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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学与热处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题型  

1、名词解释 

2、简答题 

3、论述题 

4、综合分析题 

二、考试参考用书 
《金属学与热处理》，崔忠圻、刘北兴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
版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金属学原理 

第一章 金属及合金的晶体结构 

了解：了解位错的运动以及面缺陷；位错的弹性性质以及实际晶体结构中的位错。 

掌握：掌握晶体学基础、金属的晶体结构以及合金相结构；晶体缺陷，包括点缺

陷、线缺陷、位错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金属的结晶 

了解：结晶的基本规律； 
掌握：形核、长大以及晶粒大小的控制。 

第三章 固态金属中的扩散 

了解：扩散的宏观规律以及扩散的微观机制； 
掌握：影响扩散的因素。 

第四章 二元相图和合金的结晶 

了解：铁碳合金中碳的存在形式，二元相图的基本类型—匀晶相图、共晶相图、

包晶相图；  
掌握：Fe-Fe3C相图及铁碳合金。 

第五章 三元合金相图 

了解：成分表示方法，三元匀晶相图、固态有限互溶、固态互不溶解的三元共晶

相图和包共晶三元相图；  

第六章 金属及合金的塑性变形 

了解：应力-应变曲线，多晶体及合金的塑性变形； 
掌握：单晶体的塑性变形规律，塑性变形对金属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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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回复与再结晶 

了解：金属的热加工。 
掌握：回复、再结晶以及晶粒长大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二部分 热处理原理及工艺 

第一章 钢中奥氏体的形成 

了解：连续加热时奥氏体的形成规律。 

掌握：奥氏体的组织结构和性能、奥氏体的形成机制以及奥氏体晶粒度概念、长

大机制、影响因素和控制途径；  

第二章 过冷奥氏体冷却转变图 

了解：过冷奥氏体连续冷却转变图（CCT图）的建立、分析。 

掌握：过冷奥氏体等温冷却转变图（TTT图）的建立、分析以及影响因素。 

第三章 珠光体转变 

了解：亚（过）共析钢珠光体的形成；发生先共析转变的条件及先共析相的形态；

钢中魏氏组织的形成； 

掌握：珠光体的组织形态、结构与性能以及珠光体的形成机制；影响珠光体转变

动力学因素和珠光体的机械性能；  

第四章 马氏体相变 

了解：影响马氏转变的动力学因素；马氏体转变的热力学条件； 

掌握：马氏体晶体结构以及转变的主要特征，影响马氏体(板条马氏体和片状马

氏体)的形态、内部亚结构的因素；Ms点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马氏体的机械性

能；奥氏体稳定化。 

第五章 贝氏体转变 

了解：贝氏体的转变机制和贝氏体的机械性能。 

掌握：贝氏体转变的基本特征；贝氏体(B 上和 B 下)的组织形态；  

第六章 淬火钢回火时的转变 

掌握：淬火钢回火时的组织转变规律，包括碳原子在马氏体内的偏聚、马氏体分

解-回火马氏体、残余奥氏体的转变及二次淬火、碳化物的转变及二次硬化；α

相的回复与再结晶碳化物聚集球化；掌握淬火钢回火时机械性能的变化；回火脆

性及防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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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钢的热处理工艺 

一．钢的普通热处理退火   

掌握：钢的退火与正火的区别及其工艺应用；各种淬火、回火方法及其工艺参数

的确定；淬火与不同温度回火相配合对钢的组织性能的影响及应用；掌握钢的淬

透性、回火稳定性、淬火内应力、淬火变形、开裂的概念；   

二．钢的表面热处理及化学热处理 

了解：钢的表面及化学热处理的基本原理，钢的氮化工艺、特点及应用； 
掌握：钢的表面淬火、渗碳对组织、性能的影响及应用。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考试大纲 

一、考试题型  

1、名词解释 

2、简答题 

3、计算题 

4、判断题 

5、程序题 

二、考试参考用书 

《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杨光友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年 2月第 1版  

三、考试内容 

第 1章  单片微型计算机概述 

了解：单片微型计算机发展概况；微型计算机系统概念。 

熟悉：单片机的特点；计算机中数的表示形式。 

    掌握：计算机中数和字符的编码；计算机中的数制及数的转换。 

第 2章  MCS-51 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了解：了解MCS-51引脚功能；了解输入/输出（I/O）端口结构。 

熟悉：熟悉由MCS-51输入输出引脚构成的扩展总线结构。 

掌握：掌握MCS-51内部结构和原理框图，掌握其存储器组织和专用功能寄

存器的名称、作用。 

第3章  MCS-51单片机指令系统 

了解：了解指令的机器码。 

    熟悉：熟悉汇编语言的格式。 

    掌握：掌握 MCS-51 单片机的寻址方式；掌握 MCS-51 的指令系统；掌握

MCS-51的指令分类；掌握MCS-51的各条指令及其寻址方式。 

第4章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了解：了解程序设计语言的分类。 

熟悉：熟悉汇编语言的语句结构；熟悉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步骤；熟悉子程序  

结构及其应用。 



 

