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交通大学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专业课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电工学 

考查要点： 

一、 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与分析方法 

1. 电路模型及理想电路元件的意义： 

2. 电压、电流参考方向的意义； 

3. 电源的有载工作、开路与短路状态，电功率和额定值的意义； 

4. 电位及其计算，电气设备的额定值； 

5. 网络分析方法及定理：克希荷夫定律，支路法，节点法，回路法，迭加原理，戴

维南与诺顿定理，电压源，电流源及等效变换。  

二、 电路的暂态分析 

1. 研究暂态的目的意义及换路定则； 

2. RC电路、RL电路的响应分析，时间常数τ 的计算。 

三、 正弦交流电路 

1. 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相位差及有效值； 

2. 正弦交流电的各种表示方法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3. 电路基本定律的相量形式和阻抗、简单正弦交流电路的相量法计算； 

4. 有功功率、瞬时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概念及功率因数的计算。 

四、 理想变压器 

重点是理解变压器的三种变换作用：变电压作用；变电流作用；变阻抗作用。 

五、 电动机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构造、转动原理，以及起动、反转、调速和制动的方法； 

2. 直流电机的基本构造和基本工作原理； 

3．他励和并励电动机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式，以及起动、反转和调速的基本原理和

基本方法。 

六、 集成运算放大器 

1.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组成及其主要参数的意义； 

2. 运算放大器的电压传输特性，理想运算放大器基本分析方法； 

3. 利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比例、加减、微分和积分运算电路的工作原理； 

4．电压比较器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七、 组合逻辑电路 

1．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和异或门等的逻辑功能； 

2．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应用逻辑代数运算法则和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 

3. 分析和综合简单的组合逻辑电路。 

题型、分值及考试时间： 

题型包括：选择题和分析计算题。 

分值：总分为 100 分。选择题分值占总分的 30%，分析计算题分值占总分的 70%。 

考试时间：2 小时。 

参考书目（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电工学》，秦曾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兰 州 交 通 大 学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专业课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机械设计  

考查要点： 

1.了解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和一般过程以及现代机械设计的思想与方法；了解机械零

部件设计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2.了解螺纹联接的主要类型、预紧与防松的原理及方法；掌握螺纹联接的失效形式、

松螺栓联接、受横向载荷紧螺栓联接、受轴向载荷紧螺栓联接的受力分析、强度计算的理

论与方法；了解提高螺纹联接强度的措施。 

3.了解键联接、花键联接、无键联接、销联接的主要类型、原理及方法；掌握键联接、

花键联接的失效形式与强度计算方法。 

4.了解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及应用场合；熟悉普通 V 带与带轮的结构及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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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V 带传动的失效形式、

设计准则；熟悉 V 带传动的设计方法和步骤以及 V 带传动的布置原则和张紧方法。 

5.了解链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了解滚子链的标准、规格及链轮结构特点；

理解链传动的运动特性；掌握滚子链传动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掌握滚子链传动主要参

数的合理选择及设计计算步骤；了解链传动的布置原则和张紧方法。 

6.了解齿轮传动机构的特点、应用及类型；了解齿轮精度的选择依据、齿轮传动五种

失效形式的特点、形成机理及预防或减轻损伤的措施；了解硬齿面、软齿面、开式传动、

闭式传动等概念；熟练掌握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特别是斜齿轮和锥齿轮轴向力的确定；

理解载荷系数的意义及影响因素；掌握直齿、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计算

和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计算的基本理论、公式中各参数和系数的意义及确定方法；掌握齿轮

传动的设计准则和步骤；了解直齿锥齿轮背锥和当量齿轮的意义。 

7.了解蜗杆传动的类型和特点；熟练掌握蜗杆、蜗轮转向与轮齿旋向之间的关系、蜗

杆传动的失效形式和计算准则；掌握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滑动速度和效率分析与热平衡

计算方法；了解蜗杆传动的强度计算特点。 

8.了解摩擦的种类及其性质；了解滑动轴承的类型和结构特点；熟练掌握非液体摩擦

滑动轴承的设计方法。 

9.了解滚动轴承的类型、结构和特点；明确其代号的意义和选用原则；掌握滚动轴承

的失效形式及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基本额定静载荷、极限转速、当量动载荷

等概念；掌握角接触轴承轴向力的计算方法；掌握滚动轴承寿命计算的基本理论和计算方

法；能进行滚动轴承组合结构设计。 

10.掌握轴的类型、失效形式及设计要求；了解轴的常用材料、结构设计应考虑的问题

和提高轴强度的措施；掌握轴的受力分析方法并可利用相当弯矩法进行轴的强度计算以及

刚度计算；能够根据各种具体应用场合进行轴的结构设计。 

题型、分值及考试时间： 

考试题型：1.基本概念题（选择填空题） 

2.问答题 

3.分析计算题 

本科目总分值 100 分，考试时间为 2 小时。 

参考书目（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机械设计（第七版）  濮良贵、纪名刚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6 



