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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科插班生考试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及成型工艺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等专业本科插班生

二、考试目的

本课程考试旨在考察：

1. 常用工程材料的组织、性能、应用和选用原则；

2. 材料成型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工艺特点；

3. 毛坯综合选材及工业路线分析。

三、考试方法和考试时间

1、考试方法：闭卷笔试

2、记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试题总数：约 45 题

5、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

解和掌握的情况。命题的原则是：最基本的知识一般要占 60%左右，稍微灵活一点的题目要占 20%

左右，较难的题目要占 20%左右。

6、题目类型

（1）名词解释（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填空题（每空 0.5 分，共 20 分）

（3）判断题（正确的在括号内打“√”，错的打“×”。每题 1 分，共 13 分）

（4）选择题（从备选答案中选一个正确答案代号填在括号内，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5）填表（每空 1 分，共 10 分）

（6）填图及计算（共 12 分）

（7）分析与简答题（共 20 分）

四、考试内容、要求

（一）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

内容：力学性能的概念、指标、测定原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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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掌握力学性能指标：弹性、刚度、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塑性、布氏硬度、洛氏硬度、

冲击吸收功、疲劳强度的测定原理

（二）纯金属与合金的晶体结构

内容：金属的概念。晶体概念。常见三种金属晶格。晶体各向异性。实际金属晶体缺陷。纯金

属的性能。合金的性能。固溶体。化合物。

要求：1、识记：金属键、晶格、晶胞、晶格常数、晶向指数、晶面指数的基本概念。晶体与非

晶体的区别。单晶体与多晶体概念。点缺陷、线缺陷、面缺陷的概念。固溶体与化合物的概念。

2、领会：常见金属的三种晶格形式特征、参数。单晶体各向异性。固溶体与化合物的特征及其

对合金性能的影响。

3、应用：细化晶粒是强化金属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纯金属与合金的结晶

内容：结晶的概念。结晶过程。影响形核和长大的因素。细化铸态晶粒的措施。同素异构转变。

相图概念与建立。二元合金相图（仅匀晶相图、共晶相图、共析相图）。

要求：1、识记：凝固。结晶。纯金属的冷却曲线及过冷现象。金属理论结晶温度、实际结晶温

度、过冷度概念。金属同素异构转变概念。纯铁同素异晶体的晶格类型、相互转变温度。组元、合

金系、组织、相、相组成物的概念。

2、领会：金属的冷却速度与过冷度、实际结晶温度的关系。金属结晶过程的基本规律。金属晶

粒大小与金属力学性能的关系，影响金属晶粒大小的因素，细化晶粒的主要措施。匀晶、共晶、共

析反应及其相图分析。

3、应用：二元合金相图结晶过程分析。

（四）铁碳合金相图

内容：铁碳合金的基本相、基本组织。铁碳合金相图分析。典型合金结晶过程。铁碳合金成分、

组织与性能间的关系。

要求：1、识记：铁碳合金的基本相、基本组织：铁素体、奥氏体、渗碳体、珠光体、莱氏体等。

2、领会：简化 Fe—Fe3C 相图

3、应用：在 Fe—Fe3C 相图中含碳量对平衡组织、机械性能的影响。铁碳相图的应用。

（五）钢的热处理

内容：钢在加热时的组织转变。钢在冷却时的组织转变。钢的退火。钢的正火。钢的淬火。钢

的回火。淬透性概念。淬硬性概念。淬透性的应用。感应加热表面淬火。火焰加热表面淬火。钢的

渗碳。钢的渗氮。

要求：1、识记：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的概念、目的、种类、组织。淬透性与淬硬性。钢的

表面淬火，化学热处理。感应加热表面淬火、渗碳、渗氮目的及常用材料。

2、领会：钢的热处理基本过程。钢在加热时主要组织转变过程。奥氏体晶粒度及其影响因素。

共析钢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的建立与分析。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产物的组织与性能。马氏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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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特征。碳钢的淬火加热温度范围的确定、淬火冷却介质的种类及应用，以及单液、双液、分级、

等温四种淬火冷却方法的应用。

3、应用：能根据 C 曲线判断常用碳钢在炉冷、空冷、油冷、水冷等不同冷却条件下的组织与性

能。能根据材料及其性能要求选择完全退火、球化退火、去应力退火、正火。能根据一定条件选择

淬火钢的回火方法。

（六）常用钢材及选用

内容：碳钢的成分和分类。碳钢的牌号及用途。合金钢：概述；合金钢的分类及牌号；低合金

高强度结构钢、合金渗碳钢、合金调质钢、合金弹簧钢、轴承钢。刃具钢、模具钢、量具钢。不锈

钢。

要求：1、识记：碳钢分类。合金钢分类。钢的牌号表示方法。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

