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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

复试科目参考大纲

080200 机械工程

复试科目：机械制图；测试技术、人机工程、汽车构造、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四门任选一门

085500 机械

01 机械工程(专业型)

复试科目：机械制图；测试技术、人机工程、汽车构造、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四门任选一门

02 车辆工程(专业型)

复试科目：机械制图；测试技术、人机工程、汽车构造、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四门任选一门

03 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型)

复试科目：工业设计概论、程序设计与方法

00 不区分专业方向

根据考生意向，从以上三个方向中任选一个方向，考试科目与上述方向相同。

085800 能源动力(专业型)

00 不区分方向

复试科目：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三门任选两门

01 动力工程

复试科目：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三门任选两门

复习大纲：

一、工程热力学

1.考试总体要求

掌握并灵活运用工程热力学基本定律、典型工质特性、热机循环及装置、制冷热泵循环及装置

等内容，并能用于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2.具体内容

(1)热力学基本定律

工程热力学基础概念；能量、能源类型及其特点；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

(2)典型工质特性

理想气体特性及其热力过程；水的相态变化特性及其热力过程；湿空气特性及其热力过程。

(3) 热机循环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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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动力装置类型、构成及基本循环特性，蒸汽动力装置原理、构成、基本循环及其特性。

(4)制冷热泵循环及装置

蒸气压缩式制冷热泵装置原理、构成、基本循环及其特性。

参考书目：《工程热力学》，赵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二、工程流体力学：

1.绪论及基本概念

牛顿粘性定律；表面张力；非牛顿流体的性质

2.流体静力学

流体静压强特性；流体静压强分布规律；作用在平面与曲面上的静水总压力及其压力中心。

3.流体动力学基础

理想流体运动微分方程；恒定总流的连续性方程；伯努利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和动量方

程及其综合应用

4.管内流动与管路计算

雷诺数及流态判别；圆管层流与紊流的流速分布；沿程水头损失与局部水头损失的计算；简单

管路和复杂管路计算；

5.绕物体流动

边界层与边界层分离；低雷诺数下的绕物体流动阻力；

6.孔口出流

薄壁小孔口的计算；管嘴出流的计算；孔口的非恒定流。

7.流体流动相似原理

流动相似概念；量纲和谐原理；

参考书目：《工程流体力学》，孔珑，电力工业出版社，第四版，2014.03

三、传热学

1.总体要求

理解并掌握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内容，具备基本的分析和解决传热问题的能力。

2.具体内容

(1)传热概念

传热的三种基本方式，热流量，热流密度，间壁式换热器的传热过程、类型，热阻概念。

(2)导热

温度场，傅里叶定律，导热微分方程，稳态导热基本问题的热流量计算（大平板、长圆筒壁、球壳

壁、等截面直肋），非稳态导热的特点，集总参数法。

(3)对流传热

对流传热机理，边界层概念，对流传热微分方程，对流传热的影响因素，强迫对流传热，自然对流

http://www.cnedu.cn/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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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单相对流传热基本情况的经验关联式，定性温度，定型尺度，管道内强迫对流传热计算，流

体外掠平板的强迫对流传热计算，大空间自然对流传热，沸腾和冷凝传热的概念和特点。

(4)辐射传热

热辐射概念，黑体，灰体，辐射力，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基尔霍夫定律，角系数，透明气体

隔开的黑体表面之间的辐射传热计算，透明气体隔开的灰体表面之间的辐射传热计算，气体辐射和

吸收的概念和特点。

参考书目：《传热学》，杨世铭，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2006.8

四、机械制图

1.机械制图基本知识和技能

(1)了解常见的几何图形画法。

(2)掌握各种线型的画法及应用。

(3)掌握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基本规则，如线性尺寸、半径、直径标注及数字书写。

2.正投影法和基本几何元素的投影

(1)掌握正投影理论。

(2)了解正投影中点、线、面的投影特性。

(3)掌握点、直线、平面对投影面的相对位置及其投影规律。

3.截切立体的投影

(1)掌握平面基本体、回转基本体的投影及表面取点的方法。

(2)熟练掌握求平面和平面立体的交线(主要是特殊位置平面截交及切口作图方法)。

(3)熟练掌握求平面与回转体表面的交线。

4.相交立体的投影

(1)熟练掌握求平面立体与曲面立体(两体均为特殊位置)两相贯体的投影作图。

(2)熟练掌握求两正交圆柱（包括空心圆柱）相贯体的投影作图。

5.组合体

(1)了解组合体的组合形式及掌握主视图的选择。

(2)掌握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进行组合体的画图、读图和尺寸标注。

(3)综合应用

熟练掌握给定两个视图，想象物体形状，正确画出第三视图 。

6.图样画法

(1)掌握视图、剖视图、断面图、局部放大图的画法、剖切标注、各种画

法的应用范围及其尺寸标注。

(2)了解常用的简化画法及标注。

(3)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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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给定一组图（视图或剖视图），想象形状，按指定位置正确画出剖视图或断面图等。

7.标准件与常用件

(1)掌握螺纹、螺纹紧固件及其连接的画法和标注。

(2)了解直齿圆柱齿轮及其啮合画法。

(3)了解键、销、轴承、弹簧的规定画法。

8.零件图

(1)了解零件与机器、零件图与装配图之间的关系。

(2)掌握零件图的内容、表达方法和一般零件的零件图画法和阅读。

(3)掌握零件图的技术要求，如表面粗糙度、公差带代号中各项内容的含义、注写及识别。

(4)了解零件的结构工艺。

(5)综合应用

给定一组零件图，能分析出各图之间关系，正确想象形状、结构。

熟练掌握给定一组零件图，能按指定方向画出视图、向视图、剖视图或断面图等。

参考书目：

1.《机械制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惠云主编 2012.8 ISBN978-7-111-38721-3