兰州交通大学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程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物流工程 

1． 物流基础知识  

主要内容：物流概论、物流科学的形成与发展、物流管理的范围与内容。 

考查要点：物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商流、物流、商物分离的概念；物流对生产系

统的影响；物流的分类；企业物流结构及合理化途径；物流科学的形成与发展；物流

管理的研究对象 

2. 物流系统及其构成  

主要内容：物流系统的概念，物流系统的构成、物流的基本功能以及运输、仓储、包

装、装卸搬运、配送等合理化途径，企业物流系统的运行机制以及推进物流系统化的方法。 

考查要点：物流系统的概念；物流系统中的制约关系；物流系统化目标；物流的基本

功能；仓储的功能及合理化原则；运输手段的种类、特征及运输手段的选择；流通加工与

生产加工的区别。     

3. 物流成本管理 

主要内容：物流成本的概念及其构成，物流成本管理的基本理论、物流成本的基本内

容以及物流成本计算的两种计算方法，物流成本的综合管理与控制方法。 

考查要点：物流成本管理的重要性；物流成本交替损益概念及内容；物流成本管理系

统的基本内容；物流成本的综合管理与控制；物流成本的核算方法；物流作业成本法的概

念和优点；物流作业的定义与分析 

4. 物流技术及其装备 

主要内容：物流技术及其装备在物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物流技术装备应用配置原

则、自动仓储系统的优点、集装单元化的概念与特点，各种物流技术装备的作用和类型。 

考查要点：物流技术及装备在物流系统中的作用；物流技术装备应用配置原则；装卸

搬运技术装备的作用和应用特点；仓储技术装备分类与特点；自动分拣系统的基本构成及

基本技术要求；自动仓储系统（AS/RS）的概念与自动仓储系统的优点；集装单元化的概

念与特点；集装箱的概念和分类；托盘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5. 第三方物流 

主要内容：掌握物流企业的概念、运输企业与物流企业的区别、第三方物流的概念与

特征、第三方物流与传统的对外委托的区别，掌握第三方物流的运作模式、第三方物流的

发展现状及趋势。 

考查要点：采用第三方物流服务模式的意义与风险；企业物流业务对外委托的形态；

第三方物流与传统的物流委托的异同；第三方物流的运作模式；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

状及发展方向；第四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的区别 

6. 供应链管理概述 

主要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的概念、供应链物流管理

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库存管理方法。 

考查要点：供应链的定义、特征；供应链的结构模型；供应链管理的主要领域与主要

内容 



  

 

 

 

 

 

 

 

 

 

 

 

 

 

 

 

 

 

 

 

 

 

 

 

 

 

 

 

 

 

 

 

 

参考书目： 

《物流管理》         吴清一    中国物资出版社 

《物流管理学》       王槐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题型、分值及考试时间： 

题型由基本概念填空（25分）、简答计算（40分）及综合应用能力考查（35分）构成，考

试时间为 2小时 



兰 州 交 通 大 学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专业课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085211)专业综合考试(四)  

考查要点： 

1. 掌握软件工程的产生、软件工程学的研究对象与原则、软件开发方法、软件工程的

生存周期模型以及软件工程发展的新方向；软件需求分析的任务和要求、可行性研究的任

务以及系统建模方法；软件开发阶段的任务、过程、方法和技术。理解软件质量的概念、

分析技术；软件维护阶段的活动、提高软件可维护性的策略；软件工程的相关管理技术。 

2. 掌握数据库系统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本概念；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语法；关

系数据结构；关系操作、关系代数的应用；数据库安全性和完整性的概念和方法；关系规

范化理论、数据库设计方法和步骤。 

3. 掌握计算机网络原理；网络规划和设计方法、Intranet 组建方法及网络的系统管

理或掌握 Internet、Intranet 信息服务系统的建立和管理以及网络应用软件开发。熟悉数

据通信、局域网、广域网、Internet、Intranet 的原理和技术；通信体系结构和协议、网

络操作系统及网络计算环境；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基本原理及技术。了解计算机网

络的发展动向。 

 

