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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覆 盖 范 围 及要点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参 考 书 目  

604

数学（理） 

考试范围包括《高等数学导论》第二版

上、中、下三册的主要内容，包含：数列

与函数极限；连续函数的性质；单变量函

数的微分学；单变量函数的积分学；可积

常微分方程；空间解析几何；多变量函数

的微分学；多变量函数的积分学；场论；

无穷级数；含参变量积分；傅里叶分析；

线性微分方程。 

其中关于实数集的完备性的相关理论；场

论中的哈密顿算符及其运算公式；外微分

形式；梯度、散度和放度在曲线坐标下的

表达式等不列入今年的考试范围。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考试时间：180 分钟 

（三）题型：选择题、填空题、计算

与证明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大致比例: 

单变量微积分：约35% 

多变量微积分：约35%其它部分：约

30%

《高等数学导论》第二版上、中、

下；第三版上、中、下，中国科大高

等数学教研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

版社，1996、2007、2008. 

《微积分》上、下，谢盛刚、李娟、

陈秋桂，科学出版社，第一版，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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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普通物理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灵活运用

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考生应能: 

l 熟练掌握和理解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并灵活应用。 

2 熟练掌握和理解电磁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并灵活应用。 

3 熟练掌握和理解原子物理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及应用。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考试时间：180 分钟 

（三）题型：计算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大致比例: 

试卷满分为150分。其中 

力学部分内容55 分 

电磁学部分内容55 分 

原于物理部分内容40 分 

力学与理论力学（上），杨维纮编

著，科学出版社，第一版，2008年，

第10章不考。 

电磁学，胡友秋、程福臻，叶邦角

编，科学出版社，第一版，2008年。 

近代物理学，徐克尊、陈向军、陈宏

芳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第二

版，2006年，仅考前四章。 

714

物理化学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物理化学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灵活运用

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考生应能： 

l 正确掌握和理解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热

力学函数之间的基本关系。 

2 熟练掌握和理解化学热力学的基本内容

及应用。 

3 熟练掌握和理解化学动力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概念以及反应机理。 

4 熟练掌握和理解电化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及应用。 

5 正确掌握胶体及界面化学的基本内容及

应用。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题型：选择题、计算证明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 

试卷满分为150分。其中化学热力学

的基本内容约40%；化学动力学的基

本内容约为15%；电化学的基本内容

约为15%；胶体及界面化学的基本内

容约为20%；统计热力学的基本内容

约10%。 

《物理化学》 上下册 付献彩 高等

教育出版社 5 2005 

物理化学 概念辨析解题方法 范崇政

等 中国科大出版社 2004 



6 初步掌握统计热力学的基本内容。 

715（338）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部分（80分）蛋白质、核酸、糖

类、脂类、酶、维生章、生物体内物质的

跨膜运输，糖类、脂类的氧化分解和生物

合成，氨基酸以及核酸的降解途径。 

分子生物学部分（70分），真核与原核生

物的复制、转录和翻译的起始、延伸、终

止和后加工及相关调控的分子生物学。突

变与修复和癌症的分子生物学。 

 

 

考试形式:闭卷 

试卷结构: 

一、填空题 

二、名词解释 

三、简答题 

四、问答题 

《生物化学》王镜岩等，高教出版社

第三版，2002版； 

《分子遗传学》孙乃恩 南京大学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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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B 

