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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白云学院专插本考试大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基础

一、考试内容和要求

总体要求：考生应按本大纲的要求掌握《机械设计基础》课程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巧，旨在考察学

生对机器和机构的基本概念的理解、机构的基本设计理论、力学分析、简单机构的基本设计方法、对通用

零件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标准零件的选用原则和校核计算方法的掌握等情况。

（一）工程力学部分

1.考试内容：

静力学基础

2.考试要求

1．熟练掌握力的基本性质——静力学公理及其推论。

2．掌握力矩、力偶、力偶矩的概念及合力矩定理，熟练进行力矩、力偶矩的计算；

3．掌握常见约束的类型、特性及约束力方向；学会物体受力分析方法，并画出受力图。

（二）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1.考试内容

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绘制及自由度计算

2.考试要求

了解机构的组成，运动副、运动链、约束和自由度等基本概念；能绘制常用机构的机构运动简图；能

熟练计算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三）平面连杆机构

1.考试内容：

平面连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判别、演化和应用

2.考试要求：

（1）了解平面连杆机构的组成及特点。

（2）掌握平面连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判别、演化和应用，曲柄存在条件、传动角、死点、急回运动、

行程速比系数、运动确定性等基本概念。

（3）掌握用作图法设计平面四杆机构的方法。

（四）凸轮机构

1.考试内容：

凸轮机构的分类及应用、凸轮机构的基本尺寸

2.考试要求

（1）了解凸轮机构的分类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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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在确定凸轮机构的基本尺寸时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包括压力角对尺寸的影响、压力角对凸轮

受力情况、效率和自锁的影响及失真等问题）。

（3）了解凸轮轮廓曲线的设计（以图解法）。

（五）间歇运动机构

1.考试内容：

间歇运动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及应用

2.考试要求

(1)了解几种常用间歇运动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及应用。

(2)了解掌握常用间歇运动机构的特点。

（六）联接

1.考试内容：

螺纹联接类型、应用和设计

2.考试要求

（1）掌握螺纹及螺纹联接件的类型、特性、标准、结构、应用及防松方法。

（2）了解联接的强度计算的理论与方法。

（七）带传动和链传动

1.考试内容：

带传动和链传动类型、特点、应用及设计

2.考试要求

（1）掌握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场合。

（2）了解普通▽带的结构及其标准。

（3）掌握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受力情况、弹性滑动及打滑等基本理论、▽带传动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

则。

（4）掌握 V 带传动和链传动的设计方法和步骤。

（5）了解套筒滚子链的标准、规格及链轮的结构特点。

（八）齿轮机构

1.考试内容：

齿轮机构的类型、应用及设计

2.考试要求

（1）了解齿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掌握平面齿轮机构的齿廓啮合基本定律及有关共轭齿廓的基本知识、

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特性及渐开线齿轮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和连续传动条件。

（2）熟练掌握渐开线齿轮各部分的名称、基本参数及各部分几何尺寸的计算、受力分析

（3）了解渐开线齿廓的展成切齿原理及根切现象；渐开线标准齿轮的最少齿数及渐开线齿轮的变位修

正和变位齿轮传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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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斜齿圆柱齿轮齿廓曲面的形成、啮合特点，并能计算标准斜齿圆柱齿轮的几何尺寸、受力分

析；

（5）了解标准直齿圆锥齿轮的传动特点及其基本尺寸的计算、受力分析；

（九）蜗杆传动

1.考试内容：

蜗杆传动的类型、应用及设计

2.考试要求

（1）掌握蜗杆传动的几何参数的计算及选择方法。

（2）掌握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

（十）轮系

1.考试内容：

轮系的类型、应用及计算

2.考试要求

（1）了解轮系的分类和功用，了解轮系传动的应用。

（2）熟练掌握定轴轮系、周转轮系、复合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十一）轴

1.考试内容：

轴的类型、应用及设计

2.考试要求

（1）掌握轴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2）掌握轴的结构设计方法，明确轴的结构设计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3）了解轴的强席计算和刚度的计算方法。

