性的措施。
掌握城镇供水工程供水量计算方法。
掌握城镇供水引水工程、泵站工程设计水位的计算方法。

4.2 灌溉工程
了解灌溉工程设计的内容、要求和所需要的资料。
掌握渠系水利用系数和灌溉水利用系数的定义、关系、计算方法。
掌握由灌溉制度确定灌溉需水过程线的方法以及灌区水利计算基本方法。
掌握灌区工程布置和泵、闸、渠等工程设计水位、设计流量确定的原则与方法。

4.3 调水工程
熟练掌握确定调水量须考虑的主要因素。
掌握跨流域调水工程水利计算的任务和设计规模论证的方法。
了解调水工程总体布置方案拟定和比选的原则。

5、水库工程水利计算
5.1 综合利用水库

熟练掌握综合利用水库径流调节计算原则及主要方法。
熟练掌握综合利用水库特征水位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熟练掌握水库调度图绘制技术。

5.2 水库水力学计算
了解水库水体突泄（溃坝）计算方法和适用范围。
熟练掌握水库回水计算的目的、标准和计算方法。

6 水电站开发方式及规模
6.1 水电站开发方式及径流调节

掌握水电站开发方式及主要布置形式。
熟练掌握不同调节性能水电站按时历法进行径流调节、多年平均发电量和保证出

力的计算原则、方法和所需的基本资料。
6.2 电站水库特征水位选择

熟练掌握拟定正常蓄水位比较方案的范围和考虑因素。
熟练掌握正常蓄水位比较的主要考虑因素和选择的综合分析方法。
了解拟定死水位比较方案的范围和考虑因素。
掌握死水位方案比较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和综合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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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确定设计、校核洪水位的原则和方法。
6.3 输水系统断面尺寸选择

了解输水系统水力损失计算和断面尺寸经济比较原则和方法。
6.4 反调节水库

了解设置反调节水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方法。
了解反调节容积计算的原则和方法。

6.5 初期蓄水
掌握水库初期蓄水计算的内容。
掌握初期蓄水所要考虑的因素和计算方法。

7、水电站动能设计
7.1 负荷预测

了解电力系统用电结构、负荷特性、电网规划和电力负荷图的编制。
了解设计负荷水平预测的主要方法。

7.2 电力电量平衡
了解电力系统的电源组成和特性。
掌握电力系统已建、在建电源、设计水电站和同期投入其它电站工作位置安排的

基本原则。
掌握进行电力电量平衡的要求、方法、基本内容和所需的基本资料。

7.3 装机容量选择
掌握电站装机容量的组成和不同调节性能电站装机容量选择的方法、原则。
掌握大、中型电站分期开发的原则、投入时机及装机程序。

7.4 机组机型选择
了解水轮机的类型和适用范围。
了解机组机型选择的方法。
掌握机组台数和单机容量选择的方法。
掌握水轮机额定水头经济比较原则和方法。

7.5 抽水蓄能电站动能计算
了解抽水蓄能电站类型和工作原理。
掌握调峰容量平衡的方法与要求。
掌握装机容量和上、下水库特征值选择的方法与原则。
掌握初期蓄水和正常运行期补水水量的计算和水源可靠性分析论证方法。
了解抽水蓄能电站初期蓄水和额定水头选择的特点。

8 经济评价
8.1 国民经济评价及方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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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项目国民经济评价中主要投入物和主要产出物影子价格的含义。
掌握项目国民经济评价中各项费用的确定方法。
掌握项目国民经济评价各功能效益计算的原则和方法。
了解项目国民经济评价基本报表的格式及采用的评价指标。
熟练掌握国民经济评价中所有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及评价准则。
了解利用外资项目要进行的两种经济评价方法和主要区别。

8.2 财务评价
掌握项目财务总成本费用包括的各项内容及计算方法。
掌握综合利用水利建设项目费用分摊的目的和方法。
掌握用户承受能力分析和建设项目水价、电价方案分析拟定的原则与方法。
熟练掌握盈利能力分析和清偿能力分析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与评价准则。
掌握水利项目贷款能力测算的适用范围、要求、有关规定及计算方法。

