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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材料力学的学习，考察其掌握杆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

性的基本理论的程度；着重观察其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熟练程

度，应该具有良好的计算能力，一定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实验能

力。

1.对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有明确的认识。

2.具有对常见的构件简化为力学简图的初步能力。

3.能够分析杆件在拉或压、剪切、扭转、弯曲时的内力，并

作出相应的内力图。

4.熟练掌握构件的各种基本变形形式下的应力和变形的理

论计算方法。

5.能够正确运用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条件对构件进行计算。

二、考试知识点及要求

（一） 绪论及基本概念（5%左右）

1.识记：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念，明确本课程的主

要任务。

2.理解：理解可变形固体的概念和基本假设。

3.应用：基本变形杆件的受力和变形特征。

（二） 轴向拉伸与压缩（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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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材料在拉伸和压缩时的主要力学性质；胡克定律；

直杆在拉伸和压缩时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分布规律及计算公式。

2.理解：求内力的截面法及轴力图绘制；轴向拉压时横截面

上的正应力计算；轴向拉压变形计算。

3.应用：轴向拉压杆的强度问题计算。

（三）扭转（15%左右）

1.识记：传动轴外力偶矩的计算；剪切胡克定律；圆轴扭转

时横截面上的切应力分布规律及应力公式。

2.理解：扭矩和扭矩图的求解；圆轴扭转时横截面上的切应

力计算和变形计算。

3.应用：圆轴扭转时的强度计算和刚度计算。

（四）弯曲内力、应力、变形（30%左右）

1.识记：弯矩和剪力的定义，弯矩和剪力正负号的判断；截

面上剪力和弯矩的计算；直梁在纯弯曲下横截面上正应力分布规

律及计算公式；直梁弯曲时的切应力分布规律；挠度和转角概念。

2.理解：剪力方程和弯矩方程；剪力图和弯矩图的绘制；载

荷集度、剪力和弯矩间的关系；梁横截面上正应力计算；梁挠曲

线近似微分方程及积分法；提高梁弯曲强度和刚度的措施。

3.应用：直梁弯曲时的强度校核。

（五）应力状态分析和压杆稳定（10%左右）

1.识记：四种常用强度理论；压杆稳定的概念；常见约束下

细长压杆的临界压力（欧拉公式）；压杆的临界应力；压杆的稳

定性条件。

2.理解：提高压杆的稳定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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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用解析法分析和图解法分析二向应力状态。

（六）截面的几何性质（5%左右）

1.识记：常见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静矩；形心；惯性矩；

惯性半径。

2.应用：组合截面的形心和惯性矩。

（七）力学实验相关内容（5%左右）

1.识记：实验的目的和方法。

2.应用：用实验的原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三、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一）试卷结构

基本题 7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10%左右。

（二）主要题型

主要题型有四大题型，可根据具体情况作调整，单项选择题

30% 左右，填空题 15%左右，判断题或简答分析题 10% 左右，

计算题：其中作内力图 15%左右，计算题 30%左右。

四、考试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出一套试题，并附标准答案。

五、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涵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考试时间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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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使用教材

《材料力学 I》(第六版)刘鸿文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主要参考书

《材料力学 I》(第六版) 孙训方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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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课程考
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混凝

土结构构件设计基本方法和原理，掌握混凝土结构各种基本构件

的受力特征和截面设计方法及构造要求，为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

打下坚实基础。

二、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命题的指导思想

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握的情

况。

（二）命题的原则

题型尽可能多样化，题目数量多、份量小，范围广，基本知

识题占 60%左右，综合题占 30%左右，提高题占 10%左右。

三、考试内容

（一）混凝土结构基本概念（5%左右）

1.了解混凝土结构的一般概念及其优缺点；

2.理解钢筋和混凝土共同工作的原因。

（二）混凝土结构用材料的性能（5%左右）

1.了解钢筋的品种、级别和选用原则；

2.理解钢筋的物理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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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混凝土强度等级和选用原则；

4.理解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

5理解混凝土与钢筋的粘结性能。

（三）混凝土结构设计方法（5%左右）

1.理解极限状态；

2.理解结构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25%左右）

1.理解受弯构件正截面的一般构造；

2.理解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的实验研究和基本假定；

3.掌握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会进行正截面设计与承载力

校核。

（五）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15%左右）

1.理解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实验研究、影响因素及

其基本假定；

2.掌握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会进行斜截面设计与承载

力校核；

3.了解保证斜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构造措施。

（六）混凝土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20%左右）

1.了解受压构件的一般构造和实验研究；

2.理解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的承载力计算；

3.掌握与应用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的承载力计算；

4.了解偏心受压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

（七）混凝土受拉构件承载力计算（5%左右）

1.了解轴心受拉构件正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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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八）混凝土受扭构件承载力计算（5%左右）

