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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工程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命题单位 艺术与设计学院 答题方式 闭卷 笔试

科目代码 501 科目名称 专业设计

试卷满分 150 考试时长 3 小时

▽参考书目▽

无

▽试卷题型结构▽

一、题型：设计创作。

二、分数结构：总分 150 分。

1.手绘表达：共 120 分；其中：主题表达 30分，创意设计 30分，

表现技巧和艺术效果 60分。

2.设计说明撰写：30分。

▽试卷内容结构▽

主题表达 20%；创意设计 20%；表现技巧和艺术效果 40%；设计说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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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内容说明▽

一、考试目标

《专业设计》是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髹漆艺术设计方向、环境艺

术设计方向、数字视觉艺术设计方向基础设计能力测试，考试宗旨是面

向基础形态的构型理念、创意能力和思维方法，要求考生具有较扎实的

二维、三维及多维造型观念，系统地掌握本科阶段所学的专业造型基础，

设计构成基础、图形创意，包括有关设计心理、形态的结构功能、流程

和媒介等基本知识以及基础专业方面的内容，结合创造性思维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进行手绘艺术表现。

二、考试要求

1.理解题目的性质与特点，根据所报的专业方向要求进行独立设

计，定位准确、思路清晰。

2.了解设计要求，根据所报的专业方向要求绘制设计方案，构思新

颖独特，表现手法多样。

3.掌握艺术设计理论，根据所报的专业方向要求撰写设计说明 ，

表述清晰，文字简练。

三、考试内容

1.环境艺术设计：科目主要考查本科阶段所学专业知识，要求考生

全面系统地掌握风景园林设计、景观规划设计、室内外设计、陈设设计

等知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且能综合运用环境艺术设计的相关知

识，进行方案设计。

理解 空间与主题的关系，能够针对特定空间，提出设计方案，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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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空间需求。

了解 环境艺术设计的综合知识，能够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掌握 扎实的专业技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理论与实践结合，解

决环境艺术设计的实际问题。

2.数字视觉艺术设计：科目主要考查本科阶段所学基础内容，要求

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构成基础、造型设计以及图形创意等知识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并且能综合运用这些理论、方法进行主题视觉创意设计。

理解 视觉元素符号与主题设计的关系，提炼并运用视觉符号。

了解 视觉传达的图形语言，创意表达主题信息。

掌握 视觉传达设计相关知识，准确运用构成基础、造型设计以及

图形创意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创作。

3.髹漆艺术设计：科目主要考查本科阶段所学基础内容，要求考生

全面系统地掌握装饰基础、造型设计以及材料工艺等知识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方法，并且能综合运用这些理论、方法进行主题髹漆艺术创意设计。

理解 装饰元素与主题设计的关系，创意表达主题信息。

了解 髹漆艺术的材料语言，提炼并运用漆艺术语言。

掌握 髹漆艺术设计相关知识，准确运用装饰基础、造型设计以及

材料工艺等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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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命题单位 艺术与设计学院 答题方式 闭卷 笔试

科目代码 610 科目名称 设计史论

试卷满分 150 分 考试时长 3 小时

▽参考书目▽

1.《世界现代设计史》（第二版），王受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年。

2.《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本)》，田自秉著，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

▽试卷题型结构▽

一、选择题：30小题，每题 2分，共 60 分；

二、名词解释：4 小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三、简答题：6小题，每题 5分，共 30 分；

四、论述题：2小题，每题 20分，共 40 分。

▽试卷内容结构▽

世界现代设计史 50%；中国工艺美术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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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内容说明▽

对本考试科目的总体说明：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设计史论的基

本理论，理顺设计史发展脉络，掌握设计史发展客观规律以及不同时期

设计风格，并且能综合运用设计史论的知识对专业实践的进行指导，提

高专业理论素养和审美。

第一部分 世界现代设计史

一、工业革命前的设计

1.本部分总体要求：工业革命前欧洲的设计情况，新古典主义设计

运动、维多利亚时期的设计风格。

2.考试要求

理解 工业革命前欧洲的设计情况。

了解 新古典主义设计运动、维多利亚风格。

掌握 维多利亚时期的设计风格特点。

二、现代设计的萌芽与“工艺美术”运动

1.本部分总体要求：现代设计萌芽的时代背景和促进因素，“工艺

美术”运动的发展过程、“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思想主张和主

要成就、工艺美术运动的主要风格。

2.考试要求

理解 现代设计萌芽的时代背景和促进因素。

了解“工艺美术”运动的发展过程。

掌握“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思想主张和主要成就、“工艺

美术运动”的主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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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艺术”运动