考试范围：除第一章气体以外，其他章节

内容均有可能出题。 

要点：主要考察考生对物理化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概念、基本公式的理解、掌握和

应用能力。 

热力学方法特点、热力学的一些基本概

念、热力学的基本定律。热力学函数的变

化量在各种不同过程中的计算，以及如何

利用热力学函数的变化量来判别变化的方

向和限度等。 

热力学的基本定律在多组分系统、相平衡

系统和化学平衡中的应用。 

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具有简单级数反

应和典型复杂反应的特点和处理方法，温

度、浓度、催化剂等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链反应、光化学反应、催化反应、在溶液

中的反应和快速反应的特点和处理方法，

碰撞理论、过渡态理论和单分子反应理论

等。 

电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定律、电极反应

和电池反应，电极电势、电池电动势的计

算，电动势测量的应用，在电解过程中各

电极上发生反应的次序以及超电势的计算

等。 

表面(界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吸附

理论，胶体分散系统分类，憎液溶胶的胶

团结构、动力学性质、光学性质和电学性

质，溶胶的稳定性以及电解质对溶胶稳定

性的影响等。 

统计热力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配分

函数，分子配分函数的解析和全配分函数

的组成，各种配分函数的计算方法和配分

函数与热力学函数之间的关系，公共能量

标度的选择对热力学函数的影响等。 

考试形式：笔试。 

试卷结构：试卷由选择题（单选）、

计算题、问答题和证明题等题型组

成。 

《物理化学》付献彩 高等教育出版

社 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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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 

波函数及其概率解释 

薛定谔方程 

力学量与算符、对易关系 

不确定关系、表象与表示 

角动量与自旋 

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 

近似方法、微扰论、变分法、跃迁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题型：证明题和计算题。 

《量子力学》曾谨言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1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旨在考察考生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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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物理与量

子力学 

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同时注重

考查考生对这些基础知识的融会贯通能

力。 

考生应能： 

1、熟练掌握单电子和双电子原子的能级结

构、与外场的相互作用和跃迁特性。 

2、正确掌握多电子原子的能级结构。 

3、熟练掌握双原子分子的振、转能级结构

及其跃迁特性。 

4、正确掌握并熟练应用量子力学的基本概

念和基本理论。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题型：选择题、填空题、简答

题、计算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 

试卷满分为150分。其中 

原子物理的基本内容约65%； 

量子力学的基本内容约25%； 

分于物理的基本内容约10%。 

《近代物理学》（前五章）徐克尊等

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第二

版，2008。 

《量子力学导论》（前六章），曾谨

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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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力学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电动力学的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察考生灵活运

用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快实际问题的能

力。 

考生应能： 

1、正确掌握和理解电磁现象的基本概念和

基本规律； 

2、熟练掌握和应用基本电磁理论解静电场

和静磁场的几种方法； 

3、熟练掌握电磁波在介质、金属导体以及

有界空间区域的传播特点； 

4、熟练掌握电偶极、磁偶极和电四极辐射

的基本理论和具备解决相应问题的基本能

力； 

5、正确掌握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具备

应用相对论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 

6、掌握电磁场和介质相互作用的基本特

点。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题型：选择题、问答题，计算

题、证明题和解析推导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试卷

满分为150分，其中：电磁规律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内容约50%，静电场和

静磁场35%，电磁波传播和电磁辐射

35%，相对论30%。 

《电动力学》郭硕鸿 第二版 高等教

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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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物理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固体物理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灵活运用

这些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l、晶体结构：晶体结构，典型晶格，晶面

和晶向的指数表示，倒格子，晶体的宏观

对称性，晶体结构测定，几何结构因子和

消光现象。 

2、固体结合：化学键，固体结合分类、特

点和规律，晶体结合能，马德隆常数. 

3、晶格振动与晶体的热学性质：简谐近似

和简正坐标，一维单(双)原子振动，色散

关系，离子晶体振动，晶体热容的量子理

论，态密度，晶格状态方程，晶格热导

等。 

4、固体能带理论：布洛赫定理，近自由电

子近似和紧束缚法，能态密度和费米面。 

5、晶体中电子在外场中的运动：准经典运

动，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的能带论解

释，恒定电场和磁场下电子的运动，回旋

共振，德·哈斯-范·阿尔芬效应。 

6、金属电子论：自由电子气模型，电子热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 分钟。 

(三)题型：问答题、证明题、计算

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 

试卷满分为150分。其中：晶体结构

和对称性约20%；晶格振动与晶体的

热学性质内容约20%；固体能带理论

内容约30%；晶体中电子在外场中的

运动内容约15%；金属电子论内容约

15%。 

《固体物理学》黄昆原著 韩汝琦改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一版 1988 

固体物理基础，阎守胜编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第二版，2003. 



