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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考试大纲 

842 自动控制理论 

一、考试性质 

《自动控制理论》是为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及控制工程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设置的专业课考试科目。它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

能达到良好及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经典控制理论及现代控制理论的基本理论，掌握其基础

知识和方法，具备运用各种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试卷结构：题型有计算题、简答题、论述题、证明题。 

四、考试内容 

（一）自动控制的一般概念 

1.自动控制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负反馈控制的原理； 

2.控制系统的组成与分类； 

3.根据实际系统的工作原理画控制系统的方块图。 

（二）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 

1.控制系统微分方程的建立，拉氏变换求解微分方程。 

2.传递函数的概念、定义和性质。 

3.控制系统的结构图，结构图的等效变换。 

4.控制系统的信号流图，结构图与信号流图间的关系，由梅逊公式求系统的传递

函数。 

（三）线性系统的时域分析 

1.稳定性的概念，系统稳定的充要条件，Routh 稳定判据。 

2.稳态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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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稳态误差的概念，根据定义求取误差传递函数，由终值定理计算稳态

误差； 

（2）静态误差系数和动态误差系数，系统型别与静态误差系数，影响稳态

误差的因素。 

3．动态性能分析 

1.一阶系统特征参数与动态性能指标间的关系； 

2.典型二阶系统的特征参数与性能指标的关系； 

3.附加闭环零极点对系统动态性能的影响； 

4.主导极点的概念，用此概念分析高阶系统。 

（四）线性系统的根轨迹法 

1.根轨迹的概念，根轨迹方程，幅值条件和相角条件。 

2.绘制根轨迹的基本规则。 

3.等效开环传递函数的概念，参数根轨迹。 

4.用根轨迹分析系统的性能。 

（五）线性系统的频域分析 

1.频率特性的定义，幅频特性与相频特性。 

2.用频率特性的概念分析系统的稳态响应。 

3.频率特性的几何表示方法。 

4.Nquisty 稳定性判据。 

5.稳定裕量 

6.闭环频率特性的有关指标及近似估算。 

7.频域指标与时域指标的关系。 

（六）系统校正 

1.校正的基本概念，校正的方式，常用校正装置的特性。 

2.根据性能指标的要求，设计校正装置，用频率法确定串联超前校正、迟后

校正和迟后-超前校正装置的参数。 

3.将性能指标转换为期望开环对数幅频特性，根据期望特性设计最小相位系

统的校正装置。 

4.了解反馈校正和复合校正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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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离散系统的分析与校正 

1.离散系统的基本概念，脉冲传递函数及其特性，信号采样与恢复。 

2.Z 变换的定义，Z 变换的方法。 

3.离散系统的数学描述，差分方程与脉冲传递函数 

4.离散系统的性能、和稳态误差分析。 

（1）稳定性分析。Z 传递函数经 W 变换后，用劳斯判据分析其稳定性。  

（2）连续系统稳态性能分析方法在离散系统中的推广。 

（3）动态性能分析。离散系统的时间响应，采样器和保持器对动态性能的

影响闭环极点与动态性能的关系。 

5.离散系统的综合，无纹波最少拍系统的设计。 

（八）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 

1.非线性系统的特征，非线性系统与线性系统的区别与联系。 

2.相平面法的基本概念和作用。 

3.描述函数及其性质，用描述函数分析系统的稳定性、自振及有关参数。 

（九）线性系统的状态空间分析与综合 

1.状态空间的概念，线性系统的状态空间描述，状态方程求解，状态转移矩

阵及其性质。 

2.线性系统的可控性与可观性，状态可控与输出可控的概念，可控与可观标

准型。 

3.线性定常系统的状态反馈与状态观测器设计。 

4.最优控制的基本概念。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4 

845 水力学 

一、考试性质 

《水力学》是为我校招收的水利工程一级学科（水文学及水资源，港口、海

岸及近海工程和海洋能利用技术）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和水利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初试设置的考试科目，是进一步开展海洋工程结构的动力分析、设计及防灾

技术研究, 港口、海岸工程及其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 河口、海岸动力学

理论及其工程应用和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与水动力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水力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掌握水力学的基本方程

与分析方法，并能应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方程分析和计算从工程实际中

简化出来的水力学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试卷结构：概念题 30%，计算题 50%，证明或推导题 20%。 

四、考试内容 

水静力学、液体运动的流束理论、流动阻力与水头损失、有压管道流动、明

渠流动、堰流及闸孔出流、水流衔接与消能、液体运动的流场理论和渗流。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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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运筹学 

一、考试性质 

《运筹学》是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B（工程管理方向）专业的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的专业课程。要求考生熟练掌握运筹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具有对实

际问题建立必要的数学模型和求解问题的能力。 

考试对象为符合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条件的报考我校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 B（工程管理方向）专业的考生。 

二、考查目标 

运筹学科考试涵盖线性规划基础、线性规划专题、运输问题、整数规划、目

标规划、动态规划、图与网络分析、决策论。要求考生： 

（1）准确地再认或再现学科的有关知识。 

（2）准确、恰当地使用本学科的基本原理，正确理解和掌握学科的有关理

论、模型、方法和应用。 

（3）运用运筹学模型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4）运用运筹学的原理、模型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工程管理领域常见决策

问题，并给出数值解析或管理策略。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试卷结构： 

线性规划基础                     约 15 % 

线性规划专题                                约 15 % 

运输问题                          约 15 % 

目标规划                          约 10 % 

整数规划                          约 10 % 

动态规划                            约 15 % 

图与网络分析                               约 10 % 

决策论                                         约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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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内容 

该科目考试的基本要点如下： 

1.运筹学概述 

运筹学的目的、内容、性质、特点、工作步骤及应用，理解定量和定性分析

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2.线性规划及单纯形法  

线性规划问题以及数学模型；线性规划的几何意义；单纯形法以及计算步骤；

单纯形法的进一步讨论；线性规划建模以及应用。 

掌握线性规划数学模型的基本特征和标准形式，以及线性规划问题数学模型

的建立方法，学会用图解法求解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理解线性规划问题的解的

概念，了解线性规划的基本理论；了解单纯形表的构成，熟练掌握运用单纯形法

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方法。掌握人工变量法的计算步骤。 

3.线性规划专题：对偶理论与灵敏度分析 

单纯形方法的矩阵描述；线性规划对偶问题；影子价格；对偶单纯形法；线

性规划灵敏度分析及其应用；理解对偶问题；影子价格；掌握对偶问题解与原问

题解之间的关系。熟练对偶单纯形法，了解灵敏度分析的方法和意义，能针对实

际问题进行灵敏度分析。 

4.运输问题 

运输问题的数学模型；产销平衡问题的表上作业法；产销不平衡的运输问题

及其求解方法。理解运输问题的求解原理，掌握运输问题的求解方法。 

5.目标规划 

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图解方法；单纯形求解方法；灵敏度分析。掌握目标

规划的建模及其求解方法。 

6.整数规划 

 整数规划特点、分枝定界法、割平面法、0—1 规划与隐枚举法、分派问

题与匈牙利法。 

7.动态规划 

多阶段决策过程及实例；动态规划基本概念和基本方程；动态规划最优性原

理；动态规划和静态规划的关系；动态规划应用举例：资源分配问题，生产与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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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问题，背包问题，设备更新问题。理解动态规划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掌握动

