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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入学考试

《 车辆工程 》专业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 材料力学

一、考试的内容、要求和目的

1、考试内容：

第一章 静力学的基本概念与物体受力分析（10-20%）

一、静力学模型

二、力和力系的基本概念

三、约束与约束力

四、力对点之矩与力对轴之矩

五、受力分析的方法与过程；

第二章力系的等效于简化（10-20%）

一、力系等效于简化的概念

二、力偶及其性质

三、力系简化的基础

四、平面力系的简化

五、固定端约束的约束力

第三章 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10-20%）

一、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与平衡方程

二、简单刚体系统平衡问题

三、考虑摩擦时的平衡问题

第四章 材料力学概述（0-5%）

一、材料力学研究的内容

二、关于材料的基本假定

三、弹性体受力与变形特征，材料力学的分析方法

四、杆件横截面上的内力与内力分量

五、应力、应变及其相互关系

第五章 杆件内力分析与内力图（0-10%）

一、基本概念

整体平衡与局部平衡的概念

杆件横截面上的内力与外力的相依关系

控制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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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轴力图与扭矩图

三、剪力图与弯矩图

第六章 拉压杆件的应力变形分析与强度设计（0-5%）

一、工程中承受拉伸与压缩的杆件

二、拉伸与压缩时杆件的应力与变形分析

三、拉伸与压缩时杆件的强度设计

四、拉伸与压缩时杆件的力学性能

第七章 圆轴扭转时应力变形分析以及强度和刚度设计（10-20%）

一、圆轴在工程上的应用

二、受扭圆轴的扭转变形

三、剪应力互等定理

四、圆轴扭转时恒基面的剪力分析

五、圆轴扭转时强度与刚度设计

第八章 弯曲强度问题（10-20%）

一、承弯构件的力学模型与工程中的承弯构件

二、与应力分析相关的截面图形的几何性质

静矩、形心及其关系

惯性矩、极惯性矩、惯性积、惯性半径

惯性矩与惯性积的移轴定理

惯性矩与惯性积的转轴定理

主轴与形心轴、主惯性矩与形心主惯性矩

三、平面弯曲时梁横截面上的正应力

基本概念

纯弯曲时正应力分析

弯曲公式的推广和使用

第九章 弯曲刚度问题（0-5%）

一、基本概念

梁弯曲后的挠度曲线

挠度与转角

梁的位移与约束密切相关

梁的位移分析在工程上的意义

二、小挠度微分方程及其积分

三、工程中的叠加法

四、梁的刚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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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压杆稳定性分析与设计（0-5%）

一、基本概念

二、两端铰支杆的临界载荷 欧拉公式

三、不同刚性支撑对压杆临界载荷的影响

四、临界应力与临界应力总图

五、压杆稳定性设计的安全因数法

2、考试的要求和目的

材料力学是学习工科其他课程的理论和分析基础。要求学生掌握其中基本概念和简单的设计分析思路和理

论知识。目的是了解、熟悉和掌握用力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工程结构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

(1) 能对简单的工程结构的平衡问题，用静力学的基本原理求解。(2) 能分析构件在拉、压、弯曲和扭转

时的内力、应力和变形。(3) 能正确运用强度理论对构件进行强度计算。

二、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1、考核形式：闭卷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试卷题型：填空题（30 分）、单项选择题（50 分）、计算题（20 分）

4、试题难易比例：容易题目约 50%，中等难度题目约 30%，较难题目约 20%

5、对考试辅助工具的要求：携带钢笔、圆珠笔或中性笔。

三、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工程力学》，第 2 版，范钦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09

http://www.baidu.com/s?wd=%E5%86%85%E5%8A%9B&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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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入学考试

《 车辆工程 》专业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 汽车构造

一、考试的内容、要求和目的

总论：（0-5%）

掌握汽车的总体构造，掌握汽车分类及定义，了解汽车发展史、汽车主要参数

第一章 汽车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及总体构造（10-20%）

第一节 汽车发动机的类型

了解发动机的类型；

第二节 往返活塞式内燃机的基本结构及基本术语

掌握常用的基本结构及基本术语：工作循环、上止点、下止点、活塞行程、工作容积、燃烧室容积、总容

积、压缩比、工况、负荷率；

第三节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掌握四行程汽油机和四行程柴油机的工作原理，了解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区别；