2、领会：碳钢典型牌号、热处理、性能与用途。常用合金结构钢、工具钢的成分特点、典型牌

号、热处理、性能与用途。马氏体、奥氏体不锈钢典型牌号、热处理、性能与用途。

3、简单应用：根据工件的性能要求进行选材及选择热处理方法。

（七）铸铁

内容：铸铁成分与性能；铸铁石墨化；铸铁的分类；灰口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合金铸

铁。

要求：1、识记：碳、硅在铸铁中的作用。铸铁石墨化及其对铸铁性能的影响。铸铁分类。铸铁

牌号表示方法。灰口铸铁、球墨铸铁、可锻铸铁中石墨形态。

2、领会：灰口铸铁典型牌号、热处理、性能及其使用范围。球墨铸铁典型牌号、热处理、性能

及其使用范围。可锻铸铁典型牌号、性能及其使用范围。

3、简单应用：根据工件使用要求进行选材及热处理。

（八）非铁金属及粉末冶金材料

内容：铝及铝合金：纯铝；铝的合金化；铝合金的分类、牌号及应用。铜及铜合金：纯铜；黄

铜、青铜的分类、牌号、性能及用途。轴承合金：对轴承合金的性能要求及牌号。轴承合金分类（巴

氏合金）。

要求：识记：铝合金的分类、牌号、热处理特点、性能及用途。黄铜、青铜的分类、牌号、性

能及用途。巴氏合金的牌号、性能及用途。

（九）非金属材料及成形

内容：高分子材料的结构。高聚物三态。高聚物的性能。塑料。橡胶。胶粘剂。塑料件常用成

型方法的原理及工艺过程。

要求：1、识记：高聚物的结构形式、物理状态、性能。塑料的组成、分类与性能。合成橡胶的

性能与用途。

2、领会：塑料件常用成型方法（挤出成型、注射成型、吹塑、压延成型）的原理。

3、简单应用：常用非金属成型方法、及工艺过程、特点及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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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铸造成形工艺

内容：合金铸造性能；砂型铸造；特种铸造；铸件结构设计。

要求：1、识记：铸造概念，流动性，缩孔和缩松，定向凝固原则，什么是同时凝固原则，铸造

工艺图。

2、领会：浇注系统的类型、组成及作用；铸造工艺设计的工作任务；铸造工艺图的内容及在铸

造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各种特种铸造的特点及应用。

3、应用：零件结构的铸造工艺性分析；浇注位置的确定及分型面的选择；掌握砂芯形状、数量；

铸造工艺参数的设定；铸造工艺符号及其表示方法；典型铸件的铸造工艺图绘制；工艺设计实例分

析。

（十一）锻压成形工艺

内容：金属的塑性变形，位错的运动和变化在金属塑性变形过程中的作用；坯料的加热和锻件

的冷却；自由锻；模锻；板料冲压；其他压力加工工艺。

要求：1、识记：加工硬化，回复，再结晶，冷变形和热变形，始锻温度和终锻温度，可锻性，

锻造比，自由锻，模锻，胎模锻。

2、领会及应用：冷变形和热变形的界限，自由锻的基本工序，自由锻设备种类，模锻与自由锻

优缺点，模锻锻件图设计的内容；模锻工艺过程的制定、工艺方案的选择；冲裁、弯曲、拉深、胀

形与翻边工艺过程。

（十二）焊接成形工艺

内容：焊接概论；焊接的基础知识；焊条电弧焊的焊接冶金过程特点；电弧焊；焊接质量及控

制；焊接接头组织和性能；焊接应力及变形；常见焊接缺陷及质量检验；其他焊接方法；常用金属

材料的焊接；焊接结构工艺性。

要求：1、识记：焊接，焊接性，电弧。

2、领会及应用：焊接热过程对焊接接头组织和性能的影响；热影响区的大小及其控制；焊接应

力及变形（种类及其产生的原因）；减少和消去应力与变形的方法；常见焊接缺陷产生原因及防止

措施；焊条的种类、型号和牌号及选用方法；手弧焊、埋弧焊、气体保护焊、电渣焊、电阻焊及等

离子弧焊的工艺特点及应用范围；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性、焊接特点及焊接方法选用；