 

掌握：掌握常用伪指令的使用；掌握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循环结构程序设

计方法；掌握查表程序的设计方法。 

第 5章 定时/计数器与中断系统 

   了解：了解MCS-51的中断系统。 

熟悉：熟悉 MCS-51 定时器/计数器结构、控制寄存器以及工作方式，能够

对定时器/计数器进行初始化设置。 

掌握：掌握中断、中断源、中断优先级、中断嵌套的概念；掌握MCS-51中

断系统、中断控制以及中断源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 

第 6章 MCS-51单片机系统扩展技术 

了解：了解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 

熟悉：熟悉MCS-51外部扩展功能；熟悉输入/输出口扩展技术。 

掌握：掌握程序存储器扩展技术；掌握数据存储器扩展技术。 

第7章  串行通信及其接口 

了解：了解MCS-51 的串行接口原理和工作方式；了解多机通信接口。 

熟悉：熟悉主从机间的通信。 

掌握：掌握串行通信方式；掌握串行口控制器的设置方法。 

第 8章  MCS-51单片机的人机界面接口技术 

了解：了解打印机接口；了解拨码盘及语音接口；了解 LCD显示器接口。 

熟悉：熟悉键盘工作原理；熟悉键盘工作方式及扫描方式。 

掌握：掌握 LED 显示器结构、原理、显示方式；掌握 8155、8279 在键盘/

显示器接口电路中的应用。 

第 9章 MCS-51与 D/A及 A/D转换器接口 

了解：了解 D/A及 A/D转换器原理；了解 DAC0832内部结构。 

熟悉：熟悉 D/A转换器性能指标；熟悉 A/D接口设计要点。 

掌握：掌握 MCS-51与 D/A及 A/D的接口；掌握逐次逼近型 A/D转换器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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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热力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题型  

1、名词解释 

2、简答题 

3、论述题 

4、综合分析题 

二、考试参考用书 

《工程热力学》，陶文铨  李永堂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 基本概念 

掌握：热力系、平衡状态、准平衡过程、可逆过程等基本概念，状态参数的特征和基本

状态参数的定义与单位，热量和功量的特征及可逆过程的热量、功量的计算。  

第二章 热力学基本定律 

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和实质。 

熟悉：热力学能、焓、熵、体积功、轴功、流动功、有用功、技术功等基本概念。 

掌握：各种热力系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能量方程及其应用，卡诺循环和卡诺定理，孤立系

熵增原理及其应用。 

第三章 工质的热力性质 

了解：理想气体的性质、状态方程及其应用，湿空气的状态参数。 

熟悉：水蒸气定压下的产生过程及其状态参数，蒸气的热力性质图表，湿空气的焓湿图。 

掌握：理想气体及理想气体混合物的热力学能、焓、熵的计算。  

第四章 工质的热力过程  
熟悉: 压气机单级活塞式的工作过程及耗功分析，一元稳定流动的基本方程。 

掌握：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的计算及其在坐标图上的表示，多级压缩中间冷却的压缩过程，喷管的热

力计算。 

第五章 热力循环与热工设备简介 

了解：内燃机的工作过程与原理 

熟悉：蒸气压缩式制冷循环 

掌握：内燃机的理想循环、提高循环效率的方法和途径。 



 

 

《机械设计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题型  

1、计算题 

2、分析、作图与简答题 

3、改错题 

二、考试参考用书 

《机械设计基础》，杨可桢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版  

三、考试内容 

绪论 

了解：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所学内容 

熟悉：机器的组成部分，区分机器和机构 

掌握：机器、机械、机构、构件、零件的概念  

第一章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了解：空间机构自由度的计算，瞬心的概念和瞬心的确定方法 

熟悉：运动副、低副、高副的概念，运动副和构件的表示方法，虚约束、复

合铰链和局部自由度 

掌握：低副、高副的判断方法，机构运动简图绘制，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第二章 平面连杆机构 

了解：平面连杆机构的应用场合 

熟悉：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 

掌握：判断平面连杆机构的类型，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作图表示平面

连杆机构的主要参数，设计简单的平面连杆机构 

第三章 凸轮机构 

了解：凸轮机构类型及应用 

熟悉：常用的从动件运动规律，反转法设计原理 

掌握：凸轮轮廓曲线的设计方法，作图表示凸轮的参数 

第四章 齿轮机构 

了解：齿轮机构的特点和类型，渐开线齿轮的切齿原理 

熟悉：齿廓实现定角速比传动的条件，渐开线齿廓的形成和特性，根切、最



 

 