8.3 不确定性分析
了解不确定性分析的内容、目的和适用范围。
熟练掌握敏感性分析计算分析因素及计算方法。

8.4 方案经济比较
掌握水利建设项目方案经济比较的目的、方法及其适用范围。

（二）水工结构
１ 总体设计能力
1.1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等别划分与永久（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划分依据和原则。
1.2 掌握永久性挡水、泄水和消能防冲建筑物、水电站厂房、坝体施工临时度汛建筑
物等洪水标准。
1.3 掌握灌排、堤防、引调水及其它水利工程建筑物设计的建筑物级别及洪水标准。
1.4 熟练掌握工程建设场址、坝（闸）址、厂（站）址选定原则及技术经济比选要素。
1.5 熟练掌握水利水电工程主要建筑物基本型式的选择依据。
1.6 熟练掌握水利水电工程总布置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1.7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挡水建筑物设计安全超高及顶高程确定的方法。
1.8 掌握水工建筑物稳定与强度安全标准。
1.9 掌握水工建筑物场地基本烈度、设防类别及抗震设计基本要求。
1.10 掌握水工建筑物各种运用工况荷载分类和组合。
1.11 掌握主要的天然及人造建材基本性能、物理力学指标及选用原则和方法。
1.12 掌握坝（闸）基、边坡、地下建筑物、泄水建筑物及渠道建筑物工程地质条件、
建基条件。
1.13 了解主要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监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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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工混凝土结构
2.1 熟练掌握基本设计规定和原则。

掌握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结构耐久性要求和一般构
造要求。
2.2 掌握素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2.3 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基本受力构件正截面、斜截面
承载力计算。

了解受扭截面、受冲切承载力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2.4 掌握钢筋混凝土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正截面抗裂验算；正截面裂缝宽度
验算；受弯构件挠度验算及受压构件的失稳条件。
2.5 了解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计算规定、正截面承载力和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及
条件。
2.6 掌握结构构件的设计构造要求。
2.7 掌握混凝土温控设计原则和一般要求。

了解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和考虑温度作用的钢筋混凝土框架计算。
2.8 掌握一般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震设计原则和构造要求。
2.9 掌握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施工基本知识。
3 水工金属结构设计
3.1 熟练掌握水工金属结构布置、选型和主要构造设计。
3.2 掌握水工钢闸门受力条件、运用方式。
3.3 掌握金属结构强度、刚度及稳定计算方法。
3.4 掌握构件的连接计算、材料选用及构造要求。
3.5 掌握金属结构的防腐工程措施；了解金属结构的防冻工程措施。
3.6 了解启闭机设计、制造、安装及验收等有关要求。
3.7 了解金属结构制造安装及验收等有关技术要求。
3.8 了解压力钢管设计、制造安装及验收等有关技术要求。
4 挡水、蓄水建筑物
4.1 碾压式土石坝设计

熟练掌握筑坝材料选择与填筑标准。
熟练掌握坝体结构设计：坝体材料分区、坝坡、防渗体选择、反滤与过渡层设计；

坝体排水及构造要求。
掌握坝基及边坡处理设计：砂砾石坝基渗流控制；岩石坝基处理；易液化土、软

粘土和湿陷性黄土坝基处理。
了解地基处理新技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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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坝体与坝基、岸坡及其它建筑物的连接设计。
掌握坝的渗流、渗透稳定计算，掌握坝坡稳定计算方法。
了解坝的应力与变形计算方法。
掌握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断面设计及周边和板间接缝止水构造设计。
了解碾压（浇筑）式沥青面板与心墙设计。
了解分期施工和扩建加高设计。