1.本部分总体要求：“新艺术”运动概述、“新艺术”运动在各地

的发展、“新艺术”运动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就、“新艺术”运动的主要

风格。

2.考试要求

理解“新艺术”运动与“工艺美术”运动的区别与联系。

了解“新艺术”运动在各地的发展。

掌握“新艺术”运动代表人物和主要作品风格。

四、“装饰艺术”运动

1. 本部分总体要求：“装饰艺术”运动的概况、影响“装饰艺术”

运动的重要原因、“装饰艺术”运动的设计特点、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就。

2.考试要求

理解“装饰艺术”运动的概况。

了解 影响“装饰艺术”运动的重要原因。

掌握“装饰艺术”运动的设计特点风格、代表人物。

五、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1.本部分总体要求：现代设计思想体系和先驱人物、包豪斯的设计

教育宗旨、包豪斯的发展历程、“荷兰风格派”运动。

2.考试要求

理解 现代设计思想体系和先驱人物。

了解 包豪斯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

掌握 包豪斯的设计教育宗旨和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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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1.本部分总体要求：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背景、英国的波普设运

动、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展。

2.考试要求

理解 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背景。

了解 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展。

掌握 英国的波普设计运动。

第二部分 中国工艺美术史

一、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发展状况，重点

掌握原始社会的彩陶工艺与黑陶工艺。彩陶与黑陶工艺的装饰美表现，

美的起源，这一时期工艺美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2.考试要求

理解 原始社会石器工艺、陶器工艺。

了解 原始社会时期其他工艺、牙骨雕、染织、编织。

掌握 原始社会时期彩陶、黑陶、几何印纹陶。

二、商代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商时期的工艺美术发展及其所具有的

时代性，重点掌握青铜工艺，商代青铜工艺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中的地位。

2.考试要求

理解 商代青铜工艺、陶瓷工艺、雕刻工艺。

了解 商代灰陶、白陶、釉陶和原始瓷器、石雕、玉雕、牙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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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商代青铜器的装饰、青铜器的艺术特点。

三、周代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商时期的工艺美术发展及其所具有的

时代性，重点掌握青铜工艺，商代青铜工艺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中的地位。

2.考试要求

理解 周代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等。

了解 周代青铜工艺。

掌握 周代陶瓷工艺、染织工艺、 漆器工艺、玉雕工艺。

四、春秋战国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发展，其所

具有的时代性与前代及后世的传承关系，重点掌握其青铜工艺、漆器工

艺、织艺工艺。

2.考试要求

理解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演变和创新、青铜器的装饰。

了解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陶瓷工艺、漆器工艺。

掌握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的种类与特点、原始青瓷、漆器的制作与

装饰。

五、秦汉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秦汉时期的工艺美术及其对我国工艺

美术的影响，重点学习铜器工艺、织绣工艺、漆器工艺、画像石和画像

砖。汉时的工艺美术是我国工艺美术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丝绸之路的

开辟及其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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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要求

理解 秦汉的铜器。

了解 秦汉染织工艺、漆器工艺。

掌握 秦汉早期瓷器、陶塑。

六、六朝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隋代工艺美术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具有

的上下传承关系。

2.考试要求

理解 六朝染织工艺、 金属工艺、 漆器工艺。

了解 六朝漆器工艺的加工方法。

掌握 六朝青瓷、黑瓷、画象砖。

七、隋唐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隋唐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及其特有的

