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2024 年考试内容范围说明 

 
考试科目名称: 机械专业综合                    初试   复试  □加试 

考试内容范围:  

一、机械制造工艺学 
1.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1）熟悉机械加工工艺中的基本概念； 
（2）掌握机械零件的加工工艺性、工艺过程设计、工序设计及各种表面的加工方法； 
（3）掌握机械加工工艺尺寸链的基本解法； 
（4）了解机械加工中时间定额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艺途径。 

2.机床夹具设计 
（1）熟练掌握机床夹具的基本知识； 
（2）熟练掌握工件的定位、典型定位元件应用及典型定位方式； 
（3）熟练掌握定位误差的分析与计算； 
（4）熟练掌握工件的夹紧及夹紧机构特性； 
（5）了解夹具上其他元件的功用及典型机床夹具设计要求。 

3.机械加工精度 
（1）掌握机械加工精度的基本知识，了解加工过程中的各种原始误差； 
（2）熟练掌握工艺系统制造误差及磨损对加工精度的影响； 
（3）熟练掌握工艺系统的受力变形与受热变形对加工精度的影响； 
（4）掌握加工过程的其他误差对加工精度的影响； 
（5）熟练掌握加工误差的统计分析方法。 

4.机械加工表面质量 
（1）了解加工表面质量的含义及其对零件使用性能的影响； 
（2）掌握影响加工表面粗糙度的工艺因素及其改善措施； 
（3）掌握影响加工表面物理力学性能的变化因素及其改善措施； 

5.装配工艺规程的制定 
（1）了解机械装配的基本知识； 
（2）掌握机械装配尺寸链的基本解法、特点及装配方法的选择。 

二、机械精度设计基础 
1.互换性与公差的概念 

（1）了解互换性与公差的基本概念，互换性的种类及其在机械制造中的作用。 
（2）了解标准的分类及作用，优先数系及其应用。  

2.测量技术基础     
（1）了解测量、检验和检定的定义，测量基准和尺寸传递系统，量块的使用和检验。 
（2）了解常用计量器具的分类，度量指标；测量方法的分类及其特点。 
（3）掌握测量误差及其表示方法；测量误差的来源与减小误差的方法；测量误差分类、
特性及其处理原则。 

3.尺寸精度设计与检测 
（1）掌握公差与配合的基本术语和定义；公差带大小、位置的标准化。 
（2）掌握公差与配合的选用原则。 

4.几何精度设计     
（1）了解几何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2）掌握几何公差特征项目及其符号，几何公差在图样上的标注方法。 
（3）掌握公差原则的术语与定义。掌握包容要求、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 
（4）掌握几何精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5.表面粗糙度     
（1）了解表面粗糙度定义及其对机械零件使用性能的影响。 
（2）掌握表面粗糙度轮廓评定的基本术语、定义及评定参数。 
（3）掌握表面粗糙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6.滚动轴承与孔、轴的精度设计 
（1）了解滚动轴承公差等级及其应用； 
（2）掌握滚动轴承与其配合的孔、轴公差带。 
（3）掌握滚动轴承与孔轴的精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7.圆柱齿轮精度设计与检测    
（1）了解齿轮传动的使用要求。 
（2）了解齿轮精度的偏差项目及其精度设计。 

8.键和花键结合的精度设计 
（1）掌握键和花键结合的精度设计基本原则。 

9.尺寸链的精度设计     
（1）掌握尺寸链的基本概念； 
（2）掌握极值法计算尺寸链。 

三、机械控制工程 
1.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1）了解控制理论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和发展历史。 
（2）掌握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基本组成及基本类型，掌握控制系统的基本
性能要求。 
（3）了解闭环反馈系统的特点和采用反馈控制的原因。  

2.控制系统的动态数学模型     
（1）掌握常用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掌握含有单极点及实数极点的有理分式的拉普拉
斯反变换，掌握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常系数微分方程的方法。 
（2）掌握机械系统的微分方程列写，掌握根据微分方程求传递函数的步骤。掌握机电
系统的建模过程。 
（3）掌握控制系统方框图的化简方法。 

3.时间响应分析 
（1）了解系统常用的典型输入信号形式。 
（2）掌握一阶系统的瞬态响应的求取方法，掌握一阶系统的瞬态时间响应的特点。 
（3）掌握二阶系统的极点形式和阻尼比与瞬态时间响应曲线之间的关系。 
（4）掌握系统时域响应性能指标的含义，能够求取一阶系统及标准二阶系统的主要时
域指标（峰值时间、最大超调量、调整时间），掌握时域指标与极点位置之间的关系。 
（5）掌握高阶系统简化的基本方法，理解主导极点和零极点相消的概念。 