容和费米统计，功函数和接触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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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本科目考试在考查包括连续时间信

号与系统和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含数字信

号与系统)中、“系统分析与综合”和“信

号分析与处理”的有关基本概念、理论和

方法。在此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灵活运

用这些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考试要点： 

1、连续和离散时间信号(含数字信号)的各

种表示法，连续和离散时间系统(含数字系

统)的各种表示法和特性，着重LTI系统和

用微分或差分方程表示的系统，强调基本

信号和基本系统的各种表示法和特性； 

2、卷积(卷积积分与卷积和)方法、傅里叶

方法(连续和离散傅里叶级数、连续和离散

时间傅里叶变换、离散傅里叶变换和快速

傅里叶变换)、复频域方法(双边和单边拉

普拉斯变换和Z变换)的概念、性质和相互

关系，及其在信号与系统中的应用； 

3、信号与系统的各种时域和变换域（频域

和复频域）分析方法及应用技巧； 

4、数字信号处理中离散傅里叶变换

（DFT）以及快速傅里叶变换(FIT) 的实现

以及应用方法； 

5、典型的数字滤波器设计方法及其应用； 

 6、信号与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通

信、信号处理(含数字信号处理)、反馈系

统中的主要应用如滤波、调制、抽样、均

衡，以及连续时间借号的离散时间处理

等； 

（一）    答卷方式：闭卷，笔

试。 

（二）    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    题型：基本计算题，综

合分析和计算题。 

（四）    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

例： 

试卷满分为150分。其中，“信号与

系统”的内容约占75%，“数字信号

处理”的内容约占15%。 

1、《信号与系统：理论、方法和应

用》第2版（第一至第九章），徐守

时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2、《数字信号处理》（前5章）修订

版，王世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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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线路 

1、熟练掌握半导体器件(一极管、双极型

晶体管、场效应晶体管等)的工作原理、伏

安特性及模型； 

2、熟练掌握各类晶体管放大电路的基本特

性、交直流分析方法及应用； 

3、熟练掌握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基本特性及应用电路； 

4、熟练掌握负反馈放大器的基本特性、分

析方法及稳定性分析； 

5、掌握常用的数制和编码； 

6、掌握TTL、CMOS 基本逻辑门的功能

和主要外特性。掌握简化逻辑函数的基本

方法；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

法。了解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冒险现

象。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

法； 

7、掌握半导体存储单元和可编程逻辑器件

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半导体存储单元的

扩展方法。掌握可编程逻辑器件实现组合

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方法； 

8、掌握D/A和A/D 转换电路的基本原理。 

闭卷考试，可以带计算器。 

《线性电子线路》戴蓓蒨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2008；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 高等教

育版社 第五版 2008。 

无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元素与

化合物性质要点： 

考试形式：闭卷考试。 

试卷结构： 

一、选择题（40分，每题2分。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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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 

1、     化学键理论八隅律，共磁结

构式，近代价键理论中的USEPR理论与

MO理论。 

2、     晶体结构（金属晶体密堆

积，典型的离子晶体）。 

3、     配位化合物（异构现象、价

键理论和晶体场理论、配位催化）。 

4、     结构与性质的关系（硼烷结

构，硼酸盐、硅酸盐结构，钒、钼和钨的

多酸盐结构）。 

题） 

二、填空题（30分，每题1分） 

三、正确书写反应方程式（10分，每

题2分） 

四、正确书写结构式（10分，每题2

分） 

五、回答问题（20分） 

六、推断题（15分） 

七、计算题（25分） 

《无机化学》张祖德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08年 

920

分析化学 

定量分析化学概论、定量分析中的数据处

理和误差分析、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

法、氧化还原滴定法、重量法和沉淀滴定

法、定量分析中的分离方法。 

考试形式：闭卷 

试卷结构：1、选择题 2、填空题 

3、计算题 4、设计与简答题 

《分析化学》武汉大学主编 高等教

育出版社；《定量化学分析》李龙泉

等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921

有机化学 

考试范围：涵盖伍越寰主编的《有机化

学》全书涉及的内容和邢其毅主编《基础

有机化学》的部分内容。不含实验操作内

容。 

考试要点：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及其与结构间的关系； 

运用基本有机化学反应知识，预测有机反

应发生的条件、可能得到的产物，针对给

定结构的化合物由简单易得或指定的原料

设计合理可行的合成路线；重要有机反应

机理、基本的 

立体化学现象，区域选择性反应及立体选

择性反应；运用基本化学反应知识、波谱

分析知识进行有机化合物结构解析。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卷面总分

150，考试时间不超过3小时。 

试卷结构： 

一、分析判断题； 

二、完成反应题； 

三、合成转换题 

四、机理分析题 

五、结构解析题 

《有机化学》伍越环编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2005；《有机

化学实验》兰州大学、复旦大学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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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科学导论 

