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7： 

青海大学 2022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 

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院系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备注 
    

青海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907 机械设计基础 
1、绘图工具 

2、使用无记忆功能计算器 
     

说明栏：各单位自命题考试科目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请

在说明栏里加备注。 

 

青海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机械设计基础》考试大纲 

命题院系（盖章）：青海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907  机械设计基础 

一、考试目标  

《机械设计基础》考试大纲适用于青海大学机械工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1）考查考生对常用机构的结构及其运动学、动力学特

性的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 

（2）考查考生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类型、应用、结构

特点、失效形式和设计等方面的计算能力。 

二、考试形式及结构                          

《机械设计基础》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机械原理”部分 

1、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考试内容：平面机构的运动副及其分类；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平

面机构的自由度：自由度和约束的概念，自由度计算公式和自由度

计算注意事项。 

考试要求： 

[1]掌握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方法及机构运动简图的画法； 

[2]掌握平面机构的组成原理、平面机构的结构分类； 

[3]掌握平面机构中速度瞬心位置的确定及利用瞬心法对平面机构

进行运动分析。 

2、平面连杆机构 

考试内容：平面连杆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应用；铰链四杆机构的

曲柄存在条件；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和设计。 

考试要求： 

[1]了解各种类型的平面连杆机构的名称及其演化； 

[2]掌握四杆机构曲柄存在条件、极位夹角、行程速比系数、压力

角、传动角、最小传动角、死点等概念；  

[3]掌握平面连杆机构的设计方法。 

3、凸轮机构 

考试内容：凸轮机构的应用和类型；从动件常用的运动规律；图

解法设计凸轮轮廓曲线；设计凸轮机构应注意的问题。 

考试要求： 

[1]掌握凸轮机构的应用和类型； 

[2]掌握根据从动件的运动规律； 

[3]掌握凸轮轮廓曲线的设计（图解法）。 

4、齿轮机构 



考试内容：齿轮机构的特点和类型；齿廓啮合基本定律；渐开线

齿廓，渐开线齿廓的形成和特点，渐开线齿廓满足定传动比传动的

要求；齿轮各部分的名称及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基本尺寸；渐开线标

准齿轮的啮合：正确啮合的条件，标准中心距，重合度；渐开线齿

轮的切制原理：成形法，范成法，其他方法；变位齿轮基本概念；

平行轴斜齿轮机构：斜齿轮的各部分的名称和几何尺寸的计算，斜

齿轮的重合度、斜齿轮的当量齿数，斜齿轮的优缺点；圆锥齿轮机

构：圆锥齿轮概述，背锥和当量齿数，尺寸计算。 

考试要求： 

  [1]掌握齿轮机构的特点和类型； 

  [2]掌握齿廓啮合基本定律； 

[3]掌握齿轮各部分名称及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基本尺寸； 

  [4]掌握齿轮的切制原理； 

  [5]掌握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 

  [6]理解变位齿轮的概念。 

5、轮系 

考试内容：轮系的类型；定轴轮系及其传动比；周转轮系及其传

动比，周转轮系的组成，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混合轮系及其传

动比；轮系的应用。 

考试要求： 

  [1]掌握轮系的类型和应用； 

  [2]掌握定轴、周转、混合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6、间歇运动机构   

考试内容：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各种棘轮机构；槽轮机构的工

作原理与运动特性。 



考试要求：  

[1]了解常用间歇机构的类型、特点、工作原理及应用；  

[2]理解棘轮机构和槽轮机构的设计要点、运动系数及运动特性。 

7、机械运转速度波动的调节   

考试内容：机械运转速度波动调节的目的和方法；飞轮设计的近

似方法；飞轮主要尺寸的确定。 

