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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东理工学院普通专升本考试大纲

工业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基础》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机械设计基础》是广东理工学院

招收专科毕业生入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和工业工程专业综合考试科目。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

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该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度、必要的区

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考试内容和要求

基本要求：《机械设计基础》科目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专业的主干课程。该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对本课程的机器、机构等机械相关概念、设计、构件的受力分

析及基本应用掌握的深度和广度。要求熟练掌握机械设计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掌握常用机

构的工作原理、类型、运动特点、受力分析、功能；掌握杆件的基本变形形式；掌握通用机械零件的工作

原理、结构特点、选用及设计计算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 1章 绪论

1、考试内容

中国机械发展简史；机械设计概述；本课程研究对象、性质和内容。

2、考试要求

掌握机械零件设计的基本要求及一般步骤；了解机械零件的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掌握机械、机器、

机构、零件、构件、部件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第 2章 构件的受力分析

1、考试内容

静力学的基本概念；平面汇交力系；力矩与力偶；平面任意力系；空间力系。

2、考试要求

掌握力的概念、力的基本性质和受力图；掌握力矩和力偶；能正确地进行物体的受力分析、平面力系

的平稳问题计算和空间力系的平衡问题的计算。

第 3章 杆件的基本变形形式

1、考试内容

杆件的强度、刚度基本概念；轴向拉伸与压缩；剪切与挤压的实用计算；圆轴扭转的概念、扭矩与扭

矩图；直梁的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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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要求

掌握杆件的受力状态；掌握疲劳强度的概念；会分析拉伸（压缩）、剪切、扭转与弯曲的受力，并进

行强度与刚度的计算。

第 4章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

1、考试内容

运动副及其分类；构件及运动副表示方法；平面机构运动简图、自由度及平面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

件。

2、考试要求

掌握构件、运动副、约束、自由度等重要概念；熟练掌握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方法；熟练掌握平面机

构自由度的计算方法，并判断其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

第 5章 平面连杆机构

1、考试内容

铰链四杆机构；滑块四杆机构；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平面连杆机构的设计方法。

2、考试要求

熟练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形式；掌握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及演化方法；掌握四杆机构的基本

特性；平面连杆机构的设计方法。

第 6章 其他常用机构

1、考试内容

凸轮机构分类和应用；凸轮机构工作过程及从动件运动规律；图解法设计凸轮轮廓；凸轮机构结构、

材料及设计中的几个问题。棘轮机构、槽轮机构、螺旋机构和不完全齿轮机构的工作原理、类型和应用。

2、考试要求

了解凸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理解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等速运动规律、等加速等件速运动规律、简

谐运动规律）；掌握用图解法按给定运动规律设计凸轮轮廓曲线；设计凸轮机构应注意的问题；凸轮的结

构与材料；掌握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和螺旋机构的工作原理及分类。

第 7章 齿轮机构传动

1、考试内容

齿轮传动的特点、类型；渐开线齿廓的啮合特性；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主要参数、啮合传动、

公法线长度和分度圆弦齿厚；渐开线齿轮加工原理和根切现象；圆柱齿轮精度；齿轮常见失效形式、设计

准则与材料选择；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疲劳强度计算；斜齿圆柱齿轮传动；圆柱齿轮的结构设计和齿

轮传动的维护。

2、考试要求

了解齿轮机构的类型及应用；了解渐开线的形成过程、性质及方程，掌握渐开线齿廓的啮合特性；掌

握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计算方法及啮合传动；掌握渐开线齿轮加工原理和根切；掌

握齿轮常见失效形式、设计准则与选择；了解斜齿圆柱齿轮传动基本参数及正确啮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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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其他齿轮传动

1、考试内容

锥齿轮传动；蜗杆传动；锥齿轮、蜗杆和蜗轮的结构。

2、考试要求

了解锥齿轮、蜗杆蜗轮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及主要几何关系；掌握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材料选

