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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839《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考试是招收机械类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自命题入学考试科

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机械制造技术相关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计

算方法和分析问题的程度，以及灵活运用本学科的综合知识分析与解决机械加工过程中问题的能

力，确保被录取者具有一定的机械制造技术方面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有利于择优选拔机械类硕士研

究生。  

二、考查目标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考试涵盖机械制造的基本概念、金属切削过程、机械加工方法及装备、机械

加工质量及其控制、工艺规程设计、机床夹具设计及先进制造技术等内容。要求考生：  

.全面的了解与把握制造过程； 

.掌握机械加工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如定位理论、工艺尺寸链理论、加工精度理论等 ； 

.掌握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 

.能选择加工方法与机床、刀具、夹具及加工参数； 

.掌握机械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具备分析解决现场工艺问题的能

力； 

.具备制订工艺规程和设计机床夹具的能力； 

.了解当今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模式的发展概况，初步具备对制造系统、制造模式选择决策

的能力。 

三、考查内容  

（一）、绪论 

1. 生产过程和工艺过程的概念，能够准确地判别生产过程中的哪些生产活动属于工艺过程，

哪些生产活动不属于工艺过程。 

2. 工艺过程每个组成的定义。 

3. 三种不同生产类型的工艺特征，能根据生产零件的生产纲领和零件本身的特征确定生产类

型。 

4. 装夹、定位和夹紧的概念 

5. 设计基准、装配基准、工序基准、定位基准和测量基准的概念。 

6. 工件定位的六点定位原理，常见典型定位方式和定位原件所限制的自由度。 

7. 欠定位和过定位的基本概念及改进措施。 

（二）、金属切削过程、 

1.切削运动、切削层参数和切削用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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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刀具切削部分的结构和刀具角度的定义，进给运动对刀具工作角度的影响。 

3.常用刀具材料的种类及特点，选择常用刀具材料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4.切削变形、切削力、切削热、刀具磨损等物理现象，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切削变形、切削

力、切削热、刀具寿命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规律。 

5.切屑的种类，切屑形态控制方法 

6.刀具磨损的形态和磨损过程，磨钝标准和刀具寿命的概念。 

7.合理选择刀具几何参数的要领。 

8.合理选择切削用量的原则和方法。 

9.砂轮特性，了解磨削过程。 

（三）、机械制造中的加工方法及装备 

1.材料去除加工、材料成形加工、材料累积加工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2.零件表面的成形原理、机床的基本结构与运动以及机床型号的表示方法。 

3.外圆表面车削、车拉削、磨削、研磨、超精加工的加工原理、工艺特征及应用范围。 

4.钻孔与扩孔、铰孔、镗孔、珩磨孔、拉孔的加工原理、工艺特征及应用范围。 

5.平面及曲面加工的主要加工方法，掌握铣平面的铣削方式、工艺特征及应用范围。 

6.车刀、钻头、拉刀、铣刀等常用金属切削刀具的种类、结构及用途。 

7.了解数控机床的组成、加工原理及主要机械部件结构；了解数控加工程序编制的方法步骤。 

8.滚齿、插齿、剃齿和磨齿的加工原理、工艺特点及应用范围。 

（四）、机械加工质量及其控制 

1.加工误差、加工精度和加工经济精度的基本概念；获得尺寸精度、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的方

法。 

2.原始误差的概念；主轴回转误差、导轨误差、刀具几何误差对加工精度的影响，传动链误差、

夹具几何误差对加工精度的影响。 

3.定位误差的概念，定位误差的分析计算方法。 

4.工艺系统刚度的概念，工艺系统刚度与其各组成环节刚度之间的关系，机床刚度与各组成部

件之间的关系，学会运用工艺系统刚度理论计算由工艺系统受力变形引起的加工误差，误差

复映规律，减小工艺系统受力变形的途径。 

5.工艺系统受热变形对加工精度的影响，减小工艺系统受热变形的途径。 

6.内应力的成因，能正确判别由于内应力重新分布所引起的工件变形方向。 

7.提高机械加工精度的途径。 

8.机械制造中常见误差的分布规律（正态分布规律是重点），掌握服从正态分布的加工误差与

合格率的计算；运用分布图分析方法和点图分析方法对工艺过程加工精度进行统计分析的原

理和方法。 

9.加工表面质量的概念；机械加工表面质量对机器使用性能的影响；表面粗糙度、表面波纹度、

表面冷作硬化、表面残余应力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 

10.机械加工过程中强迫振动和自激振动的特征；机床加工系统产生自激振动的原理，控制机

械加工振动的途径。 

（五）、工艺规程设计 

1.工艺规程设计的指导思想和设计原则。 

2.设计工艺规程必需的原始资料。 

3.设计机械加工工艺规程和装备工艺规程的内容和步骤。 

4.拟订机械加工工艺路线的工作内容和方法步骤。 

5.选择粗、精基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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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划分加工阶段的目的意义 

7.按工序集中原则和工序分散原则组织工艺过程的工艺特点及应用范围。 

8.安排工序顺序的一般原则。 

9.机床设备和工艺装备选择的一般原则。 

10.加工余量的四个组成和减少加工余量的工艺途径。 

11．用查表法确定工序余量和总余量。 

12.用极值法和统计法解算尺寸链的个计算公式。 

13.工序尺寸公差计算方法。 

14．时间定额的组成和提高生产率的工艺途径。 

15．工艺方案经济分析方法。 

16.绘制工序草图和工序布置图的基本要领。 

17.通过分析装配技术条件组建尺寸链的方法。 

18.装配单元划分和装配系统图。 

19.保证装配精度的四种方法。 

20.机械产品设计工艺性评价要领。 

（六）、机床夹具设计 

1.机床夹具的作用、分类及其组成。 

2.机床夹具的常用定位方式和常用定位元件，能根据工序简图提供的定位方案正确选用定位元

件。掌握常见定位方式（芯轴定位、V 型块定位、一面两销定位）的定位误差计算方法。 

3.常见夹紧装置，能根据工序简图提供的装夹方式正确选择夹紧力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点，正确

选择夹紧机构。 

4.钻床夹具、铣床夹具、车床夹具的结构特点（包括对到元件、导向元件以及与机床链接的方

式）。 

5.通过深入剖析一个典型夹具的结构（包括定位元件、夹紧装置、对刀元件、导向元件、连接

元件等），机床夹具分析方法。 

6.机床夹具的设计方法。 

（七）、机械制造技术的新发展 

1.当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 

2.发展超精密加工和纳米加工技术的重要意义。 

3.超精密加工与纳米级加工基本原理、工艺特征及其应用范围。 

4.国内外先进制造技术及最新、最前沿的学科知识及发展动态。 

 

五、参考书目 

于骏一,邹青主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