考试要求：  

[1]了解机械运转速度波动调节的目的和方法；  

[2]掌握飞轮设计方法。 

8、机械运转速度波动的调节   

考试内容：回转件的平衡目的；回转件的平衡计算；回转件的平

衡试验。 

考试要求：  

[1]了解回转件的平衡目的及平衡试验；  

[2]掌握回转件的平衡计算。 

  第二部分 “机械设计”部分 

1、联接 

考试内容：螺纹参数，螺纹副的受力分析、效率和自锁；机械制

造常用的螺纹；螺纹联接的基本类型及螺纹紧固件；螺纹联接的预

紧；拧紧力矩；螺纹联接的防松；松螺栓联接强度计算、紧螺栓联

接强度计算；螺栓的材料和许用应力；提高螺栓联接强度的措施；

键联接的类型；平键联接的强度校核；花键联接；销联接。 

考试要求： 

[1]了解螺纹联接的基本类型及预紧和防松的方法； 

[2]掌握螺纹联结的类型、预紧和防松、螺栓的强度计算、提高强

度的措施； 



[3]了解其他各种联接。 

2、带传动和链传动 

考试内容：带传动的类型和应用；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带的应力

分析；带传动弹性打滑和传动比；V带轮的结构；链传动的特点和

应用。 

考试要求： 

[1]了解带传动的主要类型、工作原理、特点、参数和应用； 

[2]掌握带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设计准则、影响功率传递的各项

因素； 

[3]掌握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应力分布、弹性滑动和打滑等； 

[4]掌握带传动的设计计算方法； 

[5]理解滚子链传动的特点、类型及应用； 

3、齿轮传动 

考试内容：齿轮的失效形式；齿轮的材料和热处理；齿轮的传动

精度；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作用力及计算载荷；直齿圆柱齿轮的齿

面接触强度的计算；直齿圆柱齿轮的轮齿弯曲强度的计算；齿轮的

构造；齿轮传动的润滑和效率；斜齿轮传动：斜齿轮的作用力,斜齿

轮的强度计算；圆锥齿轮机构：直齿圆锥齿轮传动，齿轮上的作用

力，强度计算。 

考试要求： 

[1]掌握齿轮传动中常见的失效形式及相应的强度设计计算准则； 

[2]掌握直齿、斜齿、圆锥齿等各种类型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 

[3]掌握齿轮设计中的强度计算方法。 

4、蜗杆传动 



考试内容：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尺寸

计算；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材料和结构；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

蜗杆传动的强度计算；蜗杆传动的效率、润滑和热平衡计算。 

  考试要求： 

[1]掌握蜗杆传动的特点，主要参数及几何尺寸 

[2]掌握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 

[3]掌握蜗杆传动的强度计算； 

[4]掌握蜗杆传动的效率、蜗杆传动的润滑和热平衡计算。 

5、轴 

考试内容：轴的功用、类型和材料；轴的结构设计：轴上零件的

装配，轴上零件的定位，轴的尺寸的确定，轴的结构工艺；轴的强

度计算：按扭转强度计算，按弯扭合成强度计算。 

考试要求： 

[1]了解轴的类型； 

[2]掌握一般阶梯轴的结构设计方法； 

[3]掌握轴系结构设计。 

6、滑动轴承 

考试内容：摩擦状态；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向心滑动轴承，推

力滑动轴承；轴瓦和轴承衬材料；润滑剂和润滑装置；动压润滑形

成原理。 

考试要求： 

[1]理解滑动轴承的特点和应用； 

[2]理解各类轴承的结构和材料。 

7、滚动轴承 



考试内容：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和特点，承载能力，极限转速，

角偏差；滚动轴承的代号；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和计算：失效形

式，轴承寿命概念；额定动载荷及寿命计算；角接触向心轴承轴向

载荷的计算，当量动载荷的计算；额定静载荷；滚动轴承的润滑和

密封。 

考试要求： 

[1]掌握滚动轴承的分类、代号、主要性能并会选用； 

[2]掌握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基本额定静载荷等重要

概念，掌握轴承寿命计算； 

[3]掌握角接触向心轴承的轴向载荷及当量动载荷的分析和计算。 

8、弹簧 

考试内容：弹簧的分类、特性、结构及加工；圆柱螺旋弹簧的尺

寸、应力、参数、特性曲线及设计。 

考试要求：  

[1]了解弹簧分类、结构特点、加工方法及应用； 

[2]理解弹簧的应力与变形、弹簧主要特性参数的定义和取值及对

弹簧性能的影响。 

[3]理解螺旋弹簧的设计计算方法。 

四、考试要求 

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机械设计基础》为闭卷，笔试，考

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答案必须写在答题

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机械设计基础》，杨可桢、程光温、李仲生、钱瑞明主

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