时代性，这个时期是我国工艺美术发展的另一个高潮时期。重点掌握陶

瓷工艺、染织工艺、金属工艺。

2.考试要求

理解 隋唐丝织、印染、刺绣家具工艺。

了解 隋唐金属工艺、漆器工艺。

掌握 隋代的陶瓷、唐代的陶瓷、唐三彩。

八、宋代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宋朝工艺美术的发展及其特有的时

代性，对于我国工艺美术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重点学习这一时期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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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工艺、染织工艺、金工和漆器

2.考试要求

理解 五代的陶瓷、宋瓷。

了解 五代染织工艺、铜镜、金银器。

掌握 五代各窑系的艺术特点。

九、元代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元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及其特有的时代

性与民族性，重点学习这一时期的陶瓷工艺、染织工艺、漆器工艺、金

属工艺。

2.考试要求

理解 元代陶瓷工业、染织工艺。

了解 元代金属工艺、 漆器工艺。

掌握 元代陶瓷、琉璃、刺绣等。

十、明代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明朝工艺美术的发展状况，重点学习

这一时期的陶瓷工艺、染织工艺、金属工艺、漆器工艺、家具工艺。

2.考试要求

理解 明代陶瓷工艺、金属工艺。

了解 明代陶瓷工艺、金属工艺的具体加工工艺与特点。

掌握 明代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宜兴窑和石湾窑。

十一、清代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我国清代工艺美术的发展状况，重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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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陶瓷工艺、染织工艺、漆器工艺、家具工艺。

2.考试要求：

理解 清代陶瓷工艺。

了解 清代染织工艺。

掌握 清代金属工艺、景泰蓝、画珐琅等。

十二、近现代的工艺美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了解近现代工艺美术的三大分类－-传统工艺、

现代工艺和民间工艺,以及工艺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2.考试要求

理解 近代的工艺美术形式与特点。

了解 染织工艺、陶瓷玻璃工艺、编织工艺、民间工艺。

掌握 近现各主要类工艺的概况并掌握其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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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命题单位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答题方式 闭卷 笔试

科目代码 801 科目名称 道路工程

试卷满分 150 考试时长 3 小时

▽参考书目▽

1.《道路勘测设计》（第五版），许金良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出版；

2.《路基路面工程》（第六版），黄晓明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9 年 6月出版；

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4.《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

5.《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15；

6.《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17；

7.《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11；

9.《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T 3610-2019；

10.《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

11.《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JTG/T F30-2014。

以上参考书目，以 1、2 为主，3-11 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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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题型结构▽

一、选择题一：15小题，每题 2分，共 30 分；

二、简答题二：10小题，每题 5分，共 50 分；

三、计算题三：2 小题，每题 15分，共 30 分；

四、论述或分析题四：2 小题，每题 20分，共 40 分。

▽试卷内容结构▽

道路勘测设计部分（占比 40%）：平纵横设计 25%，选线与定线 10%，

道路交叉 5%。

路基路面工程部分（占比 60%）：路基路面基础 10%，路基路面设

计 30%，路基路面施工 20%。

▽试卷内容说明▽

对本考试科目的总体说明：本考试科目分为道路勘测设计和路基路

面工程两个部分，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道路勘测设计和路基路面工

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具有运用行业标准、规范等进行道路工程

设计、施工以及综合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道路勘测设计部分：

一、平纵横设计

1.本部分总体要求：要求系统掌握路线平面、纵断面、横断面设计

的原理、方法、计算以及分析与应用。

2.考试要求

平面设计：了解汽车行驶轨迹特性与道路平面线形要素，掌握直线

的特点和运用，最大长度和最小长度的规定，掌握圆曲线的特点、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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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及其长度的规定，掌握缓和曲线的作用与性质、形式及其最小长度

和参数，理解平面线形设计原则和线形要素组合类型。

纵断面设计：掌握纵坡极限指标的确定方法及相关规定、影响纵坡

设计的主要因素，掌握竖曲线的特点、半径大小及其长度的规定，掌握

平纵面组合设计的基本要求，掌握纵断面设计的步骤和方法。

横断面设计：了解横断面的组成和类型，掌握中间带的类型和作用，

掌握平曲线加宽、超高的设计原因和设计方法，掌握行车视距概念及视

距保证方法，了解横断面设计的方法、土石方数量计算及调配方法。

二、选线与定线

1.本部分总体要求：要求系统掌握道路选线的步骤与方法，平原区、

山岭区、丘陵区选线要点，纸上定线的操作方法，实地放线的方法，直

接定线的简要操作步骤等内容。

2.考试要求

掌握平原区、山岭区、丘陵区公路选线的步骤、方法以及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及其要点，掌握平原区路线布局的要点以及山区沿河线、越