1.了解纯扭构件的实验研究；

2.理解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扭曲截面受扭承载力计算；

3.理解弯剪扭构件的承载力计算；

4.了解受扭构件的配筋构造要求。

（九）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变形和耐久性（5%左右）

1.理解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验算；

2.理解构件刚度的分析计算和受弯构件的挠度验算；

3.了解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十）预应力混凝土构件（10%左右）

1.理解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概念；

2.了解施加预应力的方法和设备；

3.理解张拉控制应力与预应力损失；

4.掌握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受弯构件的计算；

四、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一）试卷结构

基本题：7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10%左右。

（二）主要题型

主要有四大题型，分别为填空题（20%）、选择题（20%）、

简答题（25%）和计算题（35%）。

五、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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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填空题 10道，选择题 10道，简答题 5道，计算题 3道。考

试时间 120分钟。

七、主要参考书

1.祝明桥、黄海林主编，《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中南大学

出版社，2015年

2.梁兴文、史庆轩主编，《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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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土木工程材料》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核目的与基本要求

《土木工程材料》是工程管理专业必修课，为考试课程。

根据教学大纲安排，该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土木工程材料知识如

主要土木工程材料的性质、用途、制备和使用方法以及检测和质

量控制方法；材料性质与材料结构的关系以及性能改善的途径的

理解和掌握。要求学生掌握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性质、建筑金属

材料、无机胶凝材料、混凝土与砂浆、砌体材料、沥青与沥青混

凝土、合成高分子材料、建筑功能材料等内容。通过该考试，能

判别学生是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达到了本课程培养目标的要

求。

二、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命题的指导思想

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知识点

学习、理解和掌握的情况。

（二）命题的原则

题型尽可能多样化，题目数量宜多、分值宜小，涵盖范围广。

根据教学大纲内容，试卷中的基础知识点宜占 70%左右，重点内

容宜占 20%左右，难点内容宜占 10%左右。题目应以中、小题

目为主，大题目不应太多，并适当压缩大题目的分值比例。客观

题应占 70%左右，主观题占 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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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性质（5%左右）

1.识记：土木工程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耐久性。

2.理解：土木工程材料的组成、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3.应用：土木工程材料孔隙率、含水率等计算。

（二）建筑金属材料（15%左右）

1.识记：建筑钢材的主要技术性能。

2.理解建筑钢材的冷加工与时效处理；建筑钢材的锈蚀及防

护。

3.应用：建筑钢材的选用原则；建筑钢材应力及拉伸计算。

（三）无机胶凝材料（20%左右）

1.识记：石灰、石膏及通用硅酸盐水泥的组成与技术要求。

2.理解：通用硅酸盐水泥的水化硬化与性能；水泥石的腐蚀

与预防。

3.应用：不同混凝土工程中水泥的选用。

(四)混凝土与砂浆（30%左右）

1.识记：普通混凝土的组成材料及技术要求。

2.理解：混凝土拌和物的性能；硬化后混凝土的性能。

3.应用：普通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及质量控制。

（五）砌体材料（5%左右）

1.识记：了解墙体材料的发展状况。

2.理解：砖、墙用板材、石材与砌块的主要性质与应用特点。

（六）沥青与沥青混凝土（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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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石油沥青的组成、结构、技术性质，沥青混合料的

性质。

2.理解：沥青混合料的三种结构类型；影响沥青混合料抗剪

强度的因素。

3.应用：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

（七）合成高分子材料（5%左右）

1.识记：高分子材料的分类和性能特点，塑料的组成、胶粘

剂的组成与主要品种。

2.理解：高分子树脂分类、组成结构与性质的关系；树脂性

质和应用。

（八）建筑功能材料（5%左右）

1.识记：绝热材料、吸声材料、隔热材料、装饰材料的主要

类型和性能特点。

2.理解：建筑防水堵水材料主要类型和性能特点。

（九）材料实验相关内容（5%左右）

1.识记：实验的目的和方法。

2.应用：用实验的原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注：考试内容的能力层次分配：识记 20%，理解 30%，应

用 30%，综合 2~3个知识点，对学生所掌握的内容进行提炼并应

用于实际的题目占考试的 20%左右。

四、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一）试卷结构

基本题：7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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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题型

主要有五大题型，分别为单项选择题（15%）、判断题（10%）、

填空题(15%）、问答题(30%）和计算题（30%），其中一道计算

题为工程实例分析，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五、考核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应同时出 A、B两套试题，其份量及难

易程度相当，但不可雷同，并附标准答案。

六、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涵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单项选择题 15

道、判断题 10道、填空题 15空、问答题 5道和计算题 3道。考

试时间 120分钟。

七、参考教材及其它参考资料

（一）参考教材

《土木工程材料》，苏达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3版

（二）其它参考资料

1.《土木工程材料》王功勋，聂忆华主编，中国建材工业出

版社，2015年

2.《土木工程材料》，林建好、刘陈平主编，哈尔滨工业出

版社，2013年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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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概论》课程
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目的与要求

