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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科技学院 专插本考试大纲

《机械电子工程》电工电子技术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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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技术》是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

专业基础课。该课程考核的目的是为了衡量学生理解、掌握电工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电

路和基本分析方法的程度，衡量学生是否具备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设计电路的能力。

Ⅱ考试内容

总体要求：考生应按本大纲的要求理解电路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熟练掌握电路基本分析方法，能对

一般电路进行正确计算；理解常用电子元器件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基本特性；了解常见基本电子电路的构成

原理；掌握电子电路的分析方法、波形图和一般计算；具有初步应用电工电子技术知识分析设计应用电路

的能力；具备进一步学习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后续课程的能力和基础。

一、直流电路

⒈考试内容

（1）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电路和电路模型定义，电路的基本物理量及其参考方向的概念，理

想电路元件的伏安特性，电位的概念及其计算，基尔霍夫电流和电压定律的内容及应用；

（2）电路的分析方法：支路电流法、叠加原理、电压源与电流源的等效变换、戴维宁定理的内容及应

用；

（3）电路的暂态分析：暂态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换路定律，RC 电路的暂态过程。

⒉考试要求

（1）了解电路模型的概念、电路基本元件实物图、电流的连续性原理和能量守恒原理、叠加定律的适

用范围；

（2）理解电路的基本物理量、电路的基本元件、电位的概念、基尔霍夫电流和电压定律的内容、实际

电压源模型和实际电流源模型变换的条件、支路电流法的内容、叠加思想、叠加定律的基本内容及深层含

义、时间常数及充电放电过程的意义、理解 RC 电路的充放电过程推导过程；

（3）掌握电流电压参考方向的概念、元件的伏安特性、基尔霍夫定律在电路中的应用、电源变换法分

析实际电路、应用支路电流法分析实际电路、叠加定理中电流与电压方向的选择与正、负关系、初始值和

稳定值的计算方法、一阶电路暂态分析三要素法分析过程。

二、交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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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考试内容

单相正弦交流电：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概念及其相量表示法、单一理想元件的交流电路、RLC 串联的交流

电路、三相交流电源、负载星形、三角形联结的三相电路。

⒉考试要求

（1）了解正弦量的概念；

（2）理解正弦量的相量表示、电容、电感不消耗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的意义；

（3）掌握正弦量的解析式、波形图、正弦量的三要素、复数的基本知识及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电阻、

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各元件波形图、相量图的画法；

（4）了解三相交流电压的表示、三相交流发电机绕组的星形联结、三相对称负载的星形接法和三角形

接法。

三、半导体器件

⒈考试内容

PN 结及其单向导电性、半导体二级管、特殊二极管、晶体管。

⒉考试要求

（1）了解本征半导体，杂质半导体基本概念、两种载流子的扩散和漂移概念、二极管的基本结构及分

类、其它类型二极管的特点及应用；

（2）理解 PN 结的形成过程和 PN 结的特性、温度对晶体管特性及参数的影响；

（3）掌握二极管伏安特性及主要参数、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晶体管的电流放大作用、晶体

管的共射特性曲线、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本知识、三极管输入输出特性曲线特点。

四、基本放大电路

⒈考试内容

（1）共射极单管放大电路的组成及各元件的作用；

（2）直流负载线及静态工作点的设置，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

（3）静态工作点的稳定方法，分压式偏置电路；

（4）微变等效电路法对放大电路进行动态分析；

（5）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2.考试要求

（1）理解单管共射极放大电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分压式偏置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2）理解画放大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的步骤；

（3）掌握静态工作点的估算，工作点的图解及失真判断；

（4）了解利用微变等效电路法对放大器进行动态性能分析的方法；

（5）了解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

五、直流稳压电源

⒈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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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流稳压电源工作原理；

（2）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原理、电容滤波电路、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

⒉考试要求

（1）理解直流稳压电源工作原理；

（2）理解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了解电容滤波电路；理解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

六、数字电路基础

⒈考试内容

（1）数字电路的概念，脉冲信号的波形和参数；

（2）分立元件门电路：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的逻辑特点；

（3）逻辑代数的基本运算规则和常用公式以及逻辑函数的表示和化简。

2.考试要求

（1）掌握数字电路的概念；

（2）理解逻辑运算和逻辑符号（逻辑门）；

（3）理解逻辑代数公式、定理及应用；

（4）掌握卡诺图化简逻辑代数式的方法。

七、组合逻辑电路

⒈考试内容

（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2）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3）常见组合逻辑器件。

2.考试要求

（1）掌握组合逻辑电路分析与设计方法；

（2）理解编码器、译码器、加法器、数据选择器、数据分配器的概念。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二、试卷内容比例

直流电路、交流电路 约占 50%

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 约占 30%

数字电路基础、组合逻辑电路 约占 20%

三、试卷题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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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 占 30%

填空题 占 10%

判断题 占 10%

简答题 占 20%

分析计算题 占 30%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为 3：5：2。

Ⅳ 参考书目

《电工电子技术》(第二版)，王桂琴，王幼林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7 月。

2020 年广东科技学院 专插本考试大纲

《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基础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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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机