大气成分和结构、大气热力学、大气辐射

传输和辐射平衡；大气动力学；大气声、

光、电基本知识。 

考试形式：闭卷。 

试卷结构：选择题，判断题，简答

题，计算题等。 

《大气物理学基础》许绍祖，气象出

版社，1993； 

《大气科学概论》徐玉貌等，南京大

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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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 

涵盖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基本内容，要求能

较全面、准确地掌握生物学的各种基本概

念；不能局限于死记硬背，要求准确了解

细胞生物学现象背后的原理及机理。 

1、细胞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2、细胞骨架、细胞分泌和运动的机理； 

3、细胞分裂、分化和死亡在个体发育中的

作用及其调节机制； 

4、细胞信号传导机制； 

5、细胞器及其能量转换； 

6、细胞工程； 

7、原核和真核细胞的形态与功能； 

8、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 

考试形式：闭卷。 

试卷结构：填空题和问答题。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 王喜忠丁明

孝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2007； 

924材料科学基

础  

晶体学基础，常见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

陷，化学热力学基础，相平衡与相图，相

变，晶体中的扩散，成核生长理论等。 

（一）    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    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    试卷结构：判断30分；

名词解释15分；填空15分；问答及灵

活应用等90分。 

《材料科学基础》徐恒钧 北京工业

大学出版社 ， 《材料科学导论》冯

端、师昌绪、刘治国著 化学工业出

版社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机械设计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灵活运用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925

机械设计 

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考生应能： 

1、正确掌握和理解机械设计的基本方法、

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熟练掌握机械零件

工作能力概念。 

2、熟练掌握和理解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方

法。 

3、熟练掌握和理解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

构的运动分析、计算与设计方法。 

4、熟练掌握和理解带传动特点、应用场合

及设计方法。 

5、熟练掌握和理解各种齿轮传动的特点、

啮合原理、设计计算、精度分析、材料选

择、结构设计以及应用场合等基本内容知

识，掌握轮系的传动比计算方法。 

6、正确掌握螺旋传动的特点、设计方法及

提高螺旋传动精度的措施。 

7、熟练掌握和理解轴和支承零件的设计计

算内容，轴系结构的设计方法及基础知

识。 

8、掌握直线运动导轨的结构特点、设计方

法以及提高导轨运动精度的措施。 

9、掌握弹簧元件、各种联接件的特点和设

计方法。 

10、初步掌握零件的几何精度概念、内容

和标注方法。 

(三)题型:基础知识简答题、设计计算

题、结构分析设计(作图)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 

试卷满分为150分。其中： 

机械设计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简答内容

约32%。 

各种机械传动机构分析计算基本内容

约54%。 

机械机构的结构设计与分析基本内容

约14%。 

精密机械设计 庞振基，黄其圣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一版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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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光学 

以《工程光学》（郁道银、谈恒英编写，

机械工业出版社）为主要参考书，内容涵

盖其中的第1-12章以及第14-16章，以光学

成像系统及像差理论以及光的干涉衍射为

主要要点。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试卷结构：试卷由选择题、简答题及

解答题三部分组成。 

《工程光学》郁道银等 机械工业出

版社 第一版 2002。 

927

普通物理B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普通物理B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灵活运

用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考生应能： 

1、熟练掌握和理解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并灵活应用。 

2、熟练掌握和理解电磁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并应用。 

3、熟练掌握和理解原于物理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及应用。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题型:选择题、计算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 

试卷满分为150分。其中 

力学部分内容55分 

电磁学部分内容55分 

原子物理部分内容40分 

力学与理论力学（上），杨维纮编

著，科学出版社，第一版，2008年，

第10章不考。 

电磁学与电动力学（上），胡友秋、

程福臻，叶邦角编，科学出版社，第

一版，2008年，不考交流电路。 

近代物理学，徐克尊、陈向军、陈宏

芳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第二

版，2006年，仅考前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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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基础 