态规划问题基本求解方法及典型应用问题的求解方法。 

8．图与网络分析 

图的概念；树及最小生成树；最短路径问题；网络最大流问题；最小费用-

最大流问题；欧拉图，中国邮递员问题；网络计划。理解图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理

论；会将实际问题用图的语言表示出来并加以解决；熟悉最小生成树的求法，熟

悉网络最大流的求法；熟悉最短路径问题的解法；了解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

了解中国邮递员问题；熟悉网络计划的基本内容，掌握网络时间以及关键线路的

求法。 

9.决策论 

决策的基本要素、决策过程、决策的分类等。 

不确定型决策的特点，悲观主义(max min)决策准则、乐观主义(Max Max)

决策准则、等可能性(Laplace)决策准则、最小机会损失决策准则、折衷决策准

则下的决策方法。 

风险型决策的特点，最大期望值准则(Expected Monetary Value, EMV)，主

观概率方法，贝叶斯决策方法，效用理论在风险型决策中的应用。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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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机械设计（含机械原理） 

一、考试性质 

机械设计（含机械原理）是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专业理论

课程。作为选拔性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通用机械零部件综合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掌握通用机械零件的设计原理、方法和机械设计的一般规律，具有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设计通用零件和简单机械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试卷结构：机械原理部分和机械设计部分各占 50%。 

四、考试内容 

机械原理部分： 

（一）平面机械结构分析 

1．平面运动副及其分类 

2．平面机构运动简图 

3．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4．平面机构的自由度的高副低代 

5．机构的杆组分析和结构分析 

重点：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和结构分析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 

1．研究机构运动分析的目的和方法 

2．速度瞬心法及其在机构速度分析上的应用 

3．用相对运动图解法对机构进行运动分析 

4．基于解析法的机构运动分析 

重点：瞬心法、相对运动图解法和解析法对机构进行运动分析 

（三）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 

1．平面连杆机构的应用及其设计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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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及其演化 

3．平面四杆机构的主要工作特征；有存在曲柄条件、行程速度变化系数、

压力角、传动角、死点 

4．平面四杆机构的图解法设计 

5．平面四杆机构的解析法设计 

重点：平面四杆机构的解析法和图解法设计，平面四杆机构的工作特征，压

力角、传动角、行程速度变化系数的概念与计算 

（四）凸轮机构及其设计 

1．凸轮机构的应用和分类 

2．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及其运动特征 

3．按给定运动规律设计凸轮轮廓——图解法和解析法 

4．凸轮机构的基本尺寸的确定，压力角与基圆半径的关系，滚子半径选择 

重点：凸轮轮廓的图解法设计，压力角与基圆半径的关系 

（五）齿轮机构及其设计 

1．齿轮机构的应用和分类 

2．平面齿轮机构的齿廓啮合基本定律 

3．圆的渐开线及其性质 

4．渐开线齿廓的啮合及其特点 

5．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和几何尺寸 

6．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啮合过程和正确啮合条件，齿轮的安装 

7．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重合度 

8．渐开线齿轮传动的无侧隙啮合 

9．渐开线齿廓的切削加工原理 

10．渐开线齿廓的根切，标准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条件，齿轮的变位 

11．变位齿轮传动，无侧隙啮合方程 

12．平行轴斜齿圆柱齿轮 

13．蜗杆蜗轮传动 

14．锥齿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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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直齿圆柱齿轮的传动原理及传动计算，尺寸计算，重合度计算，变位

齿轮原理 

（六）轮系及其设计 

1．轮系及其分类 

2．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与应用 

3．周转轮系的传动比计算与应用 

4．复合轮系的传动比与应用 

重点：复合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七）平面机构的力分析 

1．研究力分析的目的和方法 

2．构件惯性力的确定 

3．运动副中的摩擦及运动副反力的确定 

4．机构的力分析 

重点：运动副反力的确定，机构的力分析 

（八）平面机构的平衡 

1．平衡的目的与分类 

2．刚性回转件的平衡，静平衡，动平衡 

重点：动平衡计算 

（九）机器的机械效率 

1．机械的运动和功能的关系 

2．机械的机械效率和自锁 

3．斜面传动的效率 

4．螺旋传动的效率  

重点：机械效率的分析计算 

（十）机器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 

1．研究机器运转及其速度波动调节的目的 

2．机器等效动力学模型 

3．机器运动方程 

4．机器速度波动的调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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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飞轮设计 

重点：机器等效力、力矩计算，机器速度波动的调节 

（十一）其他常用机构 

1．常用间歇运动机构的工作原理和性能 

2．万向节机构和螺旋机构的工作原理和性能 

重点：常用间歇运动机构的工作原理和性能 

机械设计部分： 

（一）机械零件的强度 

1．熟悉应力的分类、材料的疲劳特性； 

2．掌握机械零件的疲劳强度计算。 

（二）摩擦、磨损及润滑概述 

1．熟悉滑动摩擦的四种类型； 

2．熟悉磨损过程及各种磨损的现象和特点； 

3．了解润滑的方法和润滑剂的性能。 

（三）螺纹连接和螺旋传动 

1．熟悉螺纹的种类、特点及螺纹连接的类型； 

2．了解各种标准连接件； 

3．熟悉螺纹联接的预紧、防松的方法； 

4．掌握螺纹连接的强度计算、螺栓组联接的设计； 

5．熟悉螺纹联接的材料及许用应力,掌握提高螺纹联接强度的措施。 

（四）键、花键、无键连接和销连接 

1．掌握键连接的强度校核； 

2．熟悉花键连接； 

3．了解无键连接和销连接。 

（五）带传动 

1．了解带传动的分类； 

2．掌握带传动的特点、工作情况的分析及设计计算； 

3．熟悉带轮的设计、带传动的张紧、安装与防护。 

（六）链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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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链传动的特点及应用； 