4.2 混凝土重力坝（混凝土拱坝）设计
熟练掌握重力（拱）坝布置、设计原则、与安全性有关的限制性条件。
熟练掌握坝体结构设计。掌握坝身泄水建筑物型式和消能防冲结构设计。
掌握坝身泄水建筑物的水力计算。
掌握坝体结构计算的基本方法。
掌握坝基（坝肩）及边坡处理设计和有关安全运用条件。
了解坝基（坝肩）处理新技术应用。
了解坝体混凝土温度控制与防裂要求。
掌握碾压混凝土重力（拱）坝材料性能、构造要求与施工特点。

5 输水、泄水建筑物
5.1 水工隧洞设计

熟练掌握水工隧洞设计基本要求。
掌握洞线选择与隧洞进、出口布置原则。
熟练掌握隧洞受力状态，隧洞断面型式及尺寸选择。
掌握隧洞水力计算，隧洞高速水流及出口消能设计。
掌握隧洞支护与衬砌的基本型式；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衬砌、不衬砌与锚喷衬砌

设计。
了解埋藏式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设计与隧洞封堵设计。
掌握进出口高边坡处理设计。
了解隧洞衬砌、灌浆、防渗与排水设计有关内容。

5.2 溢洪道设计
熟练掌握溢洪道的布置和设计原则。
熟练掌握进水渠、控制段、泄槽、消能防冲设计。
掌握水力设计有关内容。
掌握地基及边坡处理设计和地基防渗排水设计。

5.3 水闸设计
熟练掌握水闸枢纽布置原则。
掌握闸室、防渗排水、消能防冲及两岸连接布置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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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水力设计有关内容。
掌握结构设计一般规定；荷载计算及组合；闸室、岸墙、翼墙稳定计算。
掌握地基计算及处理设计。

6 水电站建筑物
6.1 熟练掌握地面厂房厂区及厂房内部布置原则。

了解灯泡贯流式机组厂房布置。
6.2 熟练掌握地面及河床式厂房整体稳定分析及地基处理设计。
6.3 熟练掌握地面及河床式厂房结构设计及构造要求。
6.4 掌握地下厂房布置及结构设计。
6.5 掌握水电站进水口结构布置原则及防沙、防污、防冰设计要求。
6.6 掌握水电站进水口水力计算和结构设计。
6.7 掌握压力管道设计方法、安全稳定条件与工程措施要求。
6.8 了解调压井设计。

了解水击及调保计算原理和方法。
6.9 了解水电站厂房建筑设计以及机电、通风采暖、防火设计等布置要求。
7 堤防与渠系（输水）建筑物
7.1 堤防

熟练掌握堤线布置及堤型选择。
掌握堤防堤身设计。
掌握堤岸防护设计。

掌握软弱堤基、透水堤基、多层堤基处理设计。
掌握堤防渗流与渗透稳定、抗滑稳定、沉降计算。
了解堤防与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交叉、连接设计。
了解堤防工程加固、改建与扩建设计。

7.2 取水建筑物
熟练掌握引水枢纽工程的设计原则与布置。
掌握排、灌站建筑物的设计原则与布置。
了解进水闸、冲沙闸与沉沙池设计。
了解排、灌站泵房、进水池与出水池的结构设计与水力计算。

7.3 渠系（输水）建筑物
熟练掌握输水建筑物渠线、管线选择与定线。
掌握渠道横断面选择、衬砌与护面结构设计。
了解渠道防渗设计类型与设计、施工要求。
了解渠道比降、流速与渗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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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输水管道选（材）型、水力计算及结构构造与安全措施。
了解渠系建筑物中渡槽、倒虹吸、涵洞的类型与主要设计方法。

8 施工组织设计
8.1 熟练掌握施工导流标准、主要的施工导流方式。

掌握主要围堰结构及导流泄水建筑物型式、河道截流、基坑排水、施工期蓄水
等设计。
8.2 掌握施工总布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8.3 掌握主体工程施工方法、施工交通运输条件及施工总进度安排等。
8.4 掌握施工工厂设施的布置原则和规模测算方法；砂石加工、混凝土生产、混凝土
预冷（热）系统。