岭线布局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具体解决方案，掌握不同地形条件下定线

的方法和步骤。

三、道路交叉设计

1.本部分总体要求：要求系统掌握平面交叉的概念，交通组织设计

和车道数的确定，交叉口视距三角形及其绘制，交叉口拓宽设计方法，

环形交叉的概念与组成，交叉口立面设计方法，立体交叉的概念、类型

与适用条件以及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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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要求

了解平面交叉口的交通特性、设计依据及其类型和适用范围，掌握

平面交叉口的视距和转弯半径的确定方法，了解普通环形交叉口和入口

让路交叉口的设计方法，了解立体交叉的组成、类型及特性，了解影响

立体交叉的布置规划与形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路基路面工程部分

四、路基路面基础

1.本部分总体要求：系统掌握路基路面的概念、性能、特点、结构、

材料、环境、荷载等有关专业知识和理论。

2.考试要求

掌握路基路面的概念，掌握路基路面工程的特点与性能要求，掌握

路基路面结构及层位功能，理解路基路面结构的影响因素，理解公路自

然区划，掌握路基土的分类及工程特性，掌握路基的力学强度特性，掌

握路基水温状况及干湿类型，了解路基的抗变形能力及材料参数，掌握

路基路面的主要病害类型及原因，理解交通荷载及其对路面的作用，了

解交通数据调查，掌握标准轴载及轴载换算，了解路面材料设计参数。

五、路基路面设计

1.本部分总体要求：系统掌握路基设计、沥青路面设计、水泥混凝

土路面设计、路基防护与支挡结构设计、路基路面排水设计的理论、方

法、计算以及分析与应用。

2.考试要求

路基设计：掌握一般路基设计，了解特殊路基设计，掌握路基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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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计，掌握路基边坡稳定性分析。

路基防护与支挡结构设计：掌握路基坡面防护设计，掌握各类挡土

墙力学计算及设计。

沥青路面设计：了解层状弹性体系理论，理解沥青路面的破坏状态

及其控制设计，掌握沥青路面结构组合设计，掌握我国沥青路面结构设

计验算，了解国外主要沥青路面设计方法。

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掌握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分类与构造，了解弹

性地基板理论，理解水泥混凝土路面温度应力分析，了解水泥混凝土路

面的破坏及设计指标与标准，了解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的可靠度理论，

掌握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组合设计，掌握水泥混凝土路面厚度设计，了

解特殊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了解国外主要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方法。

理解路基路面排水设计的任务、内容及一般原则，路基路面排水设

计：掌握路界地表排水设计，掌握路界地下排水设计，掌握路面内部排

水设计。

六、路基路面施工

1.本部分总体要求：要求系统掌握路基路面施工的压实原理、工艺

方法、质量标准以及施工要点等内容。

2.考试要求

路基施工：了解路基施工的基本要求、基本方法、施工机械以及前

期准备工作，掌握路堤填筑与压实，掌握路堑开挖，理解石质路基爆破

施工，理解路基加固处理，理解路基变形分析与检测，了解路基施工新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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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施工：了解路面施工机械，理解级配碎石层施工，掌握无机结

合料稳定材料层施工，掌握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掌握水泥混凝土路面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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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命题单位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答题方式 闭卷 笔试

