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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经济学院 2024 年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专升本招生专业课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机械设计基础》 

一、总纲 

本纲规定需要学生根据使用需求对机械的工作原理、结构、运动方

式、力和能量的传递方式、各个零件的材料和形状尺寸、润滑方法等进行

构思、分析和计算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描述以作为制造依据的工作过程。 

本纲涵盖主要内容包括：机械设计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常用机构的工作原理、类型、运动特点、功能；通用机械零件的工作原理、

结构特点、选用及设计计算方法。要求学生掌握包括绪论、平面机构的结

构分析、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机械的调速和平衡；

掌握连接、挠性传动、啮合传动、轮系、轴、轴承、联轴器、离合器、制

动器、弹簧等机械结构的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 

本大纲由合肥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考核目标 

按照教学大纲对授课内容、授课进度、重点与难点、考核知识点

及考核要求方面的规范，制定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考试大纲。本纲要确

定的考试目标由知识与技能要点、考试条目和考试水平三部分组成。

“知识与技能要点”考查考生应知应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考试条目”

是“知识与技能要点”内容的细化；考试水平是具体确定所考查的应知应

会的知识和技能的考查层次。 

本纲要的考试水平分为四个层次：A(识记）、B（理解）、C（掌

握）、D（综合运用）。每一较高层次同时包含其较低层次的考试水

平。其具体含义为： 

A(识记）：主要考查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识别和记忆水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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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考生能正确地辨别、再认或再现相应的基础知识，如要求学生能从

题目所提供的材料中识别出学过的知识（再认）或者能按题目要求复

述学过的知识（再现）。即在记忆水平上考核考生的学习成果。例如：

“运动副”的概念。 

B（理解）：主要考查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解程度。除“识

记”的要求外，正确理解所学知识的确切含义以及与其相关知识的内

在联系。例如：V 带传动的特点及应用。 

C（掌握）：主要考查考生对所学专业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初

步运用能力。要求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用所学过的知识及方法解决

新情况下出现的简单问题。例如：平面四杆机构的急回特性。 

D（综合运用）：主要考查考生对所学专业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

能力。要求考生在对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具有系统的、灵活

的、较强的综合应用能力。例如：齿轮传动设计参数的选择。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1.绪论 

（1）课程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考试水平 A） 

（2）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与一般程序 

① 机械零件设计的基本要求             （考试水平 B） 

② 机械设计基本要求                   （考试水平 C） 

③ 机械设计的一般程序                 （考试水平 B） 

（3）学科的发展趋势                         （考试水平 A） 

2.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 

（1）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 

① 运动副的概念及分类                 （考试水平 B） 

② 运动链和机构                       （考试水平 A） 

（2）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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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运动副及构件的表示方法             （考试水平 C） 

② 绘制机构运动简图的步骤             （考试水平 B） 

（3）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① 平面运动构件的自由度               （考试水平 C） 

② 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方法           （考试水平 C） 

③ 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             （考试水平 B） 

④ 计算机构自由度的注意事项           （考试水平 A） 

3.平面连杆机构 

（1）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 

① 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             （考试水平 B） 

② 平面四杆机构的演化                 （考试水平 C） 

③ 铰链四杆机构中存在曲柄的条件       （考试水平 C） 

（2）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① 压力角和传动角                     （考试水平 B） 

② 急回特性                           （考试水平 C） 

③ 死点                               （考试水平 D） 

4.凸轮机构 

（1）凸轮机构的应用及分类 

① 凸轮机构的特点及应用               （考试水平 B） 

② 凸轮机构的分类                     （考试水平 A） 

（2）凸轮机构的特性分析 

① 凸轮机构的运动分析                 （考试水平 C） 

② 常用的从动件运动规律               （考试水平 C） 

5.带传动和链传动 

（1）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和类型 

① 带传动的工作原理                   （考试水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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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带传动的分类                       （考试水平 A） 

③ V 带传动的特点及应用               （考试水平 B） 

（2）带传动的工作情况分析 

① 带传动的受力分析                   （考试水平 C） 

② 带的弹性滑动与传动比               （考试水平 C） 

③ 带传动的应力分析                   （考试水平 B） 

（3）普通 V带和 V带轮的结构 

① 普通V带的结构与尺寸                    （考试水平 A） 

② 普通V 带轮的结构                        （考试水平 A） 

③ V 带传动的设计                     （考试水平 D） 

（4）带传动的张紧和维护 

① 带传动的张紧                       （考试水平 C） 

② 带传动的维护                       （考试水平 B） 

（5）链传动 

① 滚子链与链轮                       （考试水平 B） 

② 链传动的张紧、布置和润滑           （考试水平 C） 

6.齿轮传动 

（1）齿轮传动的特点及分类 

① 齿轮传动的特点                     （考试水平 B） 

② 齿轮传动的分类                     （考试水平 B） 

（2)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 

① 渐开线的形成和性质                 （考试水平 B） 

② 渐开线齿廓啮合特点                 （考试水平 C） 

③ 渐开线齿轮的基本参数及几何尺寸计算 （考试水平 B） 

(3)渐开线标准直齿轮的啮合传动 

① 渐开线标准齿轮正确啮合的条件       （考试水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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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渐开线齿轮连续传动的条件           （考试水平 C） 