第四节发动机的总体构造

掌握发动机总体构造，掌握各个组成的功能

第二章 曲柄连杆机构（10-20%）

第一节 概述

掌握活塞的受力分析

第二节 机体组

掌握机体组的构成及其作用；

掌握气缸体和气缸盖的工作条件、基本构造；

理解气缸体的结构形式、气缸套的作用及类型、汽油机缸盖中燃烧室形式及特点；

了解机体、缸盖的常用材料及加工方法

第三节曲柄连杆机构

掌握活塞连杆组的构成及其作用；

掌握活塞、活塞环、活塞销、连杆的工作条件、基本构造、常用材料；

掌握活塞制造时裙部经常采用的结构措施，活塞环的开口和断面形状以及使用位置；

理解活塞的设计要求,连杆大头为何剖分，剖切的形式及其特点和使用机型；

掌握曲轴飞轮组的构成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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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曲轴的工作条件、基本构造、常用材料、加工方法；

理解多缸机的曲拐布置方式，曲轴的平衡；

掌握飞轮的工作条件、常用材料；飞轮外面加装齿圈的作用；

了解曲轴的密封和曲轴扭转减震器的工作原理；

第四节 减少振动和噪声的装置

曲轴扭转减震器、平衡机构

第三章 配气机构（10-15%）

第一节 配气机构的公用及组成

配气机构的作用、掌气门、凸轮轴的布置方式；

掌握凸轮轴的传动方式；

第二节配气定时及气门间隙

掌握理解发动机为什么要设置配气相位角；

掌握进气提前角、进气迟关角、排气提前角、排气迟关角的概念，理解它们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了解发动机可变配气定时技术；

第三节 气门组

掌握气门组的构成及其作用；

掌握气门组的工作条件，发动机对气门的要求；

掌握气门头部形状、气门的常用材料；

第四节 气门传动组

掌握气门传动组的构成及其作用；

了解液压挺柱的工作原理、凸轮轴的布置方法；

第四章 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统（5-10%）

第一节 汽油及其性能

掌握汽油的特点和使用性能；

理解混合气浓度对燃烧的影响；掌握汽油机不同工况对混合气的要求；

第二节汽油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

掌握汽油及燃料供给系统的基本构成及其作用；

第三节电子控制汽油喷射系统

掌握汽油喷射系统的分类、汽油喷射系统的基本类型；

掌握常用的空气计量方法，了解常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掌握飞节气门体的作用，了解节气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掌握电控喷射燃料供给系统的组成及主要零部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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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电控喷射系统的常用传感器、执行机构的作用

第五章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统（5-10%）

第一节 概述

掌握柴油混合气的形成的特点，改善柴油燃烧的方法；

掌握柴油燃料供给系统的构成及其主要零部件的作用；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统的组成及分类

第二节 柴油及其使用性能

掌握柴油的特点和使用性能；

柴油的规格及牌号

第三节机械式喷射系统

掌握喷油器和喷油泵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第四节 电子控制柴油喷射系统

掌握柴油机电控喷射系统的类型

了解控制、时间控制式喷射系统的控制原理

第五节 柴油辅助供给系统

掌握输油泵、滤清器、汽水分离器的工作原理

第六章 进排气系统（0-5%）

了解进气系统、排气系统的基本组成；

掌握空气滤清器、排气消声器的作用；

理解增压对发动机的性能的影响，了解常用的增压方法及废气涡轮增压器的基本结构

了解 EGR 的基本工作原理，发动机进行 EGR 的作用

第七章 发动机有害排放物净化系统（0-5%）

掌握发动机的主要排放物有哪些，了解其对环节的危害；

了解汽油机的有害排放物的净化装置

了解柴油机的后处理系统

第八章 发动机冷却系统（0-5%）

掌握冷却系统的作用，了解冷却系统的基本组成；

掌握冷却系统的分类；

掌握节温器、水泵、风扇、风扇离合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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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动机润滑系统（0-5%）

掌握润滑系统的作用，了解润滑系统的基本组成；

掌握润滑油的功能；

掌握滤清器、机油泵的作用及典型结构

第十章 发动机点火系统（0-5%）

了解发动机基本组成，掌握点火系的基本功能，发动机点火系的基本要求，了解点火系统的类型；

掌握传统发动机点火系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了解点火系统的发展过程及趋势，传统发动机点火系的基本元件及其结构与功能