2．了解传动链的结构特点、滚子链链轮的结构和材料； 

3．掌握链传动的运动特性、受力分析及设计计算； 

4．了解链传动的布置、张紧、润滑和防护。 

（七）齿轮传动 

1．熟悉齿轮传动的分类及特点； 

2．掌握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 

3．熟悉齿轮的材料及其选用原则； 

4．掌握计算载荷的有关因素及减少方法； 

5．掌握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及设计参数、许用应力的选择； 

6．掌握标准斜齿圆柱齿轮、标准锥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7．熟悉标准锥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8．了解变位齿轮传动对强度的影响。 

（八）蜗杆传动 

1．熟悉蜗杆传动的类型； 

2．掌握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计算及普通圆柱蜗杆传动

承载能力的计算； 

3．掌握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效率、润滑及热平衡计算； 

4．熟悉普通圆柱蜗杆和蜗轮的结构设计。 

（九）滑动轴承 

1．掌握滑动轴承、滚动轴承各自的特点及应用场合； 

2．了解径向滑动轴承的主要结构形式； 

3．熟悉滑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及常用材料及轴瓦结构； 

4．掌握不完全液体润滑滑动轴承的设计计算及液体动力润滑径向滑动轴承

的设计计算。 

（十）滚动轴承 

1．掌握滚动轴承的主要类型及其代号含义； 

2．掌握滚动轴承类型的选择原则； 

3．熟悉滚动轴承基本额定寿命及额定动载荷的含义； 



 13 

4．掌握滚动轴承尺寸的选择； 

5．掌握轴承装置的组合设计。 

（十一）联轴器和离合器 

1．了解各种联轴器和离合器的类型、特性及选择原则。 

（十二）轴 

1．了解轴材料的选择原则； 

2．掌握轴的结构设计； 

3．掌握轴的强度、刚度及振动稳定性的计算。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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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结构力学 A 

一、考试性质 

《结构力学 A》是为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条件的考生报考中国海洋大学

结构工程(专业代码：081402)、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工程结构方向）(专业

代码：081405)、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代码：081406)和土木工程(专业代码：085901) 

和岩土工程（专业代码：081401，设置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招生）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设置的初试考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结构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掌握

杆系结构的计算原理和方法，熟悉各类结构的受力特点和性能。具有综合运用所

学结构力学相关理论、方法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试卷结构：判断、选择、填空、计算题。 

四、考试内容 

1、结构的几何构造分析 

掌握几何构造分析的概念及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律，熟练应用几何不变体

系的组成规律进行几何分析，了解平面杆件体系自由度的计算。  

2、静定结构的受力分析 

灵活运用隔离体平衡法，熟练掌握梁和刚架内力图的作法以及桁架内力的计

算方法，掌握组合结构和拱的内力的计算方法。了解静定结构的力学特性。  

3、影响线 

了解影响线的概念。熟练掌握用静力法作静定梁和桁架内力、反力的影响线。

掌握用机动法作梁反力、内力的影响线。了解最不利荷载位置的概念和最不利荷

载位置的确定方法。了解简支梁绝对最大弯矩的计算。了解包络图的概念。 

4、虚功原理与结构的位移计算 

理解变形体虚功原理的内容及其应用，熟练掌握静定结构在荷载作用下位移

的计算方法，掌握静定结构在温度变化、支座移动影响下位移的计算方法，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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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等定理。 

5、力法 

熟练掌握力法的基本原理。掌握超静定次数的确定方法，熟练掌握用力法计

算荷载作用下常用超静定结构的内力。掌握用力法计算温度变化和支座移动下超

静定梁和刚架的内力。掌握对称结构的简化计算方法。掌握超静定结构的位移计

算方法，了解超静定结构的受力特点。 

6、位移法 

掌握位移法的基本原理，掌握等截面杆件的刚度方程及位移法的基本体系的

确定，熟练对无侧移刚架、有侧移刚架进行受力分析（内力计算并绘制内力图）

和位移的计算，熟练应用对称结构的特性进行受力分析。 

7、力矩分配法 

理解力矩分配法的概念，掌握用力矩分配法计算连续梁和无侧移刚架。 

8、矩阵位移法 

掌握单元刚度矩阵（局部坐标系、整体坐标系）、连续梁的整体刚度矩阵、

刚架的整体刚度矩阵及等效结点荷载的求解；熟悉对刚架、桁架进行整体分析；

理解组合结构整体分析。 

9、结构的动力计算 

了解动力学的概念和结构的振动自由度，熟练掌握单自由度结构的自由振动

和单自由度结构在简谐荷载作用下的强迫振动，了解单自由度结构在任意荷载作

用下的强迫振动，熟练掌握多自由度结构的自由振动，掌握多自由度结构在简谐

荷载作用下的强迫振动，了解振型分解法。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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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 结构力学 B 

一、考试性质 

《结构力学 B》是我校招收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代码：082400）学术硕士

研究生以及海洋工程（专业代码：085903）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掌握杆系结构的计算原理和方法，能够进行静定、超静定杆系结构

的强度与稳定性计算，熟练掌握力法、位移法、能量法等求解问题的方法，为硕

士研究生学习提供良好的力学基础。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试卷结构：填空题 30%，计算题 70% 

四、考试内容 

    结构几何构造分析：了解平面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律，能够对平面杆件

体系的几何构造进行分析；熟练计算平面杆件体系的自由度。 

静定结构：掌握静定多跨梁、静定桁架结构、静定刚架结构以及三铰拱的结

构分析、受力计算和内力图的绘制方法。 

虚功原理与结构位移计算：了解结构位移计算的一般公式；掌握荷载作用下

的结构位移计算方法，会使用图乘法进行结构位移计算；了解温度作用下的结构

位移计算。 

超静定结构：掌握超静定结构计算的力法和位移法原理。 

梁的弯曲：了解梁的支座及边界条件；掌握梁的弯曲微分方程及其积分。 

杆件的扭转理论：了解等截面直杆的自由扭转、薄壁构件的自由扭转等基本

的扭转计算。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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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 热工学（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 

一、考试性质 

热工学（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是能源动力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专

业理论课程。作为选拔性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

难度。 

二、考查目标 

重点考核学生对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基本定律和基本原理的掌握，常用工质

的热物理性质的了解，有关图表及计算公式的综合运用。对典型热力工程和热力

循环的计算和分析能力，对热量传递的工程问题的分析能力和热量传递工程计算

方法。掌握能源合理利用及其高效转换的基本观念。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客观题（选择，填空，判断等）占 20%左右 