了解风、水、电、通讯系统和机械修配等的配置原则。
8.5 掌握建筑物各类料场开采规划设计。
8.6 了解新材料、新工艺、新施工措施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
8.7 了解工程质量检查与控制、验收及安全鉴定程序。
8.8 了解工程施工分标原则。
（三）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1 工程地质勘察
1.1 掌握各勘察设计阶段工程地质勘察的任务和要求。
1.2 熟练掌握各勘察设计阶段各类建筑物（枢纽建筑物、引水线路、堤防等）地质勘
察工作的布置原则、勘察内容、方法及试验要求。
1.3 熟练掌握各勘察设计阶段对水库区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包括滑坡、崩塌、坍岸、
浸没、渗漏等）的勘察内容、方法。
1.4 熟练掌握各勘察设计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和主要附图的编制。
2 工程地质勘察技术方法
2.1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对主要勘察方法的技术要求和应用原则。
2.2 熟练掌握水文地质测绘、工程地质测绘和专门工程地质测绘的精度要求及主要内
容。
2.3 掌握常用工程物探方法的工作原理、适用条件及成果应用。
2.4 了解钻探设备、不同钻进方法和钻进工艺的适用条件，钻探中水文地质观测和岩
芯编录的有关规定。
2.5 掌握压水试验的原理、现场操作的有关技术要求、各压力阶段压力值的确定原则
及试验成果曲线的类型分析。
2.6 掌握各种抽水试验方法的原理、现场操作要求、适用条件及成果整理。
2.7 掌握岩石（体）、土体及结构面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的原理、成果整理及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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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2.8 了解地下水观测的内容和要求。
3 区域构造稳定性
3.1 掌握区域构造稳定性研究的内容和评价方法。
3.2 掌握活断层的判别标志、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常用测年方法的基本要求和适用
条件。
3.3 掌握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作内容及水利水电工程对地震危险性分析工作的有关
规定。
3.4 掌握 GB18306—2001《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基本内容和使用要求，以及
地震反应谱的基本特性。
3.5 了解水库诱发地震的基本特征、类型、产生的地震地质背景和主要研究内容。
4 水库工程地质
4.1 掌握库岸稳定性的评价方法和内容。
4.2 掌握滑坡的分类及稳定性评价。
4.3 掌握造成水库浸没的地形地质条件、判别标准与方法。
4.4 掌握水库渗漏的类型及形成条件，渗漏量计算方法和处理措施的适用条件。
4.5 了解与移民选址有关的勘察内容与基本要求。
5 水工建筑物工程地质
5.1 掌握不同水工建筑物对地形地质条件的基本要求。
5.2 水工建筑物地基稳定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掌握坝(闸)基及拱坝坝肩岩体的主要滑移模式、边界条件确定方法及稳定性评价。
掌握饱和砂土振动液化的形成条件、判别方法及常用处理措施。
掌握岩（土）体渗透性分级、渗透破坏类型和判别标准及其对建筑物稳定的影响。
掌握地基渗漏评价标准、渗漏对工程的危害及渗控工程设计方案的选择。
掌握基坑涌水量计算方法及防止基坑涌水的措施和适用条件。
了解冲刷坑形成的地质条件及评价方法。

5.3 混凝土坝基工程地质
掌握岩体风化带划分。
熟练掌握坝基缓倾角结构面和软弱夹层等的工程地质特性及勘察研究方法。

掌握断层破碎带、风化深槽、裂隙密集带、较大软弱夹层、卸荷带
等地质缺陷对大坝稳定的影响。

掌握坝基岩体的工程地质特性、质量评价方法及建基面确定。
了解河谷岩体应力分布规律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掌握环境水对混凝土腐蚀性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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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土石坝（堤防、渠道）地基工程地质
掌握各类覆盖层的工程地质特性、渗漏量计算及对渗漏和地基稳定的影响。
掌握土石坝坝基防渗型式选择对地质条件的要求。
掌握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趾板稳定对地质条件的要求。