1、工程热力学的基本概念； 

2、热力学基本定律和基本方程； 

3、热力学函数和热力学一般关系式； 

4、理想气体及其混合物的热力性质； 

5、热力过程、热力循环及制冷热泵循环； 

6、与热传导、对流和辐射有关的基本概

念；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试卷结构：试题分为工程热力学与传

热学两个部分，各占50%，总分150

分。 

工程热力学分为简答题、计算分析题

两个单元； 

传热学分为简答题、计算分析题二个

单元。 

《工程热力学》曾丹岑或沈维道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三版 2002 

《传热学》杨世铭 陶文全编 高等教

育出版社 第四版 2006 

热物理学概论 胡汉平 程文龙 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2009 



7、稳态导热与利用集总热容法的非稳态导

热问题； 

8、对流关系式的应用； 

9、换热器的分析方法； 

10、黑体与灰体辐射传热分析与计算方

法。 

传热传质的基本原理 弗兰克 P英克 

鲁佩勒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六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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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基础 

考试范围包括电路分析、模拟电路、数字

电路、微机原理四个部分。各部分要点如

下： 

电路分析：基尔霍夫定律、电阻电路的分

析方法(节点电压法、网孔法)、1阶、2 阶

动态电路分析、交流电路分析(相量)等；

模拟电路：二极管电路、三极管放大电路

分析、频率响应、负反馈电路、运算电路

等；数字电路：逻辑代数，基本门电路的

性质，组合电路、时序电路分析与设计，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存储器，模数与

数模转换器等；微机原理：8086系统结

构，寻址方式，存储器，中断系统，

8253，8255A,串行通信，8086汇编语言程

序设计等。 

考试为闭卷笔试，可以使用计算器。 

试卷结构： 

电路分析与模拟电路共50分，数字电

路50分，微机原理50分，共150分。 

题型包括： 

填空，选择，电路分析与计算，数字

电路时序分析，数字逻辑设计，汇编

程序分析设计，简答与问答等。 

《电路分析基础》李瀚荪，高等教育

出版社，第四版，2006；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

光，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2006；《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

分），康华光，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五版，2006；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吴秀

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第三

版，2004。 

930电磁场与微

波 

静电场的边值问题，时变电磁场，平面电

磁波，传输线理论，金属波导，微波集成

传输线（带状线、微带线和介质波导的基

本原理）、微波谐振腔、微波网络基础。 

1、  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  答题时间：180分钟。 

3、  主要题型：填空题、问答题、

计算题、分析题、比较题、证明题和

综合题等。 

4、  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试卷

满分为150分，电磁场部分约占

35%，微波技术部门约占65%。 

电磁场理论基础》王蔷，李国定，龚

克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微波技术基础》廖承恩编著，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1994 

931热力学与统

计物理 

热力学基本规律，均匀物质热力学性质，

热动平衡判据，相平衡，微观态的描述，

玻尔兹曼统计，玻色和费米统计，系综理

论初步。 

《热力学统计物理》汪志诚 高等教

育出版社（第二版）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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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堆物理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涵盖的主要

内容。包括：核反应堆的核物理基础、中

子慢化与慢化能谱、中子扩散、均匀反应

堆的临界理论、分群扩散理论、栅格的非

均匀效应与均匀化群常熟计算、反应性随

时间的变化、温度效应与反应性控制、核

反应堆动力学。 

其中重点掌握（1）核反应堆的核物理基

础；（2）中子慢化与扩散；（3）均匀反

应堆临界理论；（4）反应性随时间的变化

和温度效应与反应性。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题型及比例：名词解释，计

算题；论述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试

卷满分为150分。其中，（1）核反应

堆的核物理基础25%；（2）中子慢

化与扩散25%；（3）均匀反应堆临

界理论25%；（4）反应性随时间的

变化和温度效应与反应性15%；

（5）其他10%。 

《核反应堆物理分析》，谢仲生、吴

宏春、张少泓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2004 

933

软件技术基础 

考试范围包括指定参考书中所含盖的主要

内容。软件技术基础考试在考查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灵

活运用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1、信息与计算机； 

2、常用数据结构及其运算； 

3、操作系统； 

4、数据库系统； 

5、  计算机网络； 

6、  软件工程技术基础。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题型：选择题、填空题、综合

题、编程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 

试卷满分为150分。 

其中：数据结构80分 

数据库系统概论70分 

《数据结构》严蔚敏，吴伟民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四版）萨师

煊，王珊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三版，2000. 