科目代码 802 科目名称 汽车运用工程

试卷满分 150 分 考试时长 3 小时

▽参考书目▽

《汽车运用工程》（第六版），许洪国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21

年。

《汽车理论》（第六版），余志生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 年。

▽试卷题型结构▽

一、填空题：10个空，每空 2分，共 20 分；

二、单选题：10个小题，每题 2分，共 20 分；

三、名词解释：5 个小题，每题 4分，共 20 分；

四、简答题：5个小题，每题 8 分，共 40 分；

五、分析题：2个小题，每题 10分，共 20 分；

六、计算题：2个小题，每题 15分，共 30 分。

▽试卷内容结构▽

汽车动力性 20%；汽车经济性 20%；汽车行驶安全性 20%；汽车公害

10%；汽车通过性和平顺性 20%；汽车在特殊条件下的使用 10%。



2

▽试卷内容说明▽

对本考试科目的总体说明：汽车运用工程是交通运输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考生选考的专业基础课。本考试科目主要包括汽车的使用条件及

对使用性能的影响、汽车在特殊条件下使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要

求学生掌握汽车运用工程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深度

和广度，以及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汽车的使用条件及对使用性能的影响

1.本部分总体要求：汽车动力性、汽车使用经济性、汽车行驶安全

性、汽车通过性和汽车平顺性的概念，掌握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制

动性、操纵稳定性等分析的原理及基本计算方法。

2.考试要求

（1）汽车动力性

了解汽车动力性及其评定指标，掌握汽车驱动力及行驶阻力，理解

汽车行驶方程及其物理含义，掌握汽车驱动力-行驶阻力平衡图、动力

特性图、功率平衡图，掌握汽车行驶的附着条件和附着率。

（2）汽车使用经济性

了解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及评价指标，掌握燃油经济性的计算，掌握

汽车燃油经济性的影响因素及提高途径。

（3）汽车行驶安全性

汽车的制动性能：了解汽车制动性能及评价指标，理解地面制动力、

制动器制动力与附着力的关系，掌握制动力系数、侧向力系数、滑动率

及其关系，掌握制动过程分析，掌握制动效能及制动效能的恒定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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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制动方向稳定性及制动力分配，理解利用附着系数和制动效率。

汽车的操纵稳定性：了解汽车操纵稳定性及主要评价指标，掌握轮

胎的侧偏特性及其影响因素，掌握三种稳态转向特性。

（4）汽车通过性和汽车平顺性

理解汽车通过性、通过性的评价指标及相应参数；理解汽车平顺性、

人体对振动的反应及评价。

二、汽车在特殊条件下使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本部分总体要求：汽车公害概念，排气污染物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汽车在特殊条件下的使用，理解汽车结构、使用因素对汽车性能的影响，

掌握汽车在特殊条件下使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2.考试要求

（1）汽车公害

了解汽车公害及主要类型，掌握发动机排气污染物的形成、影响因

素以及降低排放污染的主要措施。

（2）汽车在特殊条件下的使用

了解汽车走合期及不同阶段的使用特点和应采取的技术措施，掌握

不同温度条件对使用性能的影响及相应措施，掌握汽车在高原和山区条

件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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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命题单位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答题方式 闭卷 笔试

科目代码 803 科目名称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

试卷满分 150 考试时长 3 小时

▽参考书目▽

1.《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第四版）,任南琪、马放、杨基先等编

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2 月出版。

2.《污染控制微生物学实验》,马放、任南琪、杨基先主编，哈尔

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年 6月出版。

▽试卷题型结构▽

一、名词解释：10小题，每题 2分，共 20 分；

二、选择题：10小题，每题 2分，共 20 分；

三、简答题：10小题，每题 6分，共 60 分；

四、实验题：1道题，15 分；

五、论述题：1道题，15 分；

六、综述题：1道题，20 分。

▽试卷内容结构▽

绪论及微生物的形态结构 10%；微生物生理 30%；微生物生态 20%；

微生物遗传和变异 10%；污染控制微生物学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 20%；

生物修复技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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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内容说明▽