（十二）轴承

1.考试内容：

滚动轴承的类型、应用及设计

2.考试要求

（1）掌握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特点和应用场合。

（2）熟悉滚动轴承代号的构成，重点掌握构成中的“基本代号”的具体含义，能熟练解读滚动轴承代

号。

（3）了解轴承寿命、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当量动载荷的基本概念。

（十三）联轴器和离合器

1.考试内容：

联轴器和离合器的类型、应用及选择

2.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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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常用联轴器和离合器的主要类型、工作原理、结构特点。

（2）了解常用联轴器的选择及计算方法。

二、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考试内容结构与比例

1.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约占 30%

2.基本计算约占 30%

3.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约占 40%

（三）试卷题型结构与比例

序号 题型 考试内容 分数分配

1 判断题 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10 分（10 小题×1 分/小

题）

2 选择题 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20 分（10 小题×2 分/小

题）

3 计算题 自由度、齿轮几何尺寸、轮系传动比、

螺纹连接强度等计算

30 分（3-4 小题）

4 综合题 1.图解题：受力分析、凸轮、四杆机

构的基本特性、四杆机构设计。

2.分析题：齿轮传动、蜗杆传动的受

力分析、四杆机构类型分析、轴系零

件结构分析。

40 分（4-5 小题）

总分数 100 分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基本题、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约为 3:5:2。



5

2020 年广东白云学院专插本考试大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制图

一、考试内容和要求

总体要求：考生应按本大纲的要求掌握绘制与阅读机械工程图样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图解

空间几何问题的思维方法，让学生具有通过作图，能正确使用绘图工具和仪器，能正确地绘制、阅读中等

复杂程度的零件图。

（一）投影法和点、线、面的投影

1.考试内容

投影法，多面正投影和点的投影，直线的投影，平面的投影，直线与平面以及两平面之间的相对位置。

2.考试要求

理解投影法的概念，掌握正投影的特性，掌握三视图的形成、三视图之间的关系及三视图的作图方法，

掌握点的三面投影及其规律，点的投影特性，掌握直线的投影特性，掌握平面的投影特性。

（二）立体的投影

1.考试内容

立体及其表面上的点与线，平面与平面立体表面相交，平面与回转体表面相交，两回转体表面相交。

2.考试要求

掌握棱柱、棱台的投影特征和视图画法，掌握圆柱、圆锥、圆台等的投影特征和视图画法，掌握特殊

位置平面与基本立体相交截交线的分析及画法，掌握相贯线的求作方法。

（三）组合体的视图与尺寸标注

1.考试内容

画组合体的视图，读组合体的视图，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2.考试要求

掌握组合体及其形体分析法、线面分析法，掌握画组合体三视图的方法和步骤，掌握标注组合体尺寸

的方法，掌握组合体的看图方法。

（四）机件常用的基本表示法

1.考试内容

视图，剖视图，断面图，局部放大图。

2.考试要求

掌握向视图、向视图、局部视图和斜视图的形成、配置、画法、标注和应用场合，理解剖视的概念，

掌握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局部剖视图、移出断面图的画法和标注。

（五）螺纹和螺纹连接件

1.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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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和螺纹连接件的规定画法。

2.考试要求

掌握螺纹的规定画法及标注，掌握螺栓联接、双头螺柱联接、螺钉联接的画法。

（六）零件图

1.考试内容

零件的分类与视图选择，零件图上尺寸标注，零件图上常见的技术要求，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零

件图的读图方法。

2.考试要求

熟悉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掌握零件图的视图选择原则和典型零件的表示方法，理解尺寸基准的概念，

掌握典型零件的尺寸标注，了解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能识别和注写已知的尺寸公差和配合及表面粗糙

度代（符）号，掌握读零件图的方法与步骤。

二、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带绘图工具，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考试内容结构与比例

1.投影法和点、线、面的投影 16%

2.立体的投影 8%

3.组合体的视图与尺寸标注 32%

4.机件常用的基本表示法 20%

5.螺纹和螺纹连接件 12%

6.看懂零件图，填空回答问题 12%

（三）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基本题、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约为 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