（十三）机械零件的毛坯成型综合选材及工艺路线分析

内容：零件与工具的失效方式：变形失效，断裂失效，表面损伤失效；选用材料基本原则：材

料的使用性能原则，材料的工艺性能原则，材料的经济性原则；毛坯成形综合选材：毛坯的类型，

毛坯的成型方法选择依据，常用零件的材料及毛坯选择。典型零件选材及热处理：典型零件的选材，

典型零件热处理工序的安排；典型零件、工具的选材及工艺路线分析。

要求：了解材料成形工艺选择的原则和依据；掌握典型零件用零件材料成形工艺的选择，能够

根据实际工作条件合理选择材料及其成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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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题结构（内容、题型、分数分配）

六、考试要求

本课程考试为闭卷考试，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纸张、教材、笔记本、作业本、参考资料、电子读

物、电子器具和工具书等进入考场。

七、指定参考书

1. 张至丰 主编. 机械工程材料及成形工艺基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8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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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科插班生考试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设计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插班生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本科插班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插班生

二、考试目的

本课程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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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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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试方法和考试时间

1、考试方法：闭卷、笔试

2、记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试题总数：约 45 题

5、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

解和掌握的情况。命题的原则是：题目数量多、份量小，范围广，最基本的知识一般要占 60%左右，

稍微灵活一点的题目要占 20%左右，较难的题目要占 20%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题目，即使大题

目也不应占分太多，应适当压缩大题目在总的考分中所占的比例。客观性的题目应占 30％的份量。

6、题目类型

（1）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5 分）

（2）选择题（在下列各小题的备选答案中，请把你认为正确答案的题号填入题干的括号内。少

选、多选不给分。每题 1 分，共 15 分）

（3）判断题（下列各题，你认为正确的，请在题干的括号内打“√”，错的打“×”。每题 1

分，共 10 分）

（4）绘图题（每题 10 分，共 10 分）

（5）分析题（共 20 分）

（6）计算题（共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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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内容、要求

绪论

了解本课程研究的对象、内容及其在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了解机械

原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

（一）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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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速度瞬心（绝对瞬心和相对瞬心）的概念，并能运用“三心定理”确定一般平面机构各瞬

心的位置；

能用瞬心法对简单高、低副机构进行速度分析。

（二）平面连杆机构

了解平面连杆机构的组成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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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用作图法设计平面四杆机构的方法。

（三） 凸轮机构

了解凸轮机构的分类及应用，从动件常用的运动规律及从动件运动规律的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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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掌握凸轮轮廓曲线的设计（以图解法）。

（四） 齿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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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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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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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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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标准直齿圆锥齿轮的传动特点及其基本尺寸的计算；斜齿轮和圆锥齿轮的

当量齿轮和当量齿数。

（五） 轮系

了解轮系的分类和功用，了解轮系传动的应用。

熟练掌握定轴轮系、周转轮系、复合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六） 间歇运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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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掌握棘轮机构、槽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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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回转件的平衡

了解回转件的静、动平衡的原理，熟练掌握动平衡计算方法；

（八）机械零件设计概论

（1）总体上建立起机械零件设计的总括性的概念；

（2）了解对机械零件设计的基本要求。

（九）螺纹联接

（1）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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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螺栓联接的强度计算的理论与方法；

（3）掌握螺栓组联接的受力分析方法；

（十）齿轮传动

（1）掌握不同条件下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基本设计原理、设计程序。

（2）掌握直齿、斜齿、圆锥齿等齿轮的受力分析，各分力的大小计算及方向判断的方法。

（3）掌握直齿、斜齿、圆锥齿等齿轮的强度计算方法，注意计算公式中各系数、参数对强度的

影响

（十一）蜗杆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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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强度计算，

（3）了解蜗杆传动的热平衡原理和计算方法。

（十二）带传动和链传动

（1）了解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场合。

（2）熟悉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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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轴

（1）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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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轴的强席计算和刚度的计算方法。

（十四）滚动轴承

（1）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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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轴承寿命、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当量动载荷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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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寿命计算、当量动载荷计算、角接触向心轴承轴向载荷的计算方法。

（5）能合理地设计轴承组合。

（十五）联轴器和离合器

（1）了解常用联轴器和离合器的主要类型、工作原理、结构特点；

（2）掌握常用联轴器的选择及计算方法。

五、试题结构（内容、题型、分数分配）

六、考试要求

本课程考试为闭卷考试，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纸张、教材、笔记本、作业本、参考资料、电子读

物、电子器具和工具书等进入考场。

七、指定参考书

《机械设计基础》，蔡业彬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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