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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航海学院 2020 年专插本招生考试

《传热学》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考试（以下简称“插班生考试”）《传热学》科目的考试，是普通高等学校（含

离职班和各类成人高校从普通高考招生的普通班）应届和往届专科毕业生，以及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

等国民教育系列获得大专毕业证书的人员，升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就读的统考科目。

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插班生《传热学》考试试题在设计上应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必要的区分度

和合理的难度。

1．命题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考试命题应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

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识记为 20％，理解 35％，应用 45％。

3．合理安排试题难度结构。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的

分数比例，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3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20％。

Ⅱ、考试内容

1．考核内容

《传热学》的考核内容为热量传递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运用传热学的基本知识进

行实际传热问题的分析与求解，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2．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理解”、“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

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

题。

第一章 绪论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传热学的应用领域、发展简史及传热学主要内容；导热、热对流和热辐射三种基

本传热方式及特点；能分析实际传热问题的各个传热环节。

二、考核知识点

（一）热量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

（二）传热过程和传热系数

（三）传热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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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要求

识记：传热学的应用领域、发展简史及传热学主要内容，导热、热对流和热辐射三种基本传热方式及

特点

第二章 稳态热传导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导热微分方程的推导过程；无限大平板及无限长圆筒壁一维导热问题的数学模型

及求解方法；傅里叶定律、导热微分方程的推导过程、导热微分方程普遍表达式及常见的三类边界条件。

二、考核知识点

（一）导热基本定律—傅里叶定律

（二）导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三）典型一维稳态导热问题的分析解

（四）通过肋片的导热

三、考核要求

识记：肋片在工程中加工方法及应用场合

理解：傅里叶定律、导热微分方程的推导过程、导热微分方程普遍表达式及常见的三类边界条件

应用：单层、多层大平壁及复合平壁和单层及多层圆筒壁等一维导热问题的求解

第三章 非稳态导热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非稳态导热过程的特点及应用；集中参数法的分析求解方法及简化条件。

二、考核知识点

（一）非稳态导热的基本概念

（二）零维问题的分析法--集中参数法

三、考核要求

识记：非稳态导热的基本概念

理解：零维问题的分析法--集中参数法

第四章 热传导问题的数值解法

不考核

第五章 对流传热的理论基础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对流换热分类及数学描写；对流换热的影响因素；流动边界层和热边界层的概念。

二、考核知识点

（一）对流传热概说

（二）对流传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三）边界层型对流传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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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要求

识记：对流传热概说，对流换热的影响因素，流动边界层和热边界层的概念

第六章 单相对流传热的实验关联式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相似分析法及相似原理应用；管槽内强制对流流动和换热特征；外掠横管及管束

的流动换热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

（一）相似原理与量纲分析

（二）相似原理的应用

（三）内部强制对流传热的实验关联式

（四）外部强制对流传热—流体横掠单管、球体及管束的实验关联式

三、考核要求

识记：外掠横管及管束的流动换热特点

理解：相似分析法及相似原理应用，典型的对流换热准则数的定义式及物理意义

应用：圆管及非圆形通道内（层流和湍流）强制对流换热计算

第七章 相变对流换热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凝结与沸腾传热的特点；膜状凝结的影响因素及其传热强化；沸腾传热的影响因

素及其传热强化。

二、考核知识点

（一）凝结传热的模式

（二）膜状凝结的影响因素及其传热强化

（三）沸腾传热的模式

（四）沸腾传热的影响因素及其传热强化

三、考核要求

识记：相变对流传热的特点、影响因素及传热强化

理解：相变对流传热的影响因素及传热强化

第八章 热辐射定律和辐射特性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热辐射的特点；黑体、辐射力、光谱辐射力、定向辐射强度、漫射表面等基本概

念及黑体辐射三个基本定律。实际物体的发射率、光谱发射率、定向发射率、灰体等基本概念。

二、考核知识点

（一）热辐射现象的基本概念

（二）黑体辐射的基本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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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体和液体的辐射特性

（四）实际物体对辐射能的吸收与辐射的关系

三、考核要求

识记：热辐射的特点

理解：黑体辐射的基本定律

第九章 辐射传热的计算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角系数的几种求解方法；多表面辐射换热的计算方法；表面辐射热阻及空间辐射