对本考试科目的总体说明：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污染控制微生

物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且能综合运用污染控制微生

物学的理论、方法分析解决具体的工程问题。

一、绪论

1.本部分总体要求：微生物的概念、特点；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研

究对象和任务及其在环境污染控制工程中的作用；

2.考试要求：掌握微生物的概念，微生物的特点；了解污染控制微

生物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及其在环境污染控制工程中的作用。

二、微生物的形态结构

1.本部分总体要求：原核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真核微生物的形态、

结构及在污染控制工程中的应用；噬菌体的形态结构及繁殖方式；革兰

氏染色及机理；细菌的培养特征及表面带电性；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

物等微生物的基本特征；

2.考试要求：了解原核微生物，理解细菌在水处理中的重要作用；

掌握原核微生物的基本特征和细菌的一般结构，细菌的特殊结构及其在

环境科学中的重要应用潜力；了解放线菌、蓝细菌等其它原核微生物及

其环境工程中的作用。掌握真核微生物的特征；掌握真菌、藻类、原生

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等微生物的基本特征；了解真核微生物在水处理中

的应用。了解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的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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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了解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在水处理中的指示作用；

三、微生物生理

1.本部分总体要求：微生物的生活条件、培养特征及培养方法，微

生物的营养、营养物质及运输方式，微生物的营养类型及划分依据。酶

的基本概念及影响酶促反应速度的主要因素，微生物的呼吸作用及其机

理，微生物有机物质代谢的主要途径。纯种分离及微生物的计数方法，

微生物在纯培养条件下的生长曲线。

2.考试要求：掌握酶的概念及酶促反应的基本类型；理解微生物产

能的主要方式和各种产能方式的特点；了解微生物物质代谢过程以及代

谢调节机制；掌握微生物生长对营养的基本需求、物质的运输方式、微

生物营养类型；掌握培养基的功能。掌握微生物生长曲线、连续培养和

间歇培养的生长规律及其对污水生物处理的指导意义，掌握影响微生物

生长的因素。掌握纯种分离及微生物的计数方法。

四、微生物生态

1.本部分总体要求：微生物在空气、土壤及水中的分布；非生物因

子及生物因子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群落的生态演替，生态系统的构成

及功能，自然界中的物质循环，水中的卫生细菌学检验原理及方法。

2.考试要求：了解空气、土壤及水中的微生物的生态分布特征；掌

握水体自净概念及过程；掌握衡量水体污染与自净的指标及水体富营养

化的概念及表现。掌握生态演替的概念，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功能。掌握

碳循环、氮循环、硫循环的过程和主要阶段；掌握水中卫生细菌学检验

原理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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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生物遗传和变异

1.本部分总体要求：遗传物质 DNA 的结构、中心法则，遗传信息传

递的规律，微生物突变的机制，基因重组和基因工程的应用。

2.考试要求：了解遗传物质 DNA 的结构、中心法则、基因突变的原

因和机制、细菌的基因重组；了解基因工程及其在在环境科学与工程中

的应用等。

六、污染控制微生物学的应用

1.本部分总体要求：污染物好氧及厌氧处理的微生物学原理，水体

富营养化及生物脱氮除磷的微生物学原理，水体自净及氧化塘的作用原

理，污染控制微生物学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

2.考试要求：掌握污水处理中的主要微生物类群，掌握污水好氧及

厌氧处理技术的基本原理，理解参与厌氧消化过程主要微生物类群，掌

握生物脱氮除磷的微生物学原理及污水脱氮、除磷的相关工艺；

七、生物修复技术

1.本部分总体要求：生物修复技术的原理，生物修复的主要方法。

2.考试要求：理解微生物应用在环境污染修复技术中的原理，掌握

生物修技术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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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命题单位 测绘工程学院 答题方式 闭卷 笔试

科目代码 804 科目名称 数字地形测量学

试卷满分 150 分 考试时长 3 小时

▽参考书目▽

《数字地形测量学》（第二版），潘正风、程效军、成枢、王腾军、

翟翊、邹进贵、王崇倡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第二版），潘正风、程效军、成枢、王

腾军、宋伟东、邹进贵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试卷题型结构▽

一、选择题：10 个小题，每题 3 分，共 30 分；

二、名词解释题：7 个小题，每题 5 分，共 35 分；

三、计算与证明题：4 个小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

四、简答题：5 个小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五、论述题：1 个小题，每题 15 分，共 15 分。

▽试卷内容结构▽

测量坐标系和高程以及定位方法 15%；地形图基本知识 10%；测量

误差基本知识 20%；测量基本方法和使用的仪器 15%；控制测量 20%；大

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成图基础及其测绘 8%；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应用 7%；