5.5 掌握断层破碎带、软弱夹层、岩溶洞穴等地质缺陷在坝基不同部位的处理措施。
6 边坡工程地质
6.1 掌握边坡的分类、边坡岩体结构分类及工程地质分区（段）。
6.2 熟练掌握影响边坡稳定的主要因素。
6.3 熟练掌握边坡变形破坏类型、特征、破坏机制及其与地质结构的关系。
6.4 掌握建立边坡稳定分析的地质—力学概化模型、边界条件的确定、稳定计算方法
及适用条件。
6.5 掌握边坡稳定性综合评价方法、边坡坡形优化与地质结构的关系。
6.6 了解边坡防护加固的常用技术、适用条件及设计原理。
6.7 了解边坡变形监测的主要项目、监测内容及成果分析、应用。
6.8 了解边坡监测资料整理分析方法及边坡失稳的预报方法。
7 地下洞室工程地质
7.1 掌握地下洞室选线（址）的工程地质要求。
7.2 熟练掌握常用的围岩分类方法及其适用性，特别是《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50287 推荐的分类方法。
7.3 熟练掌握影响围岩稳定性的地形地质因素及围岩稳定性评价方法。
7.4 了解地下洞室地质超前预报、支护加固处理措施及适用条件。
7.5 了解地下洞室围岩的主要监测内容和布置原则。
8 天然建筑材料勘察

8.1 掌握各勘察设计阶段天然建筑材料勘察的任务和精度要
求等。
8.2 熟练掌握各类天然建筑材料场地分类、勘探布置、取样
及试验要求。
8.3 掌握天然建筑材料勘察成果整理方法及勘察报告编写的
有关要求。
8.4 熟练掌握各类天然建筑材料的质量评价标准。
9 特殊岩土体地质

9.1 岩溶地质
了解岩溶地貌特征及岩溶发育历史的研究方法。
掌握岩溶发育规律和控制因素、岩溶水动力特征及岩溶水文地质单元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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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岩溶水文地质的调查方法、地下水动态研究内容及特殊测试内容(连通试验、
氚、氘测年等)。

了解岩溶渗漏可能性的宏观判别和渗漏量估算。
了解岩溶渗漏和岩溶地基的处理措施及适用条件。

9.2 特殊（岩）土体
熟练掌握软（岩）土、湿陷性土、膨胀（岩）土、分散性土、红粘土、盐渍土及

冻土等特殊岩土的定义、特性指标、判别方法及工程地质特性。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中特殊岩土的试验研究内容及评价方法。
了解特殊岩土常用的处理措施及适用条件。

（四）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
1 综合调查
1.1 熟练掌握地面常规调查的原则、内容、要求和方法。
1.2 掌握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类型及我国分区。
1.3 掌握遥感调查方法与精度要求：包括航空照片、卫星图像判读、调绘、制图。
1.4 掌握水土保持制图。
2 规划设计
2.1 掌握自然、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的分析评价方法。
2.2 了解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三区）划分的法规规定。
2.3 熟练掌握水土保持区划或水土保持类型分区的原则、内容和方法。
2.4 熟练掌握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的原则、目标、措施布局、措施体系和配置
方法。
2.5 掌握土地利用规划与调整的原则、任务和方法。
2.6 掌握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建设的基本程序（生态建设工程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工程）。
2.7 掌握水土保持工程设计的阶段划分、深度要求和重点。
3 工程措施设计
3.1 了解水土保持工程分类及其作用。
3.2 掌握梯田分类、规划原则与要求，

