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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工程师考试的阅卷工作，主要是对注册考试题目计算过程

的评阅，在此过程中发现不少非技术性因素（其实不见得没

有掌握题目考察的内容）而失分的情况，总结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点： 1 以铅笔作答。卷子的说明部分已明确要求不可以

以铅笔作答，但是还是有不少以铅笔作答的，以铅笔作答是

无效的，从而造成失分。 2 写有计算过程的卷子应把选择的

答案清楚填写。有不少人采用打勾、划圈的方式，甚至没有

对所选答案进行填写，这些都是不行的。即使计算完全正确

，也会造成失分，十分地可惜。 3 对于计算过程的书写应力

求完整且思路清晰。如果能较好地做到这一点，即使发生一

些数值运算错误（当然数值运算错误也应尽量避免），一般

也不会失分，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虽然有数值运算错误

，但选择的答案是正确的。计算过程不完整，也很容易造成

失分。 4 计算中应注意各种参数的正确选用，例如计算跨度

、净跨、材料强度的调整系数、内力的调整系数等。因此复

习时不但要搞清楚应用那一个公式，还要搞清楚公式里的每

一个参数的意义。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计算墙梁托梁剪力的

问题，很多人以托梁的计算跨度代替了托梁净跨，从而失分

。还有在木结构的几个题目里，大部分人都忽略了材料的调

整系数。 5 很多题目的正确答案，其实并不需要通过计算就

可以得出，但由于卷子的要求和评阅是针对计算过程的，因

此此类的题目还是应该写出计算过程或者说通过计算求得正



确答案。 6 即使再简单的计算过程也应完整的写出来，仅仅

列一个规范条文为是不可以的。例如有个题目是验算板配筋

率的，那么最小配筋率取值的计算、满足最小配筋率的配筋

值的计算都应有计算。还有一个题目，考的是框架梁顶的通

长钢筋配筋值，简单地把已给出的梁顶梁底配筋值较大者除

以4就可以得出，因此很多人就没有列出计算式，仅仅简单列

了一个规范条文，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其实具体的规范条文

反而可以不写（写了当然更好）。 7 计算应力求准确。针对

抗震规范6.3.4.2条有一个题目，很多人对此题目应该说完全可

以正确作答，但由于没有严格地去求钢筋所在位置柱截面弦

长，例如求的是梁外皮处柱截面弦长，从而引起的误差足以

失去正确答案。 8 计算值与备选答案完全一致并不一定说明

是正确的，往往准确的正确答案与备选答案的任何一个都不

完全一致，应该注意到卷子的用词“最接近”。造成这个现

象的一个原因就是有时出题者自己做标准答案时就出错了，

造成一些不大的误差，从而出现备选答案没有一个与准确的

正确答案完全一致。因此在答题时应充分相信自己，对于有

充分把握的题目不要去强求与某一个备选答案完全一致。阅

卷时就发现有人本来计算完全正确，可能由于数值与备选答

案的任何一个都不相同，因此去做了修改，与某一个备选完

全答案相同了，但是却是错误的。 9 题目提供的条件应仔细

阅读，明白其在工程上意味着什么，特别是钢结构部分的题

目。例如杆件的计算长度（特别是平面外杆件的计算长度）

，题目不会直接给出，但会提供一些判断的信息，很多人会

忽略到，从而造成取值错误。对于一些非完全对称构件（例

如T型），应注意其放置方向，有这样一个题目，几乎所有人



都搞错了。部分题目会有一些提示，这些提示是得出正确答

案的必经途径，如果你在答题过程中没有用到，那么你的答

案一定是错误的。 10 计算应注意多条件控制。有很多计算要

通过多个公式进行计算，对于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后取较大值

或较小值。例如木结构有两个题目，由于有两个控制条件，

通过计算会得到两个数值，比较以后选取较小者得到正确答

案，很多人只考虑了一个条件，就很难得到正确答案，更不

用说计算的完整性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