械电子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考核的目的是考核学生对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

特点、维护和设计计算方法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水平，考核考生是否具备设计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能

力。

Ⅱ考试内容

总体要求：《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的计算、平面连

杆机构、凸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齿轮机构、蜗杆传动、轮系、带传动、链传动、联接、轴、轴承及联

轴器。主要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常用机构、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维护和设计计算方法，

初步具有设计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能力，具有运用机械零部件标准、规范、手册和图册和查阅有关

技术资料的能力，为后继专业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绪论

1.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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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

(2)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和一般过程。

⒉考试要求

(1)掌握机器与机构的含义和区别；掌握构件与零件的含义和区别。

(2)掌握强度、刚度和疲劳强度的概念。

(3)了解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过程。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

1.考试内容

(1)运动副及其分类。

(2)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3)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⒉考试要求

(1)明确构件、运动副、约束、自由度及运动链等重要概念。

(2)掌握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方法。

(3)熟练掌握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方法。

三、平面连杆机构

1.考试内容

(1)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及其应用。

(2)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⒉考试要求

(1)了解连杆机构的传动特点及其主要优缺点。

(2)了解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及演化方法。

(3)掌握有关四杆机构的基本知识。

四、凸轮机构

1.考试内容

(1)凸轮机构的应用和分类。

(2)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

(3)凸轮机构的压力角。

(4)用图解法设计凸轮轮廓曲线。

⒉考试要求

(1)了解凸轮机构的组成、基本类型及特点和应用。

(2)掌握凸轮机构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的特性及其选择。

(3)掌握凸轮的基圆、推程运动角、远休止角、回程运动角、近休止角和从动件的推程、回程及动程的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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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常用机构

1.考试内容

(1)棘轮机构。

(2)槽轮机构。

⒉考试要求

(1)掌握棘轮机构的组成、工作原理和基本类型，主要特点和应用。

(2)掌握槽轮机构的组成、工作原理和基本类型，主要特点和应用。

六、齿轮传动

1.考试内容

(1)齿轮机构的特点和类型。

(2)渐开线齿廓。

(3)齿轮各部分名称及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基本尺寸。

(4)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啮合。

(5)渐开线齿轮的切齿原理。

(6)根切。

⒉考试要求

(1)了解齿轮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

(2)理解齿廓啮合基本定理的意义。

(3)了解渐开线的形成和性质。

(4)了解渐开线齿轮的传动特点。

(5)掌握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和几何尺寸计算。

(6)掌握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

(7)了解轮齿切齿原理和加工方法。

(8)掌握根切现象及不产生根切时的最少齿数。

七、蜗杆传动

1.考试内容

(1)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

(2)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3)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材料和结构。

(4)圆柱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

⒉考试要求

(1)了解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及应用。

(2)合理选择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

(3)掌握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和常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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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判断圆柱蜗杆传动的受力方向。

八、轮系

1.考试内容

(1)轮系的类型。

(2)定轴轮系及其传动比。

⒉考试要求

(1)理解轮系的概念。

(2)了解轮系的类型。

(3)掌握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及首、末轮转向关系的确定。

九、带传动和链传动

1.考试内容

(1)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

(2)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和打滑。

(3)V 带传动。

(4)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

⒉考试要求

(1)掌握带传动的工作原理、优缺点及应用范围。

(2)理解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和打滑的区别。

(3)了解带传动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

(4)掌握链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

十、联接

1.考试内容

(1)螺纹联接。

(2)键和花键联接。

(3)销联接。

⒉考试要求

(1)了解螺纹的类型和主要参数。

(2)掌握螺纹联接的类型、特点及应用。

(3)了解键联接的类型、特点、应用及工作原理。

(4)了解销联接的类型、特点、应用。

十一、轴

1.考试内容

(1)轴的功用和类型。

(2)轴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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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轴的结构设计

⒉考试要求

(1)掌握轴的功用、类型、特点及应用。

(2)了解轴的常用材料。

(3)掌握轴的结构设计。

十二、轴承

1.考试内容

(1)滑动轴承的分类、组成及特点。

(2)滚动轴承的代号及工作情况分析。

(3)滚动轴承类型的选择。

⒉考试要求

(1)了解滑动轴承与滚动轴承的功用和类型及异同点。

(2)掌握滚动轴承的代号及类型选择。

(3)能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轴承的失效形式

十三、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

1.考试内容

(1)联轴器、离合器的类型和应用。

(2)制动器。

⒉考试要求

(1)了解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类型、特点，学会合理选用。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二、试卷内容比例

概论，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 约占 20%

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构 约占 30%

蜗杆传动，轮系，带传动和链传动 约占 30%

其他常用机构，联接，轴，轴承，联轴器 约占 20%

三、试卷题型比例

单项选择题 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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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题 占 10%

判断题 占 20%

简答题 占 20%

计算题 占 30%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为 3：5：2。

Ⅳ参考书目

《机械设计基础》（第 3 版），胡家秀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