题型、分值及考试时间： 

考试题型：1.选择题(15 分) 

2.填空题(10 分) 

3.简答题(75 分) 

本科目总分值 100 分，考试时间为 2 小时。 

参考书目（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1、《软件工程》，党建武 著，兰州大学出版社 

2、《数据库原理》，王珊等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3、《计算机网络》，吴功宜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兰州交通大学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程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专业综合六数据通信传感器 

   

1. 数据通信与网络基本概念 

主要内容：数据通信系统组成；网络拓扑；网络设备；网络协议；网络架构模型；网

络标准的国际化组织；计算机常用的通信接口；数据通信各层的功能。 

考查要点：主要内容是数据通信与网络的基本概念，是以后学习的基础，有关内容体

现在在填空、选择题中。 

2. 数据通信的物理层 

主要内容：通信传输介质；数字通信方式；通信传输减损；多路复用技术。 

考查要点：传输介质的特点；通信方式的特点；传输减损的原因和克服；多路复用技

术的类型和原理。 

3. 数据通信的数据链路层 

主要内容：数据链路层的功能；数据链路层共享介质的多路访问技术，以太网的基本

原理；无线局域网的类型；主干网的结构；2层交换机和 3层交换机。 

考查要点：数据通信的数据链路层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 

4. 数据通信的网络层和传输层 

主要内容：网络层和传输层的功能；因特网地址；TCP/IP协议。 

考查要点：网络层和传输层工作原理；TCP/IP协议的概念和原理。 

5. 数据通信的应用层 

主要内容：应用层的功能；应用层的通信模型；HTTP协议。 

考查要点：应用层的功能和工作原理；应用层的通信模型；HTTP协议与 WWW；浏览器

的结构。 

6. 检测系统的部分；现代检测系统的特点； 

7. 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和引用误差的概念； 

8. MEMS 技术和其特点； 

9. 热电阻温度计和铂电阻温度计； 

10. 智能传感器的功能和特点，智能传感器的基本组成； 

11. 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的原理和性能，各自适合应用于的场合。 

题型、分值及考试时间： 

题型由基本概念填空（50分）、简答计算（50分），考试时间为 2小时。 

参考书目： 

1、（美）佛罗赞，（美）费根 著，吴时霖 等译，《数据通信与网络》，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2、吴建平，《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E8%B4%B9%E6%A0%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兰州交通大学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程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自动控制原理 

 

系统的数学模型： 

主要内容：系统微分方程的建立、系统的传递函数、控制系统的动态结构图、信号流

图与梅逊公式。 

考查要点：主要内容是自动控制方面的基本概念，是以后学习的基础，有关内容体现

在在填空、选择和其他类型的大题中；建立微分方程、传递函数的概念，结构图的等效变

换。 

系统的时域分析： 

主要内容：瞬态响应的性能指标、劳斯稳定判据、性能指标与系统参数的关系、系统

误差分析。 

考查要点：用劳斯判据判断系统稳定性或确定系统稳定的参数范围；计算稳态误差，

计算一、二阶系统（欠阻尼）的动态性能指标；给定性能指标或响应特性，确定参数。 

主要内容：系统的频率特性：频率特性的概念、频率特性的极坐标图、频率特性的对

数坐标图、频率特性与频域性能指标、稳定性的概念、乃奎斯特稳定判据、伯得稳定判据、

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考查要点：应用频率特性计算系统稳态响应；绘制奈奎斯特曲线和伯德图，判断稳定

性，计算稳定裕度，根据最小相位系统的对数幅频特性曲线确定系统的传递函数；估计时

域动态性能。 

控制系统的根轨迹： 

主要内容：根轨迹的概念、绘制根轨迹的法则、有根轨迹分析系统性能。 

考查要点：绘制根轨迹、利用根轨迹法确定系统稳定的 K
＊
值范围，确定某一 K

＊
值对

应的闭环极点。 

设计与校正： 

主要内容：控制系统校正的性能指标与校正方式、控制系统的串联校正、PID 调节器

及其参数确定； 

考查要点：已知系统校正前及校正后开环对数幅频特性，求校正装置传递函数；按给

定指标设计串联校正装置；已知原系统开环传递函数，从给出的几种串联校正网络中选择

一种网络，使校正后系统性能最好。 

题型、分值及考试时间： 

题型由基本概念填空（25分）、简答计算（40分）及综合应用能力考查（35分）构成，考

试时间为 2小时 

参考书目： 

彭珍瑞，控制工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