主观题（简答题，分析计算题等）占 80%左右 

四、考试内容 

   （一）基本概念 

1、主要内容： 

（1）热力系。 

（2）热力状态和平衡状态。 

（3）工质的状态参数。状态方程。热力参数坐标图。 

（4）功和热量。热力过程，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热力循环。 

（5）流体的黏性。牛顿内摩擦定律。作用在流体上的力。流线与迹线。 

（6）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相似原理。量纲分析法。 

（7）伯努利方程。 

2、具体要求：  

理解热力系、理想气体、平衡状态和可逆过程的基本概念。掌握工质基本状

态参数和热效率的计算、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应用。了解热力系的分类和特点、

工质状态参数性质。掌握牛顿内摩擦定律、作用在流体上的力以及流体力学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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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和单位。理解黏性流体运动的两种状态及判别原则。理解黏性流体管内流动的

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理解各种相似准则数。掌握伯努利方程及其物理意义。 

（二）热力学第一定律 

1、主要内容： 

（1）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 

（2）内能。 

（3）热力学第一定律表达式。 

（4）焓和稳定流动能量方程。  

2、具体要求：  

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来源和本质。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在不同热力系的表

达方程、应用特点和工程计算方法、热与功的计算。理解内能、焓、比热的定义

和含义。  

（三）气体的热力性质和热力过程 

1、主要内容： 

（1）实际气体和理想气体。 

（2）理想气体的热力性质。理想气体的比热。 

（3）定容、定压、绝热和多变过程。  

2、具体要求： 

掌握理想气体的定容、定压、定温和绝热过程、多变过程的热力学计算。理

解理想气体的性质，掌握理想气体的内能和焓的计算方法。 

（四）热力学第二定律 

1、主要内容： 

（1）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及表述。 

（2）卡诺循环和卡诺定理 

（3）克劳修斯不等式 

（4）熵和孤立系熵增原理。 

2、具体要求： 



 19 

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卡诺定理、克劳修斯不等式、热力学绝对温标的内涵，

掌握状态参数熵的概念和计算、卡诺循环及其应用、孤立系的熵增原理与过程不

可逆性的联系。了解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的原因。 

（五）气体的流动和压缩 

1、主要内容： 

（1）气体在喷管中流动基本特性。 

（2）活塞式压缩机的工作过程。 

（3）多级压缩和中间冷却。 

2、具体要求： 

理解气体的等熵流动方程的热力学原理，掌握气流在喷管的绝热流动的热力

参数变化及其计算方法，以及几何条件和临界状态对喷管的绝热流动影响的分析

方法。掌握压缩机的压气过程计算。 

（六）气体动力循环 

1、主要内容： 

（1）燃气轮机循环。 

（2）内燃机循环。 

2、具体要求： 

了解气体动力循环的组成和特点。理解燃气轮机循环与内燃机循环的热力学

原理，掌握气体动力循环的分析和计算方法着重讲清一种内燃机循环。 

（七）蒸汽的性质、热力过程和热力循环 

1、主要内容： 

（1）蒸汽的定压发生过程。 

（2）蒸汽图表。 

（3）朗肯循环及提高循环热效率的途径。 

2、具体要求： 

了解水蒸气的性质，掌握水蒸气图表及其应用，掌握朗肯循环的分析和计算

方法。 

（八）制冷循环 

1、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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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逆卡诺循环。 

（2）空气压缩制冷循环 

（3）蒸汽压缩制冷循环。 

2、具体要求： 

了解产生低温的方法，理解制冷循环热力学原理，掌握制冷循环分析和计算

方法，了解提高循环制冷系数的途径。 

（九）导热 

1、主要内容： 

（1）导热的基本概念和傅力叶定律。导热系数。 

（2）通过平壁的导热。热阻。 

（3）通过圆筒壁的导热。 

（4）导热微分方程。不稳定导热过程的特点。不稳定导热过程求解方法简

述。 

2、具体要求： 

理解傅里叶定律的基本内涵，了解用此定律推演平壁、圆筒壁的稳态导热计

算公式的过程，并对比导热微分方程求解也可获得的相同结果。了解导热微分方

程的推演，掌握简单导热问题、不稳态导热问题的求解方法。 

（十）对流换热 

1、主要内容： 

（1）对流换热概说。牛顿冷却公式与对流换热系数。 

（2）速度边界层和热边界层概念。 

（3）影响对流换热的因素分析。 

（4）圆管及非圆形通道强制对流换热的特征及其实验关系式。绕掠单管、

管束强制对流换热的特征及其实验关系式。 

（5）大空间自然对流换热的特征及其实验关系式。 

（6）传热过程。 

2、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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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牛顿冷却公式的内涵及影响对流换热的各种因素。了解常用相似准则

数，了解强迫对流和自然对流换热的内容，掌握相似准则及准则方程式和应用准

则方程式求解对流换热问题。掌握传热过程的分析和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 

（十一）热辐射与辐射换热 

1、主要内容： 

（1）热辐射的本质与特征。吸收率、反射率和穿透率。黑体、灰体、黑度。

辐射力和单色辐射力。 

（2）热辐射的基本定律：普朗克定律、基尔霍夫定律、斯蒂芬－玻尔兹曼

定律。 

（3）平行壁间的辐射换热。遮热板。空腔与包物体间的辐射换热。 

2、具体要求：  

了解热辐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掌握简单几何条件下灰体间辐射换热的计算

方法。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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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工程热力学 

一、考试性质 

《工程热力学》是船舶工程（轮机工程方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的专业理论课程。作为选拔性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

适当的难度。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热能有效利用以及热能与机械能等其它能量转换规律，

掌握热力过程和热力循环的分析方法，具备运用常用工质物性公式、图表进行热

力计算以及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试卷结构：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 

四、考试内容 

（一）基本概念 

1．热力系 

2．热力状态及其基本状态参数 

3．平衡状态、状态方程、状态参数坐标图 

4．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功和热量、热力循环 

（二）热力学第一定律 

1．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 

2．热力学能和焓 

3．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基本能量方程式 

4．开口系统能量方程式 

5．能量方程式的应用 

（三）气体和蒸汽的性质 

1．理想气体的概念 

2．理想气体的比热容 

3．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焓和熵 



 23 

4．水蒸气的饱和状态和相图 

5．水的汽化过程和临界点 

6．水和水蒸气的状态参数及汽化潜热 

（四）气体和蒸汽的基本热力过程 

1．理想气体的可逆多变过程 

2．定容过程、定压过程和定温过程 

3．绝热过程 

4．理想气体热力过程综合分析 

5．水蒸气的基本过程 

（五）热力学第二定律 

1．热力学第二定律 

2．卡诺循环和多热源可逆循环分析 

3．卡诺定理 

4．克劳修斯不等式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数学表达式 

5．熵和孤立系熵增原理 

（六）气体与蒸汽的流动 

1．稳定流动的基本方程式 

2．促使流速改变的条件 

3．喷管的计算 

4．背压变化时喷管内流动过程简析 

5．绝热节流  

（七）气体动力循环 

1．活塞式内燃机实际循环 

2．活塞式内燃机的理想循环 

3．活塞式内燃机各种理想循环的热力学比较 

4．燃气轮机装置循环 

5．提高燃气轮机装置循环热效率的措施 

（八）蒸汽动力装置循环 

1．朗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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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热循环 