掌握微机控制的点火系统工作原理及主要零部件及其功能。

了解汽车电源的基本组成及各个组成的功用

第十一章 发动机启动系（0-5%）

了解启动系统的基本组成；

掌握启动系统的功能、掌握启动离合器的作用、了解启动离合器的工作原理；

第十二章 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及醇类燃料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0-5%）

掌握代用燃料发动机的特点，了解不同燃料发动机供给系的区别。

第十三章 汽车传动系统（0-5%）

掌握汽车传动系统的作用及基本组成；

了解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及使用对象；

第十四章 离合器（0-5%）

掌握离合器的基本构成及其作用；

了解汽车对离合器的要求，了解离合器的操纵过程

掌握摩擦离合器的工作原理，了解膜片弹簧离合器的特点

了解离合器从动盘结构及扭转减震器功能及工作原理图

了解离合器的操纵机构的种类及特点。

第十五章 变速器与分动器（5-10 分）

掌握变速器的基本构成及其作用；

掌握变速器的类型及特点

掌握齿轮式变速器的工作原理；

掌握同步器的作用及同步器的工作原理以及同步器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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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变速器的操纵机构及工作原理

第十六章 汽车自动变速器（0-5 分）

掌握自动变速器的作用及特点

了解自动变速器的分类；

掌握液力耦合器与液力变矩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掌握液力机械变速器的工作原理

了解自动变速器的操纵机构的工作原理

了解无级变速器的工作原理

了解双离合器式自动变速器的工作原理

第十七章 万向传动装置（0-5 分）

掌握万向传动装置的作用、基本组成；

了解万向节的分类及特点，掌握球笼式万向节的工作原理

了解传动轴的基本组成

第十八章 驱动桥（0-5 分）

掌握驱动桥的作用、驱动桥的基本组成，了解驱动桥的分类；

掌握主减速器、差速器的基本构成和作用；

了解差速锁的基本结构与功用

了解限滑差速器的基本功能

了解驱动车轮的传动与支撑方式

第十九章 汽车行驶系统概述（0-5%）

掌握汽车行驶系统的作用及基本组成；

了解行驶系统的分类与结构形式；

第二十章 车架和承载式车身（0-5%）

掌握车架的基本构成及其作用；

了解车架的结构形式及特点

了解承载式车身的特点

第二十一章 车桥和车轮（0-5%）

掌握车桥的分类，掌握车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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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轮辋的类型、轮胎的基本结构及基本类型，了解轮胎花纹种类及应用场所；

掌握轮胎规格型号的表达方法

掌握车轮定位的主要参数及作用。

第二十一章 悬架（0-5%）

掌握悬架的作用和基本组成

了解常用的弹性元件结构及特点，掌握各类弹性元件的主要应用场所；

掌握悬架的分类及使用条件，掌握减震器的工作原理，了解主动悬架的工作原理

第二十三章 汽车转向系统（0-5%）

掌握汽车传动系统的作用及基本组成；

了解转向系统的分类；理想转向的几何关系

了解转向操纵机构的组成及安全装置

掌握转向器的作用，常用转向器的分类

掌握齿轮齿条式转向机的基本构成；

了解动力转向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

第二十四章 汽车制动系统（5-10%）

掌握汽车制动系统的作用及基本组成；

掌握制动系统的分类；了解汽车对制动系统的基本要求

了解汽车制动的基本过程和制动器的工作原理

掌握制动器的分类；

掌握盘式制动器、鼓式制动器基本组成

了解动力制动系统的分类；

了解液压制动系统的基本组成

了解制动力分配装置的基本工作原理；

掌握 ABS 的作用，了解其工作原理；

掌握 ASR 的作用，了解其工作原理；

第二十五章 汽车车身（0-5%）

掌握车身的主要性能

掌握车身的分类，了解典型车身的基本结构

第十六章 汽车仪表、照明及附属装置（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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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汽车常用电器及电子设备包括哪些内容

2、考试的要求和目的

掌握汽车的基本结构组成，理解汽车各个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其构成，以及组成各个系统的基本结构。为日

后的专业课学习奠定基础。

二、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1、考核形式：闭卷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试卷题型：单项选择题（30 分）、判断对错（30 分）、简答（30 分）、计算题（10 分）

4、试题难易比例：容易题目约 40%，中等难度题目约 45%，较难题目约 15%

5、对考试辅助工具的要求：携带钢笔、圆珠笔或中性笔。

三、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汽车构造》，第六版（上、下），史文库 姚为民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9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