择、轮齿受力分析、强度计算；熟悉蜗杆传动的效率、润滑和热平衡计算。

第 9章 轮系

1、考试内容

定轴轮系；行星轮系；混合轮系；减速器。

2、考试要求

理解轮系的功用和分类；掌握定轴轮系、行星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掌握混合轮系及其传动比的计算；

了解减速器的主要形式、特点、构造。

第 10章 带传动和链传动

1、考试内容

带传动的工作原理、类型和特点；普通V带、V带轮和链传动；带传动工作能力分析、带传动和滚子

链传动设计计算、张紧及维护。

2、考试要求

了解带传动的工作原理、类型及特点；掌握 V带的类型；掌握带传动工作能力分析；了解带传动的失

效形式及设计准则；了解带传动和链传动的张紧、安装与维护；了解链传动、滚子链和链轮及滚子链传动

的设计。

第 11章 联接

1、考试内容

螺纹联接；键联接；花键联接；销联接；其他联接。

2、考试要求

掌握常用的螺纹分类；掌握螺纹联接的类型和特点、预紧和防松；理解螺栓组联接的结构设计；了解

键联接的类型、特点、应用及工作原理；了解销联接的类型、特点；了解其他联接。

第 12章 轴

1、考试内容

轴的分类及应用；轴的材料及其选择；轴的结构设计；轴的强度和刚度计算。

2、考试要求

了解轴的材料、功用、类型、特点及应用；掌握轴的结构设计；掌握轴的强度、刚度计算。

第 13章 轴承

1、考试内容

轴承的功能、类型和特点；滚动轴承的构造、类型、选择、代号、受力分析、失效形式、寿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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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载荷计算、滚动轴承的配合与装拆、组合设计；滑动轴承类型和特点；轴系部件润滑与密封。

2、考试要求

掌握滚动轴承的构造和特点；掌握滚动轴承代号的含义；掌握滚动轴承的受力分析和失效形式；了解

滚动轴承的寿命计算和静载荷计算；了解滑动轴承的结构类型；了解轴瓦的结构和轴承材料；掌握轴系部

件的润滑与密封。

第 14章 联轴器、离合器及制动器

1、考试内容

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

2、考试要求

了解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的主要类型、结构、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熟悉联轴器的选择。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50分钟，试卷满分为200分。

二、试卷内容比例

第1章 绪论 约占5%

第2章 构件的受力分析 约占10%

第3章 杆件的基本变形形式 约占5%

第4章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 约占10%

第5章 平面连杆机构 约占10%

第6章 其他常用机构 约占5%

第7章 齿轮机构传动 约占10%

第8章 其他齿轮传动 约占5%

第9章 轮系 约占10%

第10章 带传动与链传动 约占5%

第11章 联接 约占5%

第12章 轴 约占10%

第13章 轴承 约占5%

第14章 联轴器、离合器及制动器 约占5%

三、试卷题型比例

序号 项目名称 题数 分值 计划用时（分钟）

1 单项选择题 20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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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空题 15（30空） 30 20

3 判断题 20 40 20

4 简答题 5 30 30

5 计算题 2 40 30

6 分析题 1 20 30

合计 63
200

分
150分钟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为4:4:2。

Ⅳ.参考书目

《工程力学与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柴鹏飞主编，2018年02月， ISBN：9787111414223。

Ⅴ.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40分）。

1、下列机械中，属于机构的是（ ）

A.发电机 B.千斤顶 C.拖拉机 D.小轿车

二、填空题（每空1分，共30分）。

21、带传动一般由 、 和 组成。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括号里打√，错误的打）（每题2分，共40分）。

36、分力一定小于合力。（ ）

四、简答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56、什么是锥齿轮？锥齿轮传动的特点是什么？

五、计算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61、C6150车床主轴箱内有一对标准直齿圆柱齿轮，其模数 6m  mm，齿数 1 241, 77z z  ，压

力角 30  ，正常齿制，试计算两齿轮的主要几何尺寸。

六、分析题（共20分）。

63、已知一摆动导杆机构，机架长度为100mm，机构行程速比系数K=2。试设计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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