3．回热循环 

（九）湿空气及其热力过程 

1．湿空气的状态参数 

2．湿球温度和绝热饱和温度 

3．湿空气的焓一湿图 

4．湿空气过程及其应用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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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 工业设计综合 

一、考试性质 

《工业设计综合》是为我校招收的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初试

设置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硕士所必

须的基本素质、创新能力和培养潜能，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

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设计专业人才。

本科目作为选拔性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设计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掌握产品设计的基本方

法、掌握工业设计史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人机工程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并能

应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解决实际设计问题。 

三、考试形式 

1. 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 180分钟。 

2. 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与题型结构 

考试内容包括人机工程学、工业设计史、设计方法，试卷题型一般分为选择

题、简述及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综合快题设计等。 

四、考试内容 

 （一）人机工程学 

1．人机工程学概论 

2．人机工程学的研究方法 

3．人体尺寸与作业空间 

4．人的感觉系统——输入系统 

5．人的运动学基础——输出系统 

6．人的信息加工过程 

7．人的行为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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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的心理生理状态 

9．人的感性因素 

10．物理环境因素 

11．人文社会因素 

12．人机系统 

13．交互设计 

14．发展中的人机工程学 

（二）工业设计史 

1．工业革命前的设计 

2．1750- 1914 年的工业设计 

3．1915- 1939年的工业设计 

4．1940 年至当代的工业设计 

5．信息时代的工业设计 

（三）设计方法 

1．创造性思维 

2．创造性思维的基本规律 

3．艺术设计思维训练 

4．创造力及其开发 

5．现代设计方法与方法论研究 

6. 设计艺术形态构成 

7. 工业产品设计方法 

8. 综合系统、信息、控制论的设计方法 

9. 走向多元的设计时代。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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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试大纲 

F0901 机械工程综合 

一、考试性质 

机械工程综合是机械工程学术型和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

考试的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内容，着重考核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

能力和创新设计的思维方法等。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现代通用机电产品综合设计的基本理论、设计思想和设

计方法，掌握工程力学、机械制造基础、机械控制工程、工程测试技术基础知识

和基本方法；初步具备分析、解决机械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了解有关领域的最

新发展。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 

客观题（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填空，判断等）占 50%左右 

主观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分析计算题等）占 50%左右 

四、考试内容 

1．工程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流体力学基础） 

静力学基本概念，平面力系，点的运动学，刚体的平面运动；轴向拉压；扭

转，梁的弯曲，强度理论，组合变形；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基础（连续性方

程、伯努利方程、动量方程、动量矩方程及其物理意义和应用）；相似准则数和

相似理论；黏性流体的一维流动。  

2．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制造技术概述，机械加工方法与机械加工系统，切削原理，机械制造质量分

析与控制，工艺规程设计，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与先进制造技术。 

3．机械控制工程 

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控制系统数学模型，时域分析方法，频域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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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稳定性，控制系统的设计与校正。 

4．工程测试技术 

传感器基本原理和选用原则、信号的分类和描述、信号的分析和处理、信号

的调理和记录、测试系统构成和特性等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机械振动测试方

法。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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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02 电子技术综合 

一、考试性质 

《电子技术综合》是为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及控制工程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设置的复试考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模拟电子电路和数字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掌握其基础

知识和方法，具备运用各种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简答题、计算题、分析题、设计题。 

四、考试内容 

（一） 常用半导体器件 

1．半导体基础知识； 

2．半导体二极管； 

3．双极型晶体管； 

4．场效应管。 

（二） 基本放大电路 

1．放大的概念和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 

2．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 

3．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 

4．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 

5．晶体管单管放大电路的三种基本接法及其比较； 

6．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的三种接法。 

（三）多级放大电路 

1．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 

2．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 

3．差分放大电路； 

4．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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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成运算放大电路 

1．集成运放电路的组成及其电压传输特性； 

2．集成运放中的电流源电路； 

3．集成运放的类型及主要性能指标。 

（五）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1．频率响应的基本概念； 

2．晶体管的高频等效电路； 

3．单管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4．多级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5．集成运放的频率响应。 

（六）放大电路中的反馈 

1．反馈的概念； 

2．反馈的判断方法； 

3．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四种基本组态； 

4．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方框图和一般表达式； 

5．放大电路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的放大倍数； 

6．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 

7．负反馈放大电路的稳定性。 

（七）信号的运算和处理 

1．理想运放及其线性工作区； 

2．基本运算电路； 

3．模拟乘法器； 

4．有源滤波电路； 

5．仪表用放大器、电荷放大器、隔离放大器。 

（八）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处理 

1．正弦波振荡电路； 

2．电压比较器； 

3．非正弦波发生电路； 

4．集成运放应用电路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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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锁相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九）功率放大电路 

1．功率放大电路的特点和组成； 

2．互补功率放大电路 OCL 电路； 

3．集成功率放大电路。 

（十）直流电源 

1．直流电源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 

2．单相整流滤波电路； 

3．稳压电路的性能指标； 

4．稳压管稳压电路； 

5．串联型线性稳压电路； 

6．开关型稳压电路。 

（十一）逻辑代数基础 

1．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常用公式和基本定理； 

2．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包括真值表、逻辑式、逻辑图、波形图、卡诺

图及相互转换方法； 

3．逻辑函数的化简方法，包括公式化简法、卡诺图化简法； 

4．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及其化简。 

（十二）门电路 

1．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开关特性； 

2．最简单的与、或、非门电路； 

3．TTL 门电路的类型、典型结构、工作原理、静态特性； 

4．CMOS 反相器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静态特性； 

5．三态门、OC 门、OD 门的用法。 

（十三）组合逻辑电路 

1．组合逻辑电路在逻辑功能和电路结构上的特点； 

2．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3．几种常见的组合逻辑电路的逻辑功能和使用方法。 

（十四）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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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触发器的不同电路结构和动作特点； 