大比例尺专题图测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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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内容说明▽

对本考试科目的总体说明：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数字地形测量

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且能综合运用数字地形测量

学的理论、方法分析解决具体的问题。

一、测量坐标系和高程以及定位方法

1.本部分总体要求：地球椭球体和测量坐标系的概念、地图投影和

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概念、高程系统和高程基准概念、方位角的概念、

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的限度的理论、点的定位方法。

2.考试要求：掌握自然地表到参考椭球的演化过程、大地水准面在

实际工作中的意义；掌握测量坐标系和数学坐标系的联系与区别，测量

坐标系与施工坐标系的相互转换；掌握高斯分带投影过程，国家统一坐

标系建立过程，如何根据点位（经纬度或高斯坐标）判别所属分带；掌

握高程、相对高程、高差的关系；掌握方位角的概念；三个基本方向及

其关系；掌握水平面代替水准面对距离、角度、高差测量的影响。了解

点的定位方法。

二、地形图基本知识

1.本部分总体要求：地形图的内容概念、地物符号概念、地貌与等

高线概念、 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概念。

2.考试要求：掌握地形图的内容，掌握地形图符号的定位和地貌的

表示方法。了解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三、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1.本部分总体要求：观测误差的分类和衡量精度的指标概念、算术

平均值及观测值的中误差概念、误差传播定律概念、加权平均值及其精

度评定概念、间接平差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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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要求：掌握观测误差的分类和衡量精度的指标；掌握算术平

均值及观测值的中误差；掌握误差传播定律及其应用；掌握加权平均值

及其精度评定方法；掌握间接平差原理。

四、测量基本方法和使用的仪器

1.本部分总体要求：水准测量方法与水准仪概念、水准测量的误差

分析和水准仪的检验校正概念、角度测量方法和经纬仪概念、距离测量

和光电测距仪概念、水平角测量误差和光电测距误差概念、全站仪测量

和全站仪的检验概念、三角高程测量方法、卫星定位系统。

2.考试要求：掌握水准测量原理及水准测量方法，了解电子水准仪

一般结构，理解水准测量的误差分析和水准仪的检验校正内容；掌握角

度测量原理与方法，了解电子经纬仪测角系统；掌握角度测量方法；掌

握光电测距原理；了解水平角测量误差和光电测距误差；了解全站仪测

量和全站仪的检验；掌握三角高程测量方法；掌握卫星定位基本原理与

误差来源及卫星定位方法。

五、控制测量

1.本部分总体要求：控制测量概念、导线测量及精度分析方法、三

角形网与交会法平面控制测量概念、卫星定位平面控制测量概念、水准

高程控制测量概念、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和卫星定位高程测量概念、跨

河高程测量方法。

2.考试要求：理解控制测量概念；掌握导线测量及精度分析方法；

了解三角形网与交会法平面控制测量概念；掌握卫星定位平面控制测量

方法；掌握水准高程控制测量方法；了解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和卫星定

位高程测量概念；了解跨河高程测量方法。

六、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成图基础及其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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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部分总体要求：大比例尺地形图测量方法、图形的计算机显示

概念、地物符号和等高线的自动绘制方法、栅格数据和数字图像概念、

地形图的野外测量方法、地形图的内业成图和检查验收内容、数字航空

摄影地形图测绘概念、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

术。

2.考试要求：掌握大比例尺地形图外业测量、内业成图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了解数字地形图在计算机中的存储方式；了解除常规地面测绘

仪器外，其它进行数字地形图生产的方法；了解新技术在地形图测绘中

的应用。

七、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应用

1.本部分总体要求：地形图的基本量算和工程应用、数字高程模型

的建立与应用、数字高程模型的可视化概念、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概

念。

2.考试要求：掌握地形图的基本量算和工程应用；了解数字高程模

型的概念；了解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组成。

八、大比例尺专题图测绘

1.本部分总体要求：大比例尺专题图测绘概念、地籍图测绘概念、

房产图测绘概念、地下管线图测绘概念。

2.考试要求：掌握地籍图、房产图、地下管线图测绘的基本原理与

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