③ 渐开线齿轮的标准安装               （考试水平 B） 

（4）渐开线齿轮的切削加工方法 

① 仿形法                             （考试水平 C） 

② 展成法                             （考试水平 C） 

(5)齿轮的根切现象与最少齿数 

① 渐开线齿轮的根切现象               （考试水平 D） 

② 渐开线标准齿轮的最少齿数           （考试水平 C） 

(6)齿轮的失效及齿轮的材料和许用应力 

① 齿轮的失效形式                     （考试水平 B） 

② 齿轮的材料选择                     （考试水平 B） 

③ 许用应力                           （考试水平 C） 

(7)直齿圆柱齿轮的强度计算及设计准则 

① 直齿圆柱齿轮的受力分析             （考试水平 B） 

② 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计算               （考试水平 C） 

③ 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计算               （考试水平 C） 

④ 齿轮传动设计参数的选择             （考试水平 D） 

⑤ 齿轮的结构与精度                   （考试水平 B） 

⑥ 齿轮传动的设计准则与步骤           （考试水平 B） 

(8)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① 齿廓啮合的特点                     （考试水平 C） 

② 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考试水平 B） 

③ 正确啮合的条件                     （考试水平 C） 

(9)直齿圆锥齿轮传动 

① 直齿圆锥齿轮的特点和应用           （考试水平 B） 

② 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考试水平 B） 



6  

③ 正确啮合的条件                     （考试水平 C） 

(10)蜗杆传动 

① 蜗杆传动的特点及分类               （考试水平 A） 

② 蜗杆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考试水平 B） 

③ 蜗杆传动正确啮合的条件             （考试水平 C） 

7.轮系 

(1)概述 

① 轮系的应用特点                     （考试水平 A） 

② 齿轮系的分类                       （考试水平 B） 

(2)齿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① 定轴齿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考试水平 C） 

② 行星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考试水平 C） 

③ 组合齿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考试水平 B） 

(3)齿轮系的应用                             （考试水平 B） 

8.连接 

(1)螺纹连接 

① 螺纹的类型与特点                   （考试水平 A） 

② 螺纹的主要参数                     （考试水平 B） 

③ 螺纹连接的主要类型及应用           （考试水平 C） 

④ 螺纹连接的拧紧与防松               （考试水平 B） 

（2）轴毂连接 

① 键连接                             （考试水平 C） 

② 花键连接                           （考试水平 B） 

③ 销连接                             （考试水平 A） 

9.轴 

(1）轴的作用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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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轴的作用                           （考试水平 A） 

② 轴的分类                           （考试水平 B） 

（2)轴设计的基本要求及轴的结构设计 

① 轴设计的基本要求                   （考试水平 B） 

② 轴的结构设计                       （考试水平 C） 

③ 轴上零件的固定                     （考试水平 C） 

④ 轴的制造与装配工艺要求             （考试水平 B） 

(3)轴的强度计算 

① 按轴的扭转强度条件计算             （考试水平 D） 

② 按轴的弯扭合成强度条件计算         （考试水平 D） 

10.轴承 

(1)概述 

① 滚动轴承的组成与分类               （考试水平 A） 

② 滑动轴承的结构与分类               （考试水平 A） 

(2)滚动轴承的代号 

① 前置代号                           （考试水平 B） 

② 基本代号                           （考试水平 B） 

③ 后置代号                           （考试水平 B） 

(3)滚动轴承的合理选用                      （考试水平 C） 

(4)滚动轴承的寿命计算及静强度计算 

① 滚动轴承的主要失效形式及计算准则   （考试水平 C） 

② 滚动轴承的寿命计算                 （考试水平 D） 

③ 滚动轴承的当量动载荷计算           （考试水平 B） 

④ 滚动轴承静强度计算                 （考试水平 B） 

(5)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 

① 滚动轴承轴系支点的结构形式         （考试水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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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滚动轴承组合的调整                 （考试水平 B） 