2.《机械制图习题集》机械工业出版社 刘合荣主编 2012.8 ISBN978-7-111-38657-5

五、测试技术

模块1：测试技术基础

（1）测量基本概念：测量定义、分类与测试系统组成。静态与动态测量特性（灵敏度、线性度、

频响特性等）。（2）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误差来源与分类（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粗大误差）。

误差传递理论与合成方法。数据滤波与降噪技术（均值滤波、卡尔曼滤波）。

模块2：传感器与信号调理

（1）传感器原理与选型：电阻式、电容式、电感式传感器工作原理。压电式、光电式、热电式传

感器的典型应用。传感器标定与性能指标（分辨率、重复性）。

（2）信号调理电路：电桥电路（单臂、半桥、全桥）设计与平衡条件。放大电路（仪表放大器、

隔离放大器）。调制与解调技术（AM、FM、PWM）。

模块3：信号分析与处理

（1）信号时频域分析：傅里叶变换（FFT）与频谱分析。小波变换在非平稳信号处理中的应用。

（2）现代测试技术：虚拟仪器（LabVIEW）架构与开发流程。嵌入式测试系统（基于 STM32、FPGA

的设计）。

模块4：典型物理量测试技术

（1）力学量测试：应变测量（应变片布置与温度补偿）。扭矩测量（相位差式、磁弹性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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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度与热工量测试：热电偶冷端补偿方法。红外热成像技术原理。

（3）振动与噪声测试：加速度计（压电式、MEMS）频响特性分析。声压级测量与频谱分析。

模块5：测试系统设计与应用

（1）系统设计方法：测试需求分析→传感器选型→信号调理→数据采集→结果输出。抗干扰设计

（屏蔽、接地、隔离技术）。

（2）工业应用案例：数控机床振动监测系统。新能源汽车电池温度场在线检测。

参考书目：《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基础》第4版，熊诗波，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12

六、人机工程

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及定义，人机工程学的起源于发展，人机工程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人机工

程学体系及其应用领域；人体测量的基本知识，包括统计特性、人体百分位数等，产品设计中人体

尺寸数据的应用方法；应理解人的能力与局限范畴，包括人的认知基本特性、人的视觉特性、人体

生物力学设计准则、人的运动特性（运动范围、施力与运动输出特性）等基本特征。人机界面设计

中人的因素考虑及人机关系的协调，包括显示装置、操纵装置设计的人机学基本原则。人的姿势、

动作与施力特性、疲劳与舒适的关系，人的施力与运动输出特性对操作效率、误操作等问题的影响。

工作台椅与工具设计；作业岗位与空间设计；人与环境的界面设计；事故与安全设计；人机系统总

体设计；了解人机工程的新发展趋势。

参考书目：《人机工程学与设计应用》，张峻霞 王新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七、汽车构造

1.汽车发动机

掌握四冲程发动机的工作原理，理解发动机主要性能指标与特性，掌握发动机型号的含义和压

缩比的计算方法，掌握发动机二大机构和五大系统的功用、工作原理和结构，掌握配气定时、气门

间隙、三元催化转化和增压等概念。

2.汽车底盘和车身

掌握底盘系统各部分功能、工作原理和结构，重点掌握汽车传动系统的组成及汽车动力传动路

线和使用ABS的目的及其组成和基本工作原理。掌握汽车车身安全防护装置的主要部件及功用。

参考书目：《汽车构造》上下册，陈家瑞，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第3版

八、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金属的切削过程、切削力、切削热、切削温度、积屑瘤、切屑的类型、刀具磨损、刀具耐用度、

刀具寿命等概念；常用刀具材料及其选用；切削用量的选择原则。零件表面形成原理与方法；孔加

工的方法；钻削的工艺特点；逆铣、顺铣、周铣、端铣；珩磨、拉削的工艺特点。影响机械加工精

度的主要因素；工艺系统刚度；误差复映现象；工艺系统热变性；加工误差的统计分析方法；工序

能力等级；机械加工表面质量。批量法则、工序集中、工序分散；粗、精基准选择原则；机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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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的划分原则；装配尺寸链；保证装配精度的装配方法；六点定位原理/法则；过定位、欠定位、

完全定位、不完全定位、加工精度、经济精度、定位误差、成组技术、CAPP等概念。

参考书目：《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2版，于俊一，邹青，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重印

九、工业设计概论

设计的概念、本质和领域、影响设计的文化、美学、科学、市场等因素；工业设计的概念；工

业设计的性质和特征；工业设计的工作领域；工业设计的学科架构；工业设计的基本原则、工业设

计的价值体现。工业设计思想的萌芽、早期工业设计酝酿和探索阶段的设计运动的起因、特点及对

设计发展的影响；包豪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应熟悉并掌握二战后欧美工业设计的发展与形成；了

解日本工业设计的发展；掌握后现代时期工业设计的多元化特征及各设计风格的特点。

参考书目：《工业设计概论》，张峻霞，海洋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十、设计程序与方法

产品开发的概念与产品开发的一般过程；工业设计在产品开发中的位置；工业设计程序与方法

的概念、作用与意义。产品改良设计的基本程序，产品开发设计程序的内容；产品结构类型，产品

族设计本程序。产品调研，市场调查的目标、要求，市场调查方法与程序。专利检索的作用等。替

代、类比、仿生、组合、缺点列举、特性举例、愿望满足、头脑风暴、逆向思维等常见设计方法的

基本内涵。

参考书目：《工业设计程序与方法》，杨向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