熟练掌握机修梯田（土质）和石坎梯田的断面设计计算。
3.3 掌握淤地坝设计：包括淤地坝分类和作用、坝系组成、规划原则、治沟骨干工
程设计、坝系利用设计；蓄、引、灌、种综合利用的原则与设计要求；水坠坝设计
与施工要求。
3.4 掌握谷坊和沟头防护工程设计。
3.5 掌握小型蓄排引水工程设计，包括水窑、水窖、涝池、蓄水池、截水沟、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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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小型塘坝、滚水坝与人字闸、引洪漫地。
3.6 掌握拦沙坝分类及作用
4 造林种草及保土耕作措施设计
4.1 掌握生态工程、水土保持林草措施体系的特点和内涵。
4.2 掌握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总体设计原则与要求。
4.3 熟练掌握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水土保持林草措施配置的原则与要求、立地类型
（生境）划分与树种或种草设计选择、水土保持林草措施平面布设及典型设计图、
生态需水与林木生长的关系与计算（径流林业）、造林或种草设计（树种组成、整
地、密度、栽植、抚育）和苗木种子用量计算。
4.4 掌握封禁治理（生态修复）原则、应用条件、设计。
4.5 了解复合农林生态工程（林草、林农、林渔等）的特点和内容。
4.6 了解水土保持林草的抚育管理。
4.7 掌握林草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4.8 了解保土耕作措施的分类与作用。
4.9 掌握不同保土耕作措施的应用条件和技术要求。
5 风沙治理工程设计
5.1 了解我国风蚀、风沙和沙漠的概况。
5.2 掌握风沙治理措施的分类及体系。
5.3 掌握不同种类沙障分类、固沙种草、固沙林带和片状造林应用条件及设计要求，
其中林带设计包括走向、宽度、间距、结构、混交类型。
6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
6.1 熟练掌握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原则、方法。
6.2 熟练掌握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原则、目标、措施布局、措施体系
和配置方法。
6.3 掌握拦渣工程（拦渣坝、拦渣堤、挡渣墙、拦渣围堰）类型、适应条件及稳定
计算。
6.4 熟练掌握土地整治设计的工艺（平整、开级、覆土）、田间工程（道路、排水、
土地利用、田块区划）的设计与计算。
6.5 掌握护岸护滩工程（限于小型工程）的工程规划与布局原则。