③ 滚动轴承的配合与装拆               （考试水平 C） 

(6)滚动轴承的润滑与密封 

① 滚动轴承的润滑                     （考试水平 B） 

② 滚动轴承的密封                     （考试水平 B） 

11.联轴器和离合器 

（1）概述 

① 联轴器的分类                       （考试水平 A） 

② 离合器的分类                       （考试水平 A） 

(2)刚性联轴器 

① 套筒联轴器                         （考试水平 B） 

② 凸缘联轴器                         （考试水平 B） 

(3)挠性联轴器 

① 无弹性元件联轴器                   （考试水平 B） 

② 弹性联轴器                         （考试水平 B） 

(4)离合器 

① 牙嵌式离合器                       （考试水平 B） 

② 摩擦式离合器                       （考试水平 B） 

12.间歇运动机构 

(1)棘轮机构 

① 棘轮机构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考试水平 A） 

② 棘轮机构的特点与应用               （考试水平 B） 

(2)槽轮机构 

① 槽轮机构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考试水平 A） 

② 槽轮机构的特点及应用               （考试水平 B） 

③ 槽轮槽数和拨盘圆柱销数的选择       （考试水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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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凸轮式间歇运动机构                     （考试水平 B） 

三、试卷结构、题型、分值与时长说明 

1.考试形式与分值： 

（1）采用闭卷笔答的方式。 

（2）总分为150 分 

2.考试时长：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3.考试题型： 

（1）按知识点分 

序号 知识科目 百分比 分值 

1 绪论 3.3% 5 分 

2 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 6.7% 10 分 

3 平面连杆机构 13.3% 20 分 

4 凸轮机构 13.3% 20 分 

5 带传动和链传动 13.3% 20 分 

6 齿轮传动 16.6% 25 分 

7 轮系 6.7% 10 分 

8 连接 6.7% 10 分 

9 轴 6.7% 10 分 

10 轴承 6.7% 10 分 

11 联轴器和离合器 3.3% 5 分 

12 间歇运动机构 3.3% 5 分 

 

（2）按考试水平分 

考试水平 A B C D 

百分比 20% 30% 30% 20% 

 

（3）按考试题型分 

题型 填空题 选择题 简答题 计算题 分析题 

百分比 10% 15% 20% 25% 30% 

四、参考书目 

1.主要参考教材如下： 

王立波等.《机械设计基础(第三版)》.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7. 

五、补充说明 

总分为 150 分。考试侧重考查考生对专业理论课的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掌

握程度，同时注意考查考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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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机械制图》 

一、总纲 

本纲规定需要学生掌握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

本技能，并能熟练使用三种方法（仪器、徒手、计算机）绘制零件图和装配

图。 

本纲涵盖内容包括：点线面的投影，截交相贯线的求法，组合体的画法

及其尺寸标注，各种表达方法，标准件的规定画法及其连接画法，会画简单

的零件图和装配图及其尺寸标注，并能够灵活运用。 

本大纲由合肥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考核目标 

按照教学大纲对授课内容、授课进度、重点与难点、考核知识点

及考核要求方面的规范，制定机械制图课程考试大纲，本纲要确定的

考试目标由知识与技能要点、考试条目和考试水平三部分组成。“知

识与技能要点”考查考生应知应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考试条目”

是“知识与技能要点”内容的细化；考试水平是具体确定所考查的应知应

会的知识和技能的考查层次。 

本纲要的考试水平分为四个层次：A(识记）、B（理解）、C（掌

握）、D（综合运用）。每一较高层次同时包含其较低层次的考试水平。

其具体含义为： 

A(识记）：主要考查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识别和记忆水平，要

求考生能正确地辨别、再认或再现相应的基础知识，如要求学生能从

题目所提供的材料中识别出学过的知识（再认）或者能按题目要求复

述学过的知识（再现）。即在记忆水平上考核考生的学习成果。例如：

“投影”的概念。 

B（理解）：主要考查考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解程度。除“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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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外，正确理解所学知识的确切含义以及与其相关知识的内在联

系。例如：直线和平面投影的画法。 

C（掌握）：主要考查考生对所学专业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初步

运用能力。要求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用所学过的知识及方法解决新情

况下出现的简单问题。例如：读组合体图，绘制组合体的投影图及标注

尺寸。 

D（综合运用）：主要考查考生对所学专业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要求考生在对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具有系统的、灵活的、

较强的综合应用能力。例如：根据装配图绘制零件图。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1.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1）常用绘图工具 

① 常用绘图工具使用方法               （考试水平 A） 

（2）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① 国家的制图标准                     （考试水平 A） 