934自动控制原

理 

庞国仲《自动控制原理》第1-7章、第9章

共八章； 

或胡寿松《自动控制原理》第1-6章 

《自动控制原理》，编（修订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年9

月；或《自动控制原理》（第五

版），胡寿松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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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主要考察学生对概率统计的基本思想和方

法的掌握情况，强调对其基本概念的理

解，要求学生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具体内容： 

l、事件与概率、独立性、全概率公式、

Bayes 公式； 

2、一维与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不相关

性、独立性； 

3、数字特征（强调求期望和方差的方法）

和大数定律； 

4、三大分布的基本性质； 

5、参数估计(矩估计、极大似然估计、区

间估计、统计量的充分性与完备性、最小

方差无偏估计) 

6、假设检验(一型和二型错误概率、功效

函数、检验水平、一致最优检验、常见总

体的参数检验，等)。 

 

 

试卷总分数150分，其中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各占75 分。 

试题以计算题为主 

《概率论》苏淳，科学出版社。第二

版，2010年； 

《数理统计》韦来生，科学出版社。 

936光学  

几何光学、光的干涉、光的衍射、光的偏

振、光的吸收、色散和散射、光的量子特

性 

赵凯华等编《光学》上、下册；也可

参看母国光等编《光学》 

937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考试范围为指定参考书中所涉及的内容。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的入学考试在考查考生

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的同时，注重考查考生

灵活运用这些知识、解快实际问题的能

力。 

考试重点： 

l、逐步骤合反应：反应动力学、聚合度的

控制、交联聚合和逐步聚合反应； 

2、链式聚合：单体和聚合类刑、引发剂和

引发反应、链增长反应和链结构、终止反

应和链转移反应、反应动力学和聚合度的

控制； 

3、共聚反应：共聚组成方程、共聚类型、

单体结构和活性； 

4、高分子的化学反应：高分子的结构效

应、基因转化反应、接枝、嵌段、交联和

高分子的老化； 

5、高分子结构：高分子链的柔性、高分子

链形态特征、高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特点及

意义、链结构和凝聚态结构特点，用分子

凝聚的观点认识高分子凝聚态； 

6、高分子运动：高分子运动特点、高分子

运动的时间及温度依赖性，建立高聚物的

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7、高聚物的物理性能：高弹性、黏弹性、

流变性、高分子溶液特性和介电松弛行为

等，用分于运动的观点理解高聚物结构与

性能的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题型：名词解释、计算题、

问答题、合成题。 

（四）、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试

卷满分为150分。其中，高分子化

学：名词解释10分，结构合成15分，

计算题10分，问答题25分，辨析题15

分。 

高分子物理：名词解释15分，问答题

45分，计算题15分。 
《高分子化学》潘才元编、科大出版

社2001年版； 

新编高聚物的结构与性能 何平笙 科

学出版社 2009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

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化学类科目考试纲

要》 张祖德 朱平平等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2002 

938遗传学 全书 刘祖洞，《遗传学》上、下册，高教

出版社，第二版1990年；张玉静，

《分子遗传学》，科学出版社，2000

年4月；赵寿元、乔守怡，《现代遗

传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教出



          

 

 注：根据教育部要求，建议招生单位不列参考书目，最多说明考试覆盖范围，以上所列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版社，2001年8月 

939 真空技术 全书 王欲知编著《真空技术》，四川科技

出版社 

940等离子体物

理导论 
单粒子理论、等离子体平衡、等离子体波

动、等离子体不稳定性 

F.F Chen《等离子体物理导论》，科

学出版社1980 ；《等离子体物理原

理》，马腾才、胡希伟、陈银华 中

国科大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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