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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 21 世纪两大新兴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这两大产业为（ ）。

A.造船业和物流业 B.旅游业和物流业

C.旅游业和制造业 D.制造业和物流业

2．（ ）是五种运输方式中机动性最强的一种运输方式。

A.海上运输 B.铁路运输 C.公路运输 D.航空运输

3．管道运输系统规划属于（ ）系统规划。

A.区域运输 B.城市运输 C.综合运输 D.农村交通

4．（ ）原则不属于交通运输系统规划原则。

A.经济发展服务于交通运输系统建设 B.综合运输协调发展

C.近期与远期相结合 D.需要和可能相结合

5．兰州属于（ ）。

C．《综合运输服务“十三五”发展规划》

D.《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

A.船舶 B.铁路 C.公路 D.航空

A.责任分担制 B.同一责任制 C.网状责任制 D.混合责任制

11．（ ）应计算港口吞吐量。

A.港区范围内的水上运输货（箱）

B.船舶运载进港后，未经装卸又原船运载出港的货（箱）

C.对由水运运进港区，经装卸又由水运运出港区的转口货（箱）

D.自船上卸下，继而又装到同一船上的货（箱）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30 分）

A.终端式枢纽 B.伸长式枢纽 C.辐射式枢纽 D.辐射环形枢纽

6．“五纵五横”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是在( )中提出的。

A．《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

B.《“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

7．综合运输体系由具有一定技术装备的综合运输网及其结合部系统、综合运输组织、管理和协

调系统以及（ ）组成。

A.综合运输设备系统 B.综合运输生产系统

C.综合运输物流系统 D.综合运输供应链系统

8．（ ）集装箱运输系统主要使用背载运输的作业方式。

9. 国际海上集装箱班轮运输实践中可能使用货主箱（SOC），该类箱在海上运输过程中灭失或损

坏时，可把该类箱认为是一种（ ）。

A.货物的包装 B.运输设备 C.运输工具 D.货物

10.在已采用或可能采用的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赔偿责任形式中，《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

约》主要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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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大陆桥是（ ）。

15．集装箱（ ）是集装箱运输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A.箱务管理 B.电子单证的处理功能 C.运输过程动态跟踪 D.监管业务

1．分别简述水运系统交通需求预测、水运系统规划以及水运系统综合评价的主要内容。（10 分）

2．简述综合运输网的含义及全国综合运输网中交通线路的构成。（10 分）

3．智能运输系统实施的目的包括哪些？（10 分）

4．船体舾装设备包括哪些？（10 分）

5．综合运输网的配置应该处理好哪几个关系？（10 分）

1．在简述运输结合部含义的基础上，分析综合运输系统中的几类结合部及其协调功能。（20 分）

1.论述集装箱货物的交接方式及其交接地点，并指出当前运输中应用最多的以及最能体现集装箱

运输优越性的各是哪一种。（20 分）

2.结合我国沿海港口的发展实际，论述现代港口的发展特点及趋势。（30 分）

A.新亚欧大陆桥 B.北美大陆桥 C.西伯利亚大陆桥 D.南美大陆桥

13．（ ）不属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三条主要集装箱航线之一。

A.太平洋航线 B.远东—欧洲、地中海航线 C.印度洋航线 D.大西洋航线

14．根据交通部印发的《交通运输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划》，在我国综合交通运输领域，将

着力推进铁路、公路、民航、（ ）领域，涉及两种及以上运输方式协调衔接和共同使用的

标准制修订，主要包括综合客货运枢纽、旅客联程运输、货物多式联运、载运工具及换装设

备、综合运输统计与评价等方面。

A．海运和邮政 B.水运和邮政 C.海运和快递 D.水运和快递

二、问答题（共 50 分）

三、分析题（共 20 分）

四、 论述题（共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