掌握顺坝和丁坝设计。
6.6 掌握削坡开级、削坡反压工程的应用条件与设计计算。

了解混凝土护坡、喷锢护坡工程构成与作用。
6.7 掌握泥石流防护工程设计。
6.8 熟练掌握弃渣场、取土场、采石场等造林种草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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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高陡坡和裸岩绿化设计。
6.9 了解园林式林草种植工程。
7 监测与试验研究
7.1 了解水土保持监测站网布设原则和任务。
7.2 掌握小流域、中大流域、开发建设项目监测项目与监测方法。
7.3 掌握地面监测、遥感监测、调查监测的应用条件、布设原则。
7.4 熟练掌握有地面监测设施的设计与观测方法。
7.5 了解水土保持试验研究的重点和方法。
8 预防监督和管理
8.1 了解我国水土保持执法监督管理体系。
8.2 掌握水土保持法及其实施条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有关规定、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8.3 熟练掌握水土保持技术标准中强制性条文。
8.4 了解水土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检测与评定）。
8.5 了解水土保持项目管理的组织形式。
8.6 掌握水土保持工程项目的招标与投标、监理的有关现定。
8.7 掌握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验收设施验收管理规定。
9 概估算及经济评价
9.1 了解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概估算的区别。
9.2 掌握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的费用构成与计算方法。
9.3 掌握水土保持效益类型划分及其计算方法。
（五）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1 综合规划设计
1.1 掌握有关水利水电工程征地移民安置法律、法规和政策。
1.2 掌握土地利用、林业等专业地图的制图和使用方法。
1.3 熟练掌握各类土地面积的量算和统计方法。
1.4 了解水库回水计算方法。
1.5 掌握水库、堤防和其他水利水电工程主要建（构）筑物及料场、弃渣场和施工营
地的用地形式。
1.6 了解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监理、咨询、审查及验收等工作环节的主要内容。
1.7 了解我国有关部门在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中的相应职责。
2 工程征地范围
2.1 掌握水库淹没处理主要对象的设计洪水标准。
2.2 熟练掌握确定各类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范围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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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掌握水库淹没回水末端位置的分析确定方法。
3 工程征地实物指标调查方法
3.1 了解区域自然、社会和经济资料调查与收集方法。
3.2 熟练掌握不同设计阶段征地实物指标调查内容和方法。
3.3 熟练掌握土地利用现状和林地分类技术标准。
3.4 掌握建（构）筑物按结构、用途等的分类技术标准。
3.5 掌握不同设计阶段征地实物指标调查精度要求。
3.6 掌握不同设计阶段水利水电工程占地实物指标变化原因分析方法。
4 农村移民安置规划设计
4.1 熟练掌握生产安置人口和搬迁人口的确定和计算方法。
4.2 掌握主要规划指标的推算方法。
4.3 掌握移民安置标准和目标的分析确定方法。
4.4 了解不同设计阶段安置区移民安置环境容量分析方法。
4.5 熟练掌握农村移民生产安置措施布局和评价方法。
4.6 掌握农村居民点迁建的主要规划内容、设计标准和基本方法。
5 补偿投资概（估）算编制
5.1 掌握补偿投资概（估）算编制的依据。
5.2 掌握补偿投资概（估）算编制的工作内容及方法。
5.3 熟练掌握补偿投资概（估）算的项目划分和费用构成。
5.4 掌握各类土地、房屋等主要项目补偿单价的分析确定方法。
5.5 掌握各类费用的计算方法和取费标准。
5.6 掌握移民工程施工总进度计划及分年投资计划的编制方法。
6 城（集）镇迁建规划
6.1 了解国家有关城（集）镇规划的主要技术标准。
6.2 掌握城（集）镇迁建主要规划内容和基本方法。
6.3 掌握有关城（集）镇规划概（估）算的编制办法。
7 专业项目复建和工业企业搬迁规划
7.1 了解国家有关专业项目规划设计的主要技术标准。
7.2 掌握专业项目复建主要规划设计内容和基本方法。
7.3 掌握国家有关专业项目规划设计概（估）算的编制办法。
7.4 了解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的处理方式。
7.4 掌握工业企业补偿投资计算的基本方法。
8 防护工程规划设计
8.1 掌握不同防护对象的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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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掌握防护工程主要规划设计内容和基本方法。
8.3 掌握有关防护工程规划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9 库底清理
9.1 掌握库底清理主要技术要求。
9.2 掌握库底清理工程量的构成。
9.3 掌握库底清理费用构成和概（估）算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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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资格考试
所用法律法规、主要技术标准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5、《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6、《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7、《水利产业政策》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1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
13、《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保[1994]513 号文)
14、《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5号，第 24 号修
改)
15、《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16号，第 24号修改）
16、《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12号）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19、《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3、《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条例》
24、《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25、《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加强水库移民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26、《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国务院体改办
27、《水利建设项目贷款能力测算暂行规定》水利部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4

