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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交通运输基础设置与技术装备 课程代码：13846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交通运输（专升本）专业

的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内容涉及广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需要考生结合实际

相关知识加以理解和应用。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了解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道路、水路、航空和管

道运输设备的基础知识，掌握其基本构造和基本原理；了解各种交通运输设备之

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内外交通运输发展的新技术新趋势；了解交通运输体系中

不同运输方式的固定设施、移动设施以及运输组织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掌

握各种运输工作组织管理的原理和方法。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

本课程与交通运输工程学、汽车概论、轨道交通概论等课程有很大关联度，可

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篇的学习，掌握交通运输的内涵，了解交通运输的历史与现状，了解

交通运输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了解我国的交通强国战略。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交通运输的内涵、历史与现状（重点）

识记：1.交通运输的作用

2.高速公路的等级划分

3.水运的分类

理解：1.交通运输的内涵

2.交通与运输的关系

（二）交通强国战略（次重点）

识记：我国交通发展的目标

理解：九大重点任务

（三）交通运输行业规范（一般）

识记：交通运输行业规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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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铁路运输与道路运输行业规范

第一篇 铁路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篇的学习，掌握铁路运输的概念和特点，掌握铁路运输设施与设备，

熟悉铁路运输组织与安全，了解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了解我国铁路运输文

化与成就。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铁路运输概述与设施（重点）

识记：1.铁路运输优缺点

2.铁路运输技术类型

3.铁路线路的构造

4.铁路车站的分类

5.铁路枢纽类型

理解：1.铁路机车车辆的分类

2.铁路信号与通信基础设施

应用：1.制约铁路提速的因素

2.保证行车安全的区间闭塞及应用

3.保证车站作业安全的信号联锁概念及应用

（二）铁路运输组织与安全（次重点）

识记：1.铁路旅客运输的特点

2.铁路货物运输发展趋势

3.铁路行车组织的主要工作

4.列车运行图的编制

理解：1.铁路货物运输的基本任务

2.车站作业计划、调度指挥及统计分析

应用：1.从质量和管理上保障铁路安全

2.保证旅客出行安全的措施

（三）铁路运输的发展与成就（一般）

识记：1.高速铁路关键技术

2.城市轨道交通分类与特点

3.地铁设施

理解：1.地铁的供电方式

2.我国的铁路运输文化与成就

应用：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

第二篇 道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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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篇的学习，了解道路交通运输的概念和特点，了解道路运输的组织架

构，熟悉道路运输中需要的设施与设备，掌握道路运输组织与管理理论，了解道

路运输的发展现状与成就。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道路运输理论与组织管理（重点）

识记：1.道路交通基本概念

2.公路与城市道路的结构物组成

3.城市停车设施

4.道路交通标志

5.公路路政、运政管理的基本内容

6.城市交通方式和交通工具

理解：1.公路运输和城市道路运输特点

2.公路主要结构物的不同概念和实际应用

3.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4.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主要内容

应用：1.我国公路行政分级和技术分级的划分方法

2.道路交通管控方法和技术

3. 智能交通和先进技术在实际城市交通运输中的应用与分析

（二）道路运输影响与辅助体系（次重点）

识记：1.道路运输与车辆性能

2.城市道路场站与货运站布设

3.道路养护概念与特点

理解：1.道路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2.道路运输产业与市场

应用：道路安全改善方法

（三）道路运输发展与文化（一般）

识记：1.道路交通运输发展主要成就

2.道路运输文化含义与功能

理解：1.道路运输组织发展趋势

2.未来道路交通运输发展趋势

第三篇 水路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篇的学习，掌握水路运输设施与设备，熟悉水路运输概念与特点，了

解水路运输的组织方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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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路运输设施与设备（重点）

识记：1.航道的航行条件

2.船舶的主要尺寸和航行性能

3.船舶的主要类型

理解：1.航标和港口的分类

2.船舶的常用技术参数

应用：船舶主尺度和航行性能的关系

（二）水路运输的概念与特点（次重点）

识记：1.水路运输特点

2.水路运输管理体制

理解：1.我国的内河运输网

2.我国的主要航线和海港

应用：我国港口的发展方向

（三）水路运输的组织方式（一般）

识记：1.港口装卸作业

2.船舶运行组织

理解：1.船舶在港作业组织

2.我国的主要水路运输集团

应用：船舶的发展方向

第四篇 航空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篇的学习，了解航空运输的概念与特点，熟悉民航运输管理体制与组

织架构，掌握我国航空运输线网概念，对航空运输设备和组织进行充分了解。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航空运输概念与特点（重点）

识记：1.航空运输特点

2.航空运输设施特点和分类

3.航空运输设施与设备

理解：1.航空运输组织架构

2.我国航空运输体系构成

应用：航空运输组织管理方法

（二）航空运输线网（次重点）

识记：1.航线与航线网络

2.我国航空网络与机场

理解：国际航空运输主要管理机构

（三）航空运输出行常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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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客票概述

理解：1.乘机材料与流程

2.航班不正常现象

应用：航旅健康

第五篇 管道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篇的学习，熟悉我国管道运输概况、管道运输设施与设备，掌握管道

运输的特点、管道运输设施基本概念及作用、管道生产管理的技术手段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管道运输的特点与运输管理（重点）

识记：1.管道运输特点

2.输油管道的组成

3.管道生产管理技术手段

理解：1.管道运输特点
2.管道生产管理技术手段

（二）管道运输的概念与运输设施、设备（次重点）

识记：1.管道运输概念

2.输气管道运输系统组成

3.固体料浆管道运输的组成与管道设备

理解：1.输气管道运输系统组成

2.固体料浆管道运输的组成与管道设备

（三）我国管道运输网与管道运输安全管理（一般）

识记：1.我国主要的干线管网

2.管道运输安全管理

第六篇 综合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篇的学习，掌握我国综合运输的特征、城市综合交通枢纽设施布局、

智能运输系统应用关键技术，了解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特点，了解现代物流、

邮政运输、快递业务的发展现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综合交通枢纽与智能运输系统（重点）

识记：1.交通枢纽的定义

2.智能运输系统的定义

3.智能运输系统的特点

理解：1.交通枢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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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客用综合交通枢纽的技术特征

3.城市综合交通枢纽设施布局

4.智能运输系统的应用关键技术

应用：机动车系统运行组织及设施布局

（二）集装箱运输和多式联运（次重点）

识记：集装箱的定义与分类

理解：1.多式联运的定义与特点

2.多式联运组织形式

3.集装箱货物业务

（三）综合运输和邮政运输的概述（一般）

识记：1.综合运输的本质

2.邮政运输的分类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

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

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

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

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

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教材

1．指定教材

交通运输概论（第 2版），万明（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21年第 2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

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

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

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

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

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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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

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

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

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

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

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

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

发引导。

6．注意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

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

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 5学分，建议总课时 90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

下：

章 次 章节名称 学 时

绪论 绪论 4
第一篇 铁路篇 20

第二篇 道路篇 20

第三篇 水路篇 11

第四篇 航空篇 11

第五篇 管道篇 11
第六篇 综合篇 13

合 计 90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

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识记”为（30）%、“理解”

为（40）%、“应用”为（30）%。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容易、中等、难比例为 3：4：3。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 60%，次重点占 3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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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占 10%。

5．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合格。

六、题型示例（样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卡”上的

相应字母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根据是否带动力，传统的列车可以分为

A. 传统列车与动车组 B. 机车与车辆 C. 动车与拖车 D. 客车与货车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按布置图型不同，车站可分为 、 和 。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警冲标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简述铁路纵列式区段站布置的特点。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试分析我国道路运输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