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 年广东科技学院普通专升本考试大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器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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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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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

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器人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综合必修课。该课程由

《机械制图》和《机械设计基础》两门课组成，考核的目的是考核学生对正投影法基本原理、规范绘制和

正确阅读机械图样的方法的掌握程度；考核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空间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是否具备

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空间几何问题，正确阅读机械工程图样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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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课程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机械制图有关的国家标准的一些规定、正

投影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机件常用的表达方法的认识和运用、零件图的识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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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机构、轮系、带传动、链传动、联接、轴、轴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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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具备绘制

和识读中等复杂程度的机械图样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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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图》部分考试内容

一、制图的基本知识

⒈ 考试内容

《技术制图》、《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基本规定；平面图形的几何作图和尺寸标注。

⒉ 考试要求

（1）了解：国家标准有关图幅、字体、图线、尺寸注法等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

（2）理解：比例、尺寸标注原则。

（3）掌握：简单平面图形的作图与尺寸注法。

二、投影基础

⒈ 考试内容

投影法基本概念，投影法的分类，正投影法基本性质，工程上常用的投影图。

⒉ 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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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投影法的分类、应用；正投影法的概念、投影特性、基本性质；三视图的概念、投影轴、

投影面名称（简称、字母）。

（2）理解：三视图的形成过程、投影对应关系、投影规律、方位对应关系。

（3）掌握：绘制简单三视图。

三、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⒈ 考试内容

（1）点的投影作图，两点相对位置的投影作图，重影点可见性的判断和标注。

（2）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性、作图方法；直线上点的作图。

⒉ 考试要求

（1）了解：点的投影、两点相对位置、重影点判断；直线的投影、直线上的点。

（2）理解：点的坐标表示法，点的三面投影规律，重影点的表示方法；各种不同类型直线的投影特点。

（3）掌握：点的位置及重影点可见性判别；直线上的点的判断，两直线位置关系的判断。

四、立体及其表面交线

⒈ 考试内容

（1）基本立体的投影作图，立体表面取点、取线的方法及可见性判断。

（2）平面与常见立体截交线的画法。

（3）立体与立体相交相贯线的画法。

⒉ 考试要求

（1）了解：基本立体的概念及分类；立体表面交线（截交线、相贯线）的概念。

（2）理解：基本体的投影；平面与常见立体截交线的画法。

（3）掌握：立体表面取点、取线及可见性判断。

五、组合体

⒈ 考试内容

（1）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和识读。

（2）组合体三视图的尺寸注法。

⒉ 考试要求

（1）了解：组合体的概念、组合形式。

（2）理解：组合体三视图的表达及尺寸注法；组合体三视图的形体分析法。

（3）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识图。

六、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⒈ 考试内容

（1）基本视图、向视图、局部视图（包括局部放大图）、斜视图的画法和标注。

（2）剖视图的画法和标注。

（3）断面图的画法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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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 考试要求

（1）了解：视图、剖视图、断面图、局部放大图的概念；简化画法和其他规定画法。

（2）理解：基本视图、向视图、局部视图（包括局部放大图）、斜视图的画法和标注；

剖视图(全剖、半剖、局部剖)的画法和注法；断面图（移出断面图、重合断面图）画法和注法。

（3）掌握：工程图样的识图、补图、补线。

七、常用件和标准件

⒈ 考试内容

（1）螺纹、螺纹紧固件及其连接的画法、注法；滚动轴承的代号。

（2）键、销及连接的规定画法、注法。

（3）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画法及啮合画法。

⒉ 考试要求

（1）了解：螺纹的形成、要素、分类；螺纹紧固件的规定标记。

（2）理解：螺纹、螺纹紧固件及其连接的画法、注法；键、销及连接的规定画法、注法；标准直

齿圆柱齿轮画法及啮合画法；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画法及啮合画法。

（3）掌握：常用件和标准件的识图。

八、零件图的识读

⒈ 考试内容

（1）零件图视图选择。

（2）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3）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⒉ 考试要求

（1）了解：零件图的作用、内容

（2）理解：零件图的合理视图、设计基准、工艺基准；零件图的各项技术要求的含义和注写。

（3）掌握：中等复杂程度的零件图识读。

九、装配图的识读

⒈ 考试内容

（1）装配图的视图表达方法。

（2）装配图的尺寸注法、零件序号、明细栏。

（3）装配图的技术要求。

⒉ 考试要求

（1）了解：装配图图的作用、内容。

（2）理解：装配图的常用表达方法、尺寸注法、技术要求；零部件序号编写、明细栏填写。

（3）掌握：装配图的一些基本知识。

《机械设计基础》部分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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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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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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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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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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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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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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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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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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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联接

1. 考试内容

(1)螺纹联接。

(2)键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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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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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轴

1. 考试内容

(1)轴的功用和类型。

(2)轴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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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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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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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的基本知识、正投影基础、点线面的投影、立体的投影 约占 15%

组合体、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约占 20%

标准件和常用件 约占 5%

识读零件图 约占 10%

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 约占 10%

平面连杆机构 约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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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机构，齿轮机构 约占 10%

轮系，带传动和链传动、轴、轴承、联接 约占 20%

三、试卷题型比例

单项选择题 占 20%

填空题 占 20%

判断题 占 20%

简答题 占 20%

解答题 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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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图与识图》（第 2 版），韩变枝、成图雅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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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