2．触发器按逻辑功能的分类及其描述方法（特性表、特性方程、图形符

号）； 

3．触发器的电路结构类型和逻辑功能类型之间的关系。 

（十五）时序逻辑电路 

1．时序逻辑电路在逻辑功能和电路结构上的特点，时序逻辑电路逻辑功

能的描述方法； 

2．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3．几种常见时序逻辑电路的逻辑功能和使用方法。 

（十六）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1．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典型电路的工作原理； 

2．555 定时器及其应用。 

（十七）数-模和模-数转换 

1．A/D 和 D/A 转换器的主要类型、基本工作原理、性能比较； 

2．A/D 和 D/A 转换器的转换精度、转化速度的表示方法，影响转换精

度和转换速度的主要因素。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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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904 土木工程综合考试 

一、考试性质 

《土木工程综合》是为我校招收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A（工程结构方向）

（专业代码：081405）、结构工程（专业代码：081402）、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

代码：081406）和土木工程（专业代码：085901）硕士研究生设置的复试考试科

目。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工程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具有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试对象为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条件的报考我校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

工程（工程结构方向）、结构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等学术型硕士和土木工程专

业硕士的考生。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工程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并能够较为熟练

地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选择题 30%，填空题 20%，简答题 30%，计算题 20%。 

四、考试内容 

   1. 了解荷载及结构抗力的有关概念，理解作用效应和结构抗力的随机性；

掌握结构的功能、极限状态等基本概念，掌握结构可靠度的基本原理；掌握结构

上的作用及作用效应的计算方法，了解荷载的代表值；理解设计基本表达式，了

解荷载、材料强度等分项系数。 

2. 掌握钢材单轴受力下的工作性能，了解钢材的冷加工性能和结构对钢材

的要求；了解影响钢材性能的一般因素和工程结构用钢材（筋）的分类。掌握单

轴受力混凝土各强度指标及关系，了解复合受力混凝土的强度特点；掌握单轴受

力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关系，理解弹性模量和变形模量等概念；掌握混凝土徐变、

收缩和膨胀等概念，了解其对结构的影响。 

3. 了解结构构件的常用连接形式；了解焊缝连接的形式及应力特点，掌握

焊缝的设计计算方法；掌握普通螺栓和摩擦螺栓连接的受力特点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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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钢受弯构件的受力全过程、破坏特征；掌握钢受弯构件强度计算方

法；掌握钢受弯构件整体稳定计算方法；掌握钢受弯构件局部稳定计算方法。 

5. 掌握混凝土受弯构件截面正应力分布的特点，受力全过程、破坏特征；

掌握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计算的基本假设和承载力计算方法。掌握混凝土弯

（剪）构件斜截面应力分布的特点，破坏特征；掌握混凝土弯（剪）构件斜截面

计算的基本假设、承载力公式的建立及应用。了解混凝土构件裂缝产生和开展的

过程和原理，理解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验算公式的建立，掌握验算方法；了解受

弯构件截面刚度的影响因素，掌握截面计算刚度和挠度的计算方法。 

6. 掌握轴心和偏心钢受压构件截面正应力分布的特点； 掌握轴心钢受压构

件的强度计算方法；掌握轴心钢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计算方法；掌握

偏心钢受压构件强度计算方法；掌握偏心钢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计算

方法。 

7. 掌握混凝土受压构件截面正应力分布的特点，受力全过程和截面破坏特

征；掌握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的建立和计算方法；了解螺

旋箍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工作原理、承载力公式的建立和计算方法；掌握混

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计算的基本假设和简化；掌握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正截

面承载力计算公式的建立和计算方法；掌握混凝土构件弯矩和轴力相关曲线的概

念和应用。掌握受压（剪）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计算方法。 

8. 掌握轴心和偏心受拉构件截面正应力分布的特点；掌握钢结构轴心和偏

心受拉构件的受力全过程、破坏特征和强度计算；掌握混凝土结构轴心和偏心受

拉构件的受力特点、破坏特征和承载力计算。 

9. 了解梁板结构的布置原理；掌握混凝土（单向板）梁板结构内力计算的

弹性和塑性方法。 

10. 了解单层厂房的常用结构类型，熟悉混凝土排架结构和钢门式刚架结构

厂房的组成、布置及各部分的作用；熟悉厂房结构的荷载传递路线，掌握荷载计

算方法和排架结构、刚架结构内力分析方法；熟悉分析模型选取的合理性、适用

范围和结构的空间作用性能。 

11. 熟悉框架结构的布置方式以及与楼盖布置方案的关系；了解框架结构的

平面规则性和竖向规则性；熟悉框架梁柱构件截面尺寸的估算方法。熟悉框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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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内力分析模型选取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掌握框架结构在竖向和水平荷载下的

内力分析方法。理解框架的 P—Δ效应，了解二阶分析方法。掌握框架梁柱控制

截面的内力组合方法；熟悉混凝土框架梁柱、钢框架梁柱构件的设计方法。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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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05 工程项目管理 

一、考试性质 

《工程项目管理》是为我校招收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B（工程管理方向）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设置的复试考试科目。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

理论和现代工程项目管理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具有解决工程项目管理实际问题

的基本能力。 

考试对象为符合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条件的报考我校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 B（工程管理方向）专业的考生。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工具，并能够较为熟

练地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工程项目管理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选择题 30%，简答题 20%，计算题 50%。 

四、考试内容 

1.概论 

了解工程项目和工程项目管理的含义；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类型和任务；熟

悉工程项目管理的国内外背景和发展趋势；了解建设监理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任

务。 

2.项目管理的组织理论 

掌握组织结构模式、管理任务分工、管理职能分工、工作流程组织、工程项

目结构；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业主方项目管理模式；了解工程项目管

理规划与工程项目组织设计。 

3.项目策划 

了解项目策划的基本概念、项目环境调查与分析；掌握项目决策策划的工作

内容；熟悉项目实施策划的工作内容。 

4.工程项目目标控制基本原理 

掌握动态控制原理、PDCA 循环原理；熟悉动态控制原理在项目进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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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控制、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掌握进度、投资、质量目标控制中的纠偏措施；