热阻的概念；辐射换热网络图求解多表面辐射换热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

（一）辐射传热的角系数

（二）两表面封闭系统的辐射传热

（三）多表面系统的辐射传热

三、考核要求

识记：表面辐射热阻及空间辐射热阻的概念

理解：辐射传热的角系数

应用：两表面及多表面辐射换热的计算方法

第十章 传热过程分析与换热器的热计算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间壁式换热器的主要型式；通过平壁、圆管及肋壁的传热系数计算方法；简单顺

流及逆流换热器的对数平均温差的计算方法、换热器计算的平均温差法。

二、考核知识点

（一）传热过程的分析和计算

（二）换热器的类型

（三）换热器中传热过程平均温差的计算

（四）间壁式换热器的热设计

三、考核要求

识记：传热过程的分析和计算

理解：换热器中传热过程平均温差的计算

应用：间壁式换热器的热设计

第十一章 传质学简介

不考核。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考试方式为闭卷考试，笔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卷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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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题数 计分 计划用时（分钟）

一 判断题 10 10 15

二 填空题 20 空 20 25

三 简答题 6 30 40

四 计算题 3 40 40

合计 39 100 分 120 分钟

Ⅳ、题型示例

一、判断题

1. 在等温面的切线方向上单位长度的温度变化率就是温度梯度。 （ ）

二、填空题

1. 由多层等厚平壁构成的导热壁面中，所用材料导热系数愈大， 则该壁面的热阻就____________，

其两侧的温度差愈____________。

三、简答题

1．简述 Nu 数、Pr 数、Gr 数的表达式及物理意义。Nu 数与 Bi 数有什么区别？

四、计算题

1、一外径 mm100 ，内径 mm85 的蒸汽管道，管材的导热系数 )/(40 KmW  ，其内表面温度

为 180℃，若采用 )/(053.0 KmW  的绝缘材料进行保温，厚度为 60mm，如果要求保温层外表面温度不

高于 40℃，求单位管长蒸汽管的热损失。 （10 分）

Ⅴ、参考书目

《传热学》（第四版），杨士铭、陶文铨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9 月版。

广州航海学院 2020 年专插本招生考试

《制冷原理与设备》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考试（以下简称“插班生考试”）《制冷原理与设备》科目的考试，是普通高

等学校（含离职班和各类成人高校从普通高考招生的普通班）应届和往届专科毕业生，以及通过自学考试、

成人教育等国民教育系列获得大专毕业证书的人员，升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就读的统考科目。

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插班生《制冷原理与设备》考试试题在设计上应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必要

的区分度和合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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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题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目标和考核内容，考试命题应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且重点突出，侧重考核

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识记为 20％，理解 35％，应用 45％。

3．合理安排试题难度结构。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的

分数比例，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3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20％。

Ⅱ、考试内容

1．考核内容

《制冷原理与设备》的考核内容为各种制冷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制冷系统的热力学分析，

能运用制冷原理的基本知识进行实际制冷系统的分析与求解，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2．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理解”、“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

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

题。

绪论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制冷技术的研究内容和理论基础、应用、发展历史及方向。

二、考核知识点

（一）制冷的基本概念

（二）制冷技术的应用、发展历史及方向

三、考核要求

识记：制冷技术的应用领域、发展简史

第一章 制冷的热力学基础

一、考核目的

蒸汽压缩式、蒸汽吸收式、吸附式制冷、蒸汽喷射式、热电制冷的基本原理；涡流管制冷、空气膨胀

制冷原理，磁制冷等新型制冷方法；制冷的基本热力学原理和的经济性评价指标。

二、考核知识点

（一）相变制冷

（二）绝热膨胀制冷

（三）制冷热力学特性分析

三、考核要求

识记：蒸汽压缩式、蒸汽吸收式、吸附式制冷、蒸汽喷射式、热电制冷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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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制冷的基本热力学原理和的经济性评价指标

第二章 制冷剂、载冷剂及润滑油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制冷剂的选择原则，润滑油的种类及对润滑油的要求；对制冷剂、载冷剂的要求，