（3）常用几何图形画法 

① 常用几何图形的绘制方法             （考试水平 B） 

（4）平面图形画法                          （考试水平 C） 

（5）平面图形的绘图方法和步骤               （考试水平 B） 

（6）徒手画图的基本方法                    （考试水平 A） 

2.投影基础 

（1）投影法概述                             （考试水平 A） 

（2）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 

① 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画法             （考试水平 C） 

（3）点的投影 

① 点的投影画法                       （考试水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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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线的投影 

① 直线的投影画法                     （考试水平 B） 

（5）平面的投影 

① 平面的投影画法                    （考试水平 B） 

3.基本立体 

（1）平面立体的投影 

① 平面立体的投影的画法               （考试水平 C） 

（2）回转体的投影 

① 回转体的投影的画法                 （考试水平 B） 

（3）柱形体的投影 

① 柱形体的投影的画法                 （考试水平 B） 

（4）基本立体的尺寸标注                     （考试水平 C） 

（5）基本立体三视图的草图画法              （考试水平 A） 

（6）基本立体的轴测投影 

① 基本立体的轴测投影的画法           （考试水平 C） 

（7）基本立体轴测草图的画法                （考试水平 A） 

4.常见立体表面交线 

（1）截交线                                 （考试水平 B） 

（2）相贯线                                 （考试水平 B） 

（3）柱形体的投影                          （考试水平 A） 

（4）截断体和相贯体的尺寸标注               （考试水平 B） 

（5）读图的思维基础                        （考试水平 C） 

5.组合体 

（1）组合体形体分析 

① 组合体形体分析方法                 （考试水平 B） 

（2）组合体三视图画法                       （考试水平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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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合体尺寸标注 

① 组合体尺寸标注方法                 （考试水平 C） 

（4）组合体轴测图画法                       （考试水平 B） 

（5）读组合体视图 

① 读组合体视图的方法                 （考试水平 D) 

6.机件表达方法 

（1）视图 

① 各类视图的选取                     （考试水平 B） 

（2）剖视图 

① 剖视图画法                         （考试水平 C） 

（3）断面图 

① 断面图画法                         （考试水平 B） 

（4）局部放大图和简化画法                  （考试水平 B） 

（5）机件表示方法的综合应用                （考试水平 C） 

（6）读机件表达方法的综合                   

① 读机件表达方法的综合举例           （考试水平 D) 

7.标准件安和常用件 

（1）螺纹 

① 螺纹的画法                         （考试水平 C） 

（2）常用螺纹紧固件 

① 常用螺纹紧固件的画法               （考试水平 C） 

（3）键、销连接 

① 键、销连接的画法                    （考试水平 B） 

（4）齿轮 

① 齿轮的画法                         （考试水平 B） 

（5）滚动轴承 

① 滚动轴承的画法                     （考试水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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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弹簧 

① 弹簧的画法                         （考试水平 A） 

8.零件图 

（1）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考试水平 A） 

（2）零件图的视图选择方法                  （考试水平 B） 

（3）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考试水平 C） 

（4）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考试水平 C） 

（5）零件的工艺结构                         （考试水平 D） 

（6）读零件图                              （考试水平 D） 

9.装配图 

（1）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考试水平 B） 

（2）装配图的规定画法和特殊画法             （考试水平 B） 

（3）装配图的尺寸标注和技术要求             （考试水平 C） 

（4）装配图上零、部件的序号和明细栏        （考试水平 C） 

（5）装配结构的合理性                       （考试水平 D） 

（6）读装配图                              （考试水平 D） 

三、试卷结构、题型、分值与时长说明 

1.考试形式与分值： 

（1）采用闭卷笔答的方式。 

（2）总分为150 分。 

2.考试时长：考试时间为120 分钟。 

3.考试题型： 
（1）按知识点分 

序号 知识科目 百分比 分值 

1 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6.7% 10 分 

2 投影基础 6.7% 10 分 

3 基本立体 13.3% 20 分 

4 常见立体表面交线 13.3% 20 分 

5 组合体 13.3% 20 分 

6 机件表达方法 13.3% 20 分 

7 标准件和常用件 6.7% 10 分 

8 零件图 13.3%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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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装配图 13.3% 20 分 

（2）按考试水平分 

考试水平 A B C D 

百分比 20% 30% 30% 20% 

 

（3）按考试题型分 

题型 填空题 选择题 作图题 读图题 分析题 

百分比 10% 30% 30% 10% 20% 

四、参考书目 

1.主要参考教材如下： 

王其昌等.《机械制图（第5 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五、补充说明 

考试侧重考查考生对专业理论课的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同时注意

考查考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