理解风险、风险管理的概念；熟悉工程项目的风险因素、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

控制的方法。 

5.工程项目采购管理 

熟悉采购的原则和方式；掌握工程项目采购的基本模式（含义、特点）。 

6.工程项目投资控制 

掌握工程项目投资费用组成；掌握投资控制的含义、原理；熟悉工程项目各

阶段投资控制的任务和措施；熟悉设计阶段投资控制的意义和技术方法；了解项

目投资规划的概念和作用；了解项目投资规划的主要内容；了解项目投资规划编

制的依据和方法。 

7.网络计划技术与工程项目进度管理 

了解网络计划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分类和特点；掌握双代号网络计划，双代

号时标网络计划，单代号网络计划，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的绘制与时间参数的计

算（或确定）方法；了解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种类、编制方法；了解工程项目总

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内容、工作步骤；掌握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检查与调整的方

法；熟悉建设项目进度控制的含义、目的和任务；掌握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方法。 

8.工程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 

熟悉工程项目参与各方的质量责任和义务；掌握工程项目施工质量控制的内

容和措施；掌握工程项目施工质量验收的概念、划分、程序和合格标准；熟悉工

程项目质量统计分析方法；了解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和施工

安全技术措施，安全检查；熟悉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的主要类别，建筑施工安全管

理的检查评价。 

9.工程项目信息管理 

了解信息的含义和类别；熟悉信息管理的含义和原则；了解建设项目信息管

理的过程和内容；掌握档案资料概念与特征、管理职责、分类；熟悉建设项目档

案资料编写质量要求、验收与移交；了解信息化的内涵、产生的背景；熟悉信息

化的含义；了解建设项目管理信息化的含义、意义；熟悉建设项目管理信息化实

施的组织、管理、方法、手段。 

10.工程设计准备、设计阶段的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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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设计任务的委托方式；熟悉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的类型、内容；了解工程

设计过程特点；熟悉设计阶段的项目管理类型；了解设计阶段项目管理工作内容；

了解设计竞赛；掌握设计任务的委托方式及合同结构；了解设计合同的签订、设

计阶段合同管理任务、设计合同索赔管理；熟悉设计阶段投资控制、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了解设计协调的内涵、方法，了解设计阶段信息管理任务、设计文件

的分类与编码、了解设计文件管理。 

11.工程施工阶段的项目管理  

掌握施工阶段项目管理目标和任务；熟悉工程合同价款的约定与变更；掌握

工程价款结算方法（工程预付款的拨付和扣回、工程进度款结算与支付）；熟悉

工程竣工结算；掌握施工阶段费用索赔与工期索赔实施程序与计算方法；熟悉工

程竣工验收条件和要求、程序；了解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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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06 理论力学 

一、考试性质 

《理论力学》为我校招收的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海洋能专业学术型和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设置的考试科目。理论力学研究物体机

械运动的一般规律，其基础力学定理与方程具有普遍意义，在工程实际中有广泛

的应用，是进一步开展复杂结构在不同环境要素激励下力学特征分析的理论基

础。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理论力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掌握理论力学的基本

方程与计算方法，并能利用这些公式与方法，完成典型工程问题的受力分析及计

算求解。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概念分析题 40%，计算题 60%。 

四、考试内容 

    静力学公理和物体的受力分析、平面力系、空间力系、摩擦、点的运动学、

刚体的简单运动、点的合成运动、刚体的平面运动、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动

量定理、动量矩定理、动能定理、达朗贝尔原理、虚位移原理等。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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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07 船舶结构力学 

一、考试性质 

船舶结构力学是我校招收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代码：082400）学术硕士研

究生以及海洋工程（专业代码：085903）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复试考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掌握杆系、板结构的计算原理和方法，了解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

工程背景，能熟练运用力法、位移法、能量法等求解杆、板及简单板架的弯曲问

题及稳定性问题，为硕士研究生学习提供良好的力学基础。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和问答题 20%，计算题：80% 

四、考试内容 

    静定结构：熟练掌握静定多跨梁、静定桁架结构、静定刚架结构、三铰拱

以及组合结构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单跨梁弯曲理论：掌握梁弯曲微分方程、边界条件及初参数解法；掌握弯曲

要素表法、叠加原理；掌握梁复杂弯曲微分方程和解法。 

杆件的扭转理论：掌握等截面直杆的自由扭转，薄壁构件的自由扭转等计算。 

力法：掌握力法的基本原理；弹性支座、弹性固定端和固定系数的实际概念，

结构的简化；用力法求解弹性支座和刚性支座上连续梁、刚架以及板架的方法。 

位移法：掌握位移法的基本原理；用位移法求解连续梁、刚架以及板架的方

法。 

矩阵位移法：掌握矩阵位移法的基本思想；杆件刚度方程；结构刚度方程。 

矩形板的弯曲理论：了解板的筒形弯曲，板的平面弯曲等。 

杆及板的稳定性：了解单跨杆、多跨杆和甲板板架的稳定性；了解板的中性

平衡微分方程；了解板稳定性的能量法；了解板的后屈曲性能。。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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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09 动力工程专业综合 

一、考试性质 

动力工程专业综合是能源动力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的专业综合能

力笔试。作为选拔性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考查目标 

重点考核学生对《工程流体力学》、《大学物理》、《机械设计基础》、《工程图

学》《工程测试技术》的基本定律、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有关图表及计

算公式的综合运用以及对典型问题的计算和分析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选择 20%，计算题 80% 

四、考试内容 

（一）工程流体力学 

1.流体静力学 

（1）流体静压强及其特性。流体的平衡微分方程。等压面及其微分方程。 

（2）重力作用下的液体平衡。绝对压强、相对压强、真空。测压原理及方

法。 

（3）液体的相对平衡。静止液体作用在固体壁面上的总压力。 

2.流体动力学基础 

（1）研究流体流动的两种方法。流动类型。流线和迹线。系统、控制体、

输运公式。 

（2）一维流动的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动量矩方程；能量方程；伯努利

方程。 

3.黏性流体的一维流动 

（1）黏性流体总流的伯努利方程。 

（2）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层流和紊流。沿程损失系数的实验研究。 

（3）圆管中的层流流动。 

4.相似原理和量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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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几何相似；运动相似；动力相似。 

（2）重力相似准则；黏性力相似准则；压力相似准则；弹性力相似准则。 

（3）物理方程量纲一致性原则。 

（二）大学物理 

1.物体运动的描述 

（1）确定质点位置的方法，质点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2） 用直角坐标表示质点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用自然坐标表示平面曲

线运动 

（3）圆周运动，不同坐标系变换。 

2.牛顿运动定律 

（1） 牛顿三定律 

（2）力学中常见的力 

（3）运动定律应用 

3.功和能 

（1）功，几种常见的功 

（2）动能定理，势能 机械能守恒 

（3）能量守恒 

4.冲量和动量 

（1）质点动量定理 

（2）质点系动量定理 

（3）质点系动量守恒 

（4）质心运动定理 

5.刚体 

（1）刚体和刚体运动； 

（2）力矩； 

（3）定轴转动； 

（4）动量矩 

6.机械振动基础 

（1）简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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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谐振动的合成； 