考察其掌握材料科学与工程一些基本问题和共性问题的程

度，掌握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等

方面专业基础知识的程度

1. 理解材料科学与材料工程中的基本概念。

2. 了解材料的基本类型，掌握各类材料的组成、结构及性

能特点。

3. 熟悉几大类材料的一般组织结构与特性。

4. 熟悉材料的一般生产方法，评价各类材料的性能特点。

5. 能够正确运用材料学科的基本知识，初步具备设计、生

产和应用材料的能力。

二、考试知识点及要求

（一）绪论（5%左右）

1.识记：材料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材料科学的研究

目的。

2.理解：材料的基本概念。

3.应用：材料的分类。

（二）材料科学与工程纲要（15%左右）

1.识记：材料的四要素。

2.理解：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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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性能特点与使用范围。

3.应用：材料四要素之间的联系，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常

用的表征方法。

（三）金属材料（20%左右）

1.识记：钢的种类；合金钢、铸铁的特点。

2.理解：碳钢的热处理。

3.应用：铝及铝合金；镁及镁合金；钛及钛合金的性能特点

与应用。

（四）无机非金属材料（20%左右）

1.识记：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定义与分类。

2.理解：几种常用无机非金属材料（陶瓷、玻璃硅酸盐水泥）

的结构与性质。

3.应用：几种常用无机非金属材料（陶瓷、玻璃硅酸盐水泥）

的制备与应用。

（五）高分子材料（20%左右）

1.识记：高分子材料的基本概念、命名方法与种类。

2.理解：高分子材料的组成、结构与性能特点。

3.应用：高分子材料的合成方法与原理。

（六）复合材料（20%左右）

1.识记：复合材料的定义、命名与种类。

2.理解：复合材料的增强材料与界面。

3.应用：常用的复合材料及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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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一）试卷结构

基本题 7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10%左右。

（二）主要题型

主要题型有四大题型，可根据具体情况作调整，单项选择题

30% 左右，填空题 10%左右，判断题 10% 左右，简答题：30%

左右，分析题 20%左右。

四、考试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出一套试题，并附标准答案。

五、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涵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考试时间 120

分钟。

六、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使用教材

《材料概论》 许并社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主要参考书

《材料概论》（第三版） 周达飞、陆冲、宋鹂编，化学工业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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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性能学》课程

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材料性能学，能够将材料工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进一步掌握材料各种主要性能的基本概念、物理本质、变化规律

及其性能指标的工程意义。

1.了解影响材料性能的主要因素。

2.了解材料性能的测试原理、方法及仪器。

3.掌握材料性能与其化学成分、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4.掌握提高材料性能指标、充分发挥材料性能潜力的主要途

径。

5.掌握分析材料失效，学会合理选材、用材。

二、考试知识点及要求

（一）材料的弹性变形（10%左右）

1.识记：比例极限、弹性极限、弹性模量、弹性比功。

2.理解：弹性变形的双原子理论模型。

3.应用：金属材料弹性模量的影响因素。

（二）材料的塑性变形（20%左右）

1.识记：金属塑性的两种指标、单晶体的两种塑性变形方式、

加工硬化、细晶强化、固溶体、抗拉强度。

2.理解：滑移和孪生两种塑性变形机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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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位错滑移所需临界分切应力的计算。

（三）材料的断裂与断裂韧性（25%左右）

1.识记：断裂的几种分类方式、韧性断裂的断口三特征、裂

纹扩展的三个基本方式、韧性断裂、脆性断裂、断裂韧度。

2.理解：材料的断裂过程。

3.应用：根据 KI和 KIc的关系，判断材料断裂的模式。

（四）材料的扭转、弯曲、压缩性能（5%左右）

1.识记：应力状态软性系数。

2.理解：单向拉伸、扭转和压缩试验方法中，应力状态的软

硬差别。

（五）材料的硬度（10%左右）

1.识记：硬度的定义、常用硬度的测试方法。

2.理解：布氏硬度、洛氏硬度和维氏硬度的测试原理。

3.应用：合理选择各种材料的硬度测试方法。

（六）材料的冲击韧性及低温脆性（10%左右）

1.识记：冲击吸收功、冲击韧性、低温脆性、韧脆转变温度。

2.应用：冲击韧性对金属实际应用的指导意义。

（七）材料的疲劳性能（10%左右）

1.识记：交变载荷、低碳钢典型的疲劳断口特征、疲劳强度。

2.应用：疲劳断裂的三个过程。

（八）材料的磨损性能（5%）

1.识记：磨损的分类、磨损的三个阶段。

2.应用：磨损量的测定方法。

（九）材料的高温蠕变性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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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蠕变、蠕变极限、持久强度、应力松弛。