29、《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30、《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利工程部分）2004年版
31、《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电力工程部分）
32、《勘察设计职工职业道德准则》
二、主要技术标准
（一）通用
1、《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暂行规定》水利部 1992
2、《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DL5020-93
3、《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DL5021-93
4、《防洪标准》GB50201-94
5、《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
6、《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标准》DL5180—2003
7、《水利水电工程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规范》DL5061-1996
（二）水利水电工程规划
1、《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范》 SL201-97
2、《水资源评价导则》 SL/T 238-1999
3、《土地分类标准》（国土资发 1999 年 511 号）
4、《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282-98
5、《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规范》SL44-93
7、《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SL278-2002
8、《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CJJ50-92
9、《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 SL104-95、DL/T5105-1999
10、《水利水电工程动能设计规范》 DL/T5015-1996
11、《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SL207-98
12、《河工模型试验规程》 SL99－95
13、《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SL45-92
1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HJ/T88-2003）
15、《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 SL72-94
16、《水电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实施细则》DL5021—93
17、《水电建设项目财务评价暂行规定》（试行）
18、《河流水电规划编制规范》DL/T5042—95
19、《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编制规范》DL/T5172—2003
（三）水工结构
1、《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SL319-2005、DL510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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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碾压混凝土坝设计规范》SL314-2004
3、《混凝土拱坝设计规范》SL282-2003
4《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274—2001
5、《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设计规范》SL228-98、DL/T5016-1999
6、《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DJ20-78
7、《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T191-96，DL/T5057-1996
8、《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50288-99
9、《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50286－1998
10、《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1997
11、《小型水力发电站设计规范》GB50071-2002
12、《水电站厂房设计规范》SL266-2001
13、《溢洪道设计规范》SL253-2000，DL/T5166-2002
14、《水闸设计规范》SL265-2001
15、《水工隧洞设计规范》SL279－2002，DL/T5195-2004
16、《水电站压力钢管设计规范》SL281-2003，DL/T5141-2001
17、《水电站调压室设计规范》DL5058-1996
18、《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SL74-95、DL5039-95
19、《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SL203-97、DL5073—2000
20、《水工建筑荷载设计规范》DL5077-1997
21、《水利水电工程防火设计规范》SDJ278-90
22、《混凝土大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DL/T5178—2003
23、《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24、《水利水电工程工程量计算规定》DL/T5088-1999
25、《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2004
（四）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1、《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50287—1999
2、《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
3、《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50218-94
4、《土的分类标准》GBJ/145-90
5、《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6、《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50266-99
7、《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SL55—2005
8、《堤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SL188—2005
9、《水利水电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勘察规程》SL25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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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程》（规划设计阶段）SL197-97
11、《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测绘规程》SL299-2004
12、《水利水电工程物探规程》SL326－2005、DL/T5010-2005
13、《水利水电工程钻孔压水试验规程》SL31-2003
14、《水利水电工程钻孔抽水试验规程》SL320-2005
15、《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地质勘察规程》SL313-2004
16、《水利水电工程地质观测规程》SL245-1999
17、《水利水电工程坑探规程》SL166-96、DL/T5050-2000
18、《水利水电工程岩石试验规程》SL264-2001，DL5006-92
19、《土工试验规程》SL237-1999
（五）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
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SL204－98
2、《水土保持前期工作暂行规定》水保[2000]187 号文
3、《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03]67 号文
4、《水土保持试验技术规范》SD239-1987
5、《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1～6－1996
6、《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1995
7、《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GB/T15773-1995
8、《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通则》GB／T15772－1995
9、《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
10、《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96
11、《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SL289-2003
12、《浆砌石坝设计规范》SL25-1991
13、《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SL267-2001
14、《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碾压式土石坝设计导则》SL198-1996
15、《水坠坝设计规范》SL302－2004
16、《生态公益林建设导则》GB/T18337.1-2001
17、《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18337.3-2001
（六）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1、《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93
2、《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设计规范》SL290-2003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JBJ01-88
4、《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01-88
5、《水电工程水库淹没处理规划设计规范》DL/T506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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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资格考试除采用以上主要技术标准外，还采用
了我国现行的有关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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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资格考试
专业考试科目、分值、时间分配及题型特点

一、考试科目

1、水利水电专业知识

2、水利水电专业案例

（1）水利水电工程规划

（2）水工结构

（3）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4）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

（5）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二、考试时间分配及分值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试为 2天，考试时间

每天上、下午各 3小时。第一天为专业知识考试，上、下午各 70 题，前 40 题为

单项选择题，每题 1分，后 30题为多项选择题，每题 2分，上、下午合计分值为

200 分；第二天为专业案例考试，上、下午各 100 题，其中水利水电工程规划、

水工结构各 23题，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水利水电工程移

民各 18 题。考生上、下午各选做 25 题，其中所报考专业的考题为必答题，其他

专业考题为选答题，选答题按选做题目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机读和人工评分，

超过 25题与必答题差值的选答题无效。每题 2分，上、下午合计分值为 100 分。

三、题型特点
考题由能力题、综合能力题、简单计算题及连锁计算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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