4.频率特性分析 
（1）掌握频率特性的基本概念，了解频率特性的求取方法。 
（2）掌握幅频特性和相角特性的含义、表达式及相关计算。 
（3）掌握乃奎斯特图及伯德图的含义及绘制。 
（4）掌握闭环频率特性指标的含义及带宽频率的计算。 

5.稳定性分析     
（1）理解稳定性的基本概念和系统稳定的条件。 
（2）掌握劳斯稳定性判据及其应用。 
（3）掌握利用乃奎斯特稳定性判据进行稳定性判别的方法。 
（4）掌握开环剪切频率、相位裕量及幅值裕量的含义及其计算。 

6.误差分析与计算 
（1）掌握误差的基本含义。 
（2）掌握输入信号与干扰引起的稳态误差的计算。 



（3）了解减小或者消除稳态误差的常用方法。 
7.控制系统的综合与校正     

（1）了解控制系统设计或校正的基本步骤和注意事项。 
（2）理解闭环系统性能和其开环频率特性（伯德图）形状之间的定性关系。 
（3）掌握 PID 校正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特点，能对 PID 校正系统进行简单的分析。 
（4）掌握串联校正（超前校正和滞后校正）的基本原理及特点，了解其设计过程。 

四、机电传动及控制 
1.机电传动的动力学基础 

（1）了解工程上单一轴动力学方程；掌握多轴拖动系统中，惯量和负载转矩折算。 
（2）掌握机电传动系统稳定运行的判断方法。  

2.直流拖动     
（1）了解有刷直流电动机结构形式和工作原理，掌握直流电动机的分类。 
（2）掌握有刷直流电动机的固有机械特性和人为机械特性。 
（3）掌握有刷直流电动机串电阻起动方法，调速技术指标，不同调速方法和制动方法。 
（4）了解机电传动系统的过渡过程分析。 
（5）了解无刷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3.交流拖动 
（1）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定子电路和转子电路分析方法。 
（2）掌握三相异步电机力矩物理表达式、参数表达式和实用表达式。 
（3）掌握三相异步电机的固有机械特性和人为机械特性。 
（4）了解三相异步电机起动、调速、制动特性。 
（5）了解单相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启动方法。 
（6）了解同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4.其他电动机     
（1）了解直流伺服电动机、交流伺服电动机的特性。 
（2）掌握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工作方式和选择方法。 

5.电动机的选择与电器控制     
（1）了解电动机容量选择依据。 
（2）了解各种低压电器控制器件，掌握分析电气原理图方法。 
 
 
考试总分： 待定   考试时间：2.5小时    考试方式：笔试 

考试题型： 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分析计算题、综合分析题等 

 



附件 5： 

2024 年考试内容范围说明 

 
考试科目代码：空                   考试科目名称: 设计方法学 

 

考试内容范围:  

一、设计与工业设计 
1． 要求考生理解并掌握设计和工业设计的基本概念。 

2． 要求考生理解工业设计的基本原则，了解设计的领域。 

 
二、设计思维 

1． 要求考生理解并掌握创造性思维的一般含义。 

2． 要求考生理解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创造性思维的形式、创造技法。 

3． 要求考生理解设计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 

 

三、设计方法论 
1． 要求考生理解科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理解并掌握现代设计方法的分类。 

2． 要求考生理解功能论设计思想及方法概述，理解并掌握功能分析中的功能定义和功能分

类，理解功能分析中的功能整理，理解功能价值分析的基础知识。 

3． 要求考生理解系统论与现代设计，理解系统的概念，理解并掌握系统论设计思想及方法概

述，理解系统分析。 

4． 要求考生理解商品与产品，理解并掌握商品化设计思想，理解并掌握产品策略与设计，理

解并掌握设计与产品定位，理解设计与研究开发。 

5． 要求考生理解并掌握人性化设计观念的概念和人性化设计观念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四、设计程序初步 

1.  要求考生理解并掌握产品设计的一般程序。 

2.  要求考生理解并掌握设计调查的重要性、设计调查的内容，理解设计调查的方法和步骤。 
 
五、设计与环境 
     1.  要求考生理解环境问题与设计对策，理解产品设计与环境的关系。 

     2.  要求考生理解并掌握绿色设计的基本概念。 
 

 

考试总分：待定     考试时间：3小时    考试方式：笔试 

考试题型： 选择题 简答题 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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