2.应用：掌握蠕变曲线的特点。

三、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1．试卷结构

基本题 70%左右，综合分析题 15%左右，计算题 15%左右。

2．主要题型

主要题型有四大题型，可根据具体情况作调整，单项选择题

30% 左右，填空题 30%左右，判断题 10% 左右，综合分析题

15%左右，计算题 15%左右。

四、考试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出一套试题，并附标准答案。

五、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涵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考试时间 100

分钟。

六、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使用教材

《材料性能学》，主编：付华，北京大学出版社

2.主要参考书

《材料力学性能》，主编：王吉会，天津大学出版社

《材料性能学》，主编：王从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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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
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的学习，考察其对 X射线衍射分析

技术、透射电子显微分析技术、扫描电子显微分析技术、电子探

针显微分析技术的掌握程度；着重观察其对各种分析技术基本原

理及仪器设备结构的熟练程度，使学生具备常用的材料微观结构

分析技术的所必须的基本理论及方法，具备一定的分析问题的能

力和实验能力。

1.掌握 X射线衍射分析、透射电子显微分析、扫描电子显微

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的基本理论；

2.掌握各种分析测试技术仪器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3.掌握常用分析测试技术对试样的要求及试样的制备方法；

4.具备根据材料的性质等信息确定分析手段的初步能力；

5.具备对检测结果进行标定和分析解释的初步能力。

二、考试知识点及要求

（一）X 射线衍射分析（35%左右）

1.考试知识点：

X射线的物理学基础、X射线衍射方向、X射线衍射强度、

多晶体分析方法、物相分析

2.考试要求：

（1）识记：X射线的本质；连续 X射线谱和特征 X射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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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及产生机理；X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布拉格方程的形

式及各参数的意义；干涉面、干涉指数的概念；晶面指数与干涉

指数的关系；倒易点阵的性质；简单点阵、体心点阵、面心点阵

三种点阵的消光规律；X射线物相分析中定性分析的基本原理及

基本步骤。

（2）理解：布拉格方程的推导及应用；结构因数的物理意义

及计算；晶体衍射花样的特点； X射线衍射仪法；定量分析的原

理及分析方法

（3）应用：利用布拉格方程求晶面的衍射角；立方点阵结构

因数的计算；K值法进行定量分析

（二）透射电子显微分析（30%左右）

1.考试知识点：

电子光学基础、透射电子显微镜、电子衍射、晶体薄膜衍衬

成像分析

2.考试要求：

（1）识记：电磁透镜像差及产生的原因；电磁透镜分辨率的

影响因素；电磁透镜的景深和焦长的概念；电磁透镜的景深大、

焦长长的原因；透射电子显微镜的主要组成部分及作用；透镜中

主要光阑的位置及作用；电子衍射与 X射线衍射的异同；电子衍

射的基本公式；电子衍衬成像的概念；薄膜试样的制备步骤；明

场像、暗场像、中心暗场像的概念及成像时电子束及物镜光阑的

位置。

（2）理解：透射电镜的成像原理倒易点阵；爱瓦尔德图解；

晶带定理；单晶电子衍射花样的标定方法。

（3）应用：利用尝试校核法对已知晶体结构衍射花样进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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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扫描电子显微分析技术（20%左右）

1.考试知识点：

电子束与固体样品的相互作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构造和工

作原理、扫描电子显微镜的主要功能、表面形貌衬度原理及应用、

原子系数衬度原理及应用。

2.考试要求：

（1）识记：二次电子、被散射电子、特征 X射线、俄歇电

子的概念及特点；扫描电镜的工作原理；扫描电镜光学系统的结

构；扫描电镜的主要性能指标；二次电子信号的特点；背散射电

子信号的特点；影响扫描电镜分辨率的因素。

（2）理解：二次电子形貌衬度像的原理及应用、背散射电

子衬度像的原理及应用。

（3）应用：根据样品需要选择合适的信号进行微观结构分

析。

（四）电子探针显微分析（15%左右）

1.考试知识点：

电子探针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电子探针的分析方法及应用

2.考试要求：

（1）识记：电子探针的工作原理、电子探针的三种工作方式

（2）理解：波谱仪及能谱仪的工作原理和优缺点、电子探针

的分析方法。

（3）应用：根据样品需要选择波谱分析还是能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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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一）试卷结构

基本题 7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10%左右。

（二）主要题型

主要题型有四大题型，可根据具体情况作调整，单项选择题

30% 左右，填空题 25%左右，简答题 30% 左右，计算题 15%左

右。

四、考试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出一套试题，并附标准答案。

五、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涵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考试时间 120分

钟。

六、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使用教材

《材料分析方法》(第 3版)周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主要参考书

《材料近代分析测试方法》(修订版) 常铁军，刘喜军主编，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3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