CFC 的限用和替代物的选择；制冷剂的种类及常用制冷剂的特点，载冷剂的种类及盐水溶液的性质。

二、考核知识点

（一）制冷剂概述

（二）制冷剂的热物性参数及其计算方法

（三）制冷剂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应用

（四）常用制冷剂

（五）载冷剂

（六）润滑油

三、考核要求

识记：制冷剂的选择原则，润滑油的种类及对润滑油的要求

理解：对制冷剂、载冷剂的要求，CFC 的限用和替代物的选择

应用：制冷剂的物理化学性质的计算及其应用

第三章 单级压缩蒸气制冷循环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压焓图的应用，蒸汽压缩式制冷循环的热力计算，实际循环各因素对循环性能的

影响，蒸汽压缩式制冷机性能分析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

（一）单级压缩蒸气制冷机的理论循环

（二）单级压缩蒸气制冷实际循环

（三）单级压缩蒸气制冷循环的特性分析

三、考核要求

识记：单级压缩蒸气制冷实际循环的特性

理解：单级压缩蒸气制冷机的理论循环

应用：单级压缩蒸气制冷循环的特性分析

第四章 两级压缩和复叠制冷循环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两级压缩和复叠式制冷循环的应用；两级压缩和复叠式制冷循环热力计算及特性

分析。

二、考核知识点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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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级压缩制冷循环及热力计算

（三）两级压缩制冷循环运行特性分析

（四）复叠式制冷循环

三、考核要求

识记：两级压缩和复叠式制冷循环的应用条件

理解： 复叠式制冷循环的类型、性能指标计算及运行特性

应用：两级压缩制冷循环热力计算及特性分析

第五章 吸收式制冷循环及其他制冷方法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吸收式制冷机的基本原理、吸收式制冷机溶液循环的热力特性，溴化锂吸收式制

冷机以及氨水吸收式制冷机的工作循环与热工计算。

二、考核知识点

（一）吸收式制冷机的基本原理与工质

（二）吸收式制冷机溶液循环的热力特性

（三）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的工作循环与热工计算

（四）氨水吸收式制冷循环

三、考核要求

识记：吸收式制冷机的基本原理与工质

理解：吸收式制冷机溶液循环的热力特性

第六章 制冷设备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的目的是：蒸发器、冷凝器的类型、结构，及强化换热的途径；节流机构的类型及工作原理；

主要辅助设备在制冷系统中的位置、作用及工作原理。

二、考核知识点

（一）概述

（二）冷凝器

（三）蒸发器

（四）制冷装置的节流机构

（五）其他制冷换热器有辅助设备

三、考核要求

识记：其他制冷换热器有辅助设备的类型及作用

理解：蒸发器、冷凝器的类型、结构，及强化换热的途径；节流机构的类型及工作原理

第七章 制冷装置概述

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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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制冷装置的设计计算

不考核

第九章 实用制冷装置

不考核

第十章 制冷空调装置的冷热源选择及制冷装置的节能

不考核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考试方式为闭卷考试，笔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卷结构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题数 计分 计划用时（分钟）

一 判断题 15 15 20

二 单选题 10 20 20

三 简答题 7 35 45

四 计算题 2 30 35

合计 34 100 分 120 分钟

Ⅳ、题型示例

一、判断题

1. 热力膨胀阀普遍适用于氟利昂制冷系统。 ( )

二、 单选题

1. 编号为 R50 的制冷剂，其分子式为： 。

（A）CH4； （B）CHF3； （C）C2H4； （D）CO2

三、简答题

1．什么是复叠式压缩制冷？采用复叠式压缩制冷的原因有哪些？

四、计算题

1、某制冷循环的蒸发温度 t0 =-5℃，冷凝温度 tk =40℃，出冷凝器的状态为冷凝压力下的饱和液体状

态，吸入蒸气由-5℃过热到 10℃，制冷剂为 R22，压缩机排气量为 4.5 。对该制冷循环进行

热力计算。（附 R22 的压—焓图） （15 分）

Ⅴ、参考书目

《制冷原理与装置》（第二版），郑贤德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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