（3）阻尼和受迫运动 

7.真空中的静电场 

（1）库仑定律， 电场强度，电通量 

（2）电势能，电势 电势差，等势面 

（3）电容，静电场 

8.真空中稳恒磁场 

（1）磁感应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 

（2）磁场高斯定理 

（3）安培环路定理 

（4）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 

9.介质中的电场和磁场 

（1）电介质的极化，介质中的电场强度 

（2）介质中的高斯定理 

（3）磁介质的分类，顺磁和抗磁的微观解释，磁介质中的环路定理 

（4）铁磁质 

10.电磁感应和电磁场 

（1）电磁感应基本定律，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自感和互感 

（2）磁能，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 

11.机械波 

（1）机械波的产生和传播，平面简谐波 

（2）波的能量，惠更斯原理 

（3）波的干涉，驻波，多普勒效应 

（三）机械设计基础 

1.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运动副及其分类、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平面机构的自由度等。 

2.平面连杆机构 

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形式、特性和演化、铰链四杆机构有整转副的条件等。 

3.凸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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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机构的应用和类型、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压力角、设计方法等。 

4.齿轮机构 

齿轮机构的特点和类型、齿廓实现定角速比传动的条件、渐开线标准齿轮（啮

合、切齿原理、根切、最少齿数、变位齿轮）、平行轴斜齿轮机构、圆锥齿轮机

构等。 

5.轮系 

轮系类型、定轴轮系及传动比、周转轮系及传动比、复合轮系及传动比等。 

6.机械零件设计概论 

机械零件设计概述、机械零件强度、接触强度、耐磨性、机械制造常用材料

及其选择、机械零件技术要求、工艺性、标准化等。 

7.联结 

螺纹参数、螺旋副受力分析、效率和自锁、机械制造常用螺纹、螺纹联结的

基本类型及螺纹紧固件、螺纹联结的预紧和防松、螺栓联结的强度计算、螺栓的

材料和许用应力、提高螺栓联结强度的措施、键连接和销联结等。 

8.齿轮传动 

齿轮的失效形式、齿轮材料及其热处理、齿轮传动精度、直齿圆柱齿轮传动

的作用力及计算载荷、齿面接触强度计算、轮齿弯曲强度计算、斜齿圆柱齿轮传

动、直齿圆锥齿轮传动、齿轮的构造、齿轮传动的润滑和效率等。 

9.蜗杆传动 

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圆柱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蜗杆传动的

失效形式、材料和结构、受力分析、强度计算、效率、润滑和热平衡计算等。 

10.带传动和链传动 

带传动的类型和应用、受力分析，带的应力分析，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和传动

比、V 带传动的计算、V 带轮的结构；链传动的特点和应用、链条和链轮、链传

动的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主要参数及其选择、滚子链传动的计算、链传动的润

滑和布置等。 

11.轴 

轴的功用、类型、材料、结构设计、强度计算等。 

12.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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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轴承的摩擦状态、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轴瓦及轴承材料、润滑剂和润

滑装置、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计算、动压润滑的基本原理、液体动压多楔轴承

等；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代号、选择计算、润滑和密封、组合设计等。 

（四）工程图学 

1.理论考试部分 

（1）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2）组合体的画图、读图及尺寸标注。 

（3）表示机件的图样画法,如视图，剖视，断面图，简化画法和其他规定画

法。 

（4）零件图的阅读和绘制方法、机械零部件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基本理论、

测量误差和测量数据处理方法、零件表面粗糙度、常用计量器具的工作原理。 

（5）装配图的绘制、读图及拆绘零件图。 

2.技能考试部分 

（1）常用测绘仪器的基本操作能力 

（2）机械零部件的几何参数测绘方法 

（3）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选择和标注方法 

（4）表面粗糙度的选择和标注方法 

（5）根据测绘数据，徒手绘制零件草图 

（6）根据测绘数据，徒手绘制机械部件的装配示意图 

（7）常用计算机绘图软件的操作能力：二维图纸的计算机绘制（AUTOCAD

绘图软件），完成指定零部件的零件建模和装配体建模 

（五）工程测试技术 

 1.信号及其描述 

信号的分类；信号的描述方法；周期信号的三角函数展开；瞬变信号的傅里

叶变换；傅里叶变换的主要性质。 

2.信号的分析与处理 

信号的时域分析；信号的相关分析；采样定理；截断、泄漏和窗函数。 

3.测试系统的特性 

测试系统的静态特性；测试系统的动态特性；实现不失真测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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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用传感器 

传感器的选用原则；电阻、电感、电容式传感器。压电、热电传感器。 

5.信号的调理与记录 

电桥；调制与解调；滤波器。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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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10 轮机工程专业综合 

一、考试性质 

轮机工程专业综合为我校招收的船舶工程（轮机工程方向）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入学复试设置的考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重点考核考生对材料力学、流体力学、自动化基础、工程测试技术基本概念

和基本原理的掌握，要求考生能熟练利用相关知识点对典型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与

设计。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 

四、考试内容 

（一）材料力学：杆件的拉伸、压缩、剪切的强度计算；圆轴的扭转强度及刚度

计算；梁的受力分析（剪力、弯矩等）、强度计算及刚度计算；四个强度理论；

组合变形。 

（二）流体力学基础：流动类型、系统和控制体的概念；连续性方程、伯努利方

程、动量方程、动量矩方程及其物理意义和应用；相似原理和量纲分析；黏性流

体的一维流动。  

（三）自动化基础：反馈系统的概念；闭环系统传递函数；PID 控制；Nyquist 稳

定判断。 

（四）工程测试技术：信号的分类及描述方法；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展开；信

号的傅里叶变换；傅里叶变换的主要性质；信号的相关分析；采样定理；截断、

泄漏和窗函数；系统静态特性、动态特性。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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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11 专业综合设计 

一、考试性质 

专业综合设计是工业设计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的专业综合能

力笔试。作为选拔性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考查目标 

重点考核学生对设计问题分析能力、产品结构设计与表达、产品手绘效果图

表现的基本能力的掌握。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产品手绘，主观题 100%。 

四、考试内容 

（1）产品设计问题分析 

（2）产品结构设计 

 （3）手绘工具和基础线条 

   （4）透视基础 

（5）产品形体塑造 

（6）形体与光影的表达 

（7）马克笔、色粉运用技巧。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