少齿数及变位齿轮，斜齿轮和锥齿轮与直齿轮的差别 

掌握：齿轮各部分名称及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基本尺寸；渐开线标准齿轮的正

确啮合条件、连续传动条件和标准安装条件 

第五章 轮系 

了解：轮系的应用 

熟悉：轮系的类型 

掌握：定轴轮系及其传动比、周转轮系及其传动比、复合轮系及其传动比的

计算方法，包括传动比大小和方向 

第六章 间歇运动机构 

了解：常见间歇运动机构的类型 

第七章 机械运转速度波动的调节 

了解：机械非周期性速度波动及其调节 

熟悉：机械的周期性速度波动及其调节 

第八章 回转件的平衡 

了解：平衡的分类及平衡方法 

熟悉：平面机构的平衡 

第九章 机械零件设计概论 

了解：机械零件设计概述、机械零件的强度、机械零件的接触强度、机械零

件的耐磨性、机械制造常用材料及其选择 

熟悉：机械零件设计的基本设计准则 

掌握：应力的种类 

第十章 连接 

了解：螺栓的材料和许用应力，螺旋副的受力分析、效率和自锁，螺纹紧固

件，花键连接 

熟悉：机械制造常用螺纹，螺纹连接的基本类型，螺纹连接的预紧和防松方

法，键连接的类型和强度计算 

掌握：螺栓连接的强度计算 

第十一章 齿轮传动 

了解：齿轮材料及热处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计算载荷，齿轮的构造，齿



 

 

轮传动的润滑和效率，斜齿轮和锥齿轮的强度计算 

熟悉：软硬齿面齿轮的区别，齿轮参数的选取方法 

掌握：齿轮的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直齿、斜齿和锥齿圆柱齿轮传动的作用

力，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强度计算 

第十二章 蜗杆传动 

了解：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蜗杆传动的几何尺寸，蜗杆传动的强度计算 

熟悉：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材料 

掌握：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蜗杆传动的作用力 

第十三章 带传动和链传动 

了解：带传动的类型和应用 

熟悉：V带传动的设计计算 

掌握：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应力分析及失效形式，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和打滑、

V带轮的结构，V带传动主要参数的选取，弹性滑动和打滑的区别与联系 

第十四章 轴 

了解：轴的功用和材料，轴的刚度计算 

熟悉：轴的类型 

掌握：轴的结构设计，轴的强度计算 

第十五章 滑动轴承 

了解：摩擦状态，轴瓦及轴承衬材料，润滑剂和润滑装置 

掌握：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计算 

第十六章 滚动轴承 

了解：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和特点，滚动轴承的润滑和密封，滚动轴承的组

合设计 

熟悉：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 

掌握：滚动轴承的代号，向心推力轴承的设计计算 

 



 

 

《机械原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题型  

1、简答题 

2、填空题 

2、作图题 

3、计算题 

4、综合分析题 

二、考试参考用书 

《机械原理》，孙桓、陈作模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月 第七版  

三、考试内容 

第二章 机构的结构分析 

了解：空间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熟悉：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平面机构的组成原理及高副低代，平面机

构的结构分类及结构分析； 

掌握：平面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第三章：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 

了解：用解析法作机构的运动分析； 

熟悉：综合运用瞬心法和矢量方程图解法对复杂机构进行速度分析； 

掌握：用速度瞬心法作机构的速度分析，用矢量方程图解法作机构的速度

及加速度分析。 

第四章 平面机构的力分析 

了解：机构力分析的目的和方法； 

熟悉：惯性力的确定、不考虑摩擦时机构的动态静力分析（图解法）、运动

副中摩擦力的确定； 

掌握：考虑摩擦时机构的受力分析。 

第五章 机械的效率和自锁 

了解；效率公式的推导，掌握机械效率的计算方法； 

熟悉：机械的自锁条件； 

掌握：机械自锁条件的确定。 



 

 

第六章 机械的平衡 

了解：平衡的分类及平衡方法； 

熟悉：平面机构的平衡； 

掌握：刚性转子的静平衡、动平衡的计算。 

第七章 机械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 

了解：机械非周期性速度波动及其调节； 

熟悉：机械运动方程式的建立及求解； 

掌握：机械的周期性速度波动及其调节。 

第八章 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 

了解：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和应用，多杆机构； 

熟悉：平面四杆机构的运动特性，平面四杆机构的设计； 

掌握：图解法设计平面四杆机构。 

第九章 凸轮机构及其设计 

了解：凸轮机构类型及应用； 

熟悉：常用的从动件运动规律，图解法、解析法设计凸轮的轮廓曲线； 

掌握：凸轮轮廓曲线设计的图解法。 

第十章 齿轮机构及其设计 

了解：齿轮机构的应用及分类，齿轮加工原理；蜗杆传动、圆锥齿轮传动； 

熟悉：渐开线齿廓及其啮合特点，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掌握：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基本参数和几何尺寸、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啮

合传动、渐开线变位齿轮传动。 

第十一章 齿轮系及其设计 

了解：轮系的类型及应用； 

熟悉：轮系的功用、轮系设计的基本知识； 

掌握：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算，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复合轮系传动比

的计算。 

第十二章 其它常用机构 

了解：棘轮机构、槽轮机构的应用及运动特性，擒纵轮机构、凸轮式间歇

运动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非圆齿轮机构、螺旋机构、万向铰链



 

 

机构及组合机构的类型及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