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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专业课参考大纲 

 
001 机械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复试科目：机械制图；测试技术、人机工程、汽车构造、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四门任选一门 

085500 机械 

01 机械工程(专业型)  

复试科目：机械制图；测试技术、人机工程、汽车构造、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四门任选一门 

02 车辆工程(专业型) 

复试科目：机械制图；测试技术、人机工程、汽车构造、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四门任选一门 

03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型) 

复试科目：工业设计概论、程序设计与方法 

00 不区分专业方向 

根据考生意向，从以上三个方向中任选一个方向，考试科目与上述方向相同。 

085800 能源动力(专业型) 

复试科目：过程（化工）原理、过程设备设计 

复习大纲： 

一、过程（化工）原理 

1.总体要求 

要求考生全面掌握、理解、灵活运用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教学内容，具有熟练的运算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复习内容 

(1)流体流动  

稳定流动与不稳定流动；牛顿粘性定律及流体的粘度；非牛顿流体的概念；流体的流动型态

及雷诺准数；边界层概念简介。 

(2)流体输送设备 

离心泵（结构及工作原理）；气体输送和压缩设备（以离心通风机为主）。 

(3)传热 

传热学基本概念及原理；对流传热类型简介：管内强制对流传热，管外垂直绕流传热，自然

对流传热，蒸汽冷凝传热，液体沸腾传染；影响对流传热主要因数；各种间壁式换热器（类

型简介、比较，和传热强化途径）。 

http://www.cnedu.cn/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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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蒸发 

典型蒸发装置原理、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5)干燥 

湿空气的基本性质：湿含量，相对湿度，绝热饱和温度，干球和湿球温度，露点；干燥过程

原理及基本概念：物料湿含量，干燥速度；常用工业干燥器：厢式，滚筒，气流流化床，喷

雾干燥器。 

参考书目：《化工原理》上下册，陈敏恒，化学工业出版社，第三版，2006.5 

二、过程设备设计 

1.换热设备 

换热设备的应用, 换热设备的选型, 管壳式换热器的基本类型, 管壳式换热器的结构, 管

束振动和防止, 传热强化技术。 

2.塔设备 

塔设备的应用, 塔设备的选型，填料塔填料，填料塔内件的结构设计，板式塔的结构，板式

塔塔盘的结构，塔设备附件--除沫器，风的诱导振动，塔设备的防振。 

3.反应设备 

反应器分类，常见反应器的特点，搅拌容器，搅拌器。 

参考书目：《过程设备设计》，郑津洋，化学工业出版社，第四版，2015.10 

三、机械制图 

1.机械制图基本知识和技能   

(1)了解常见的几何图形画法。 

(2)掌握各种线型的画法及应用。 

(3)掌握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基本规则，如线性尺寸、半径、直径标注及数字书写。 

2.正投影法和基本几何元素的投影   

(1)掌握正投影理论。  

(2)了解正投影中点、线、面的投影特性。 

(3)掌握点、直线、平面对投影面的相对位置及其投影规律。 

3.截切立体的投影  

(1)掌握平面基本体、回转基本体的投影及表面取点的方法。 

(2)熟练掌握求平面和平面立体的交线(主要是特殊位置平面截交及切口作图方法)。 

(3)熟练掌握求平面与回转体表面的交线。 

4.相交立体的投影  

(1)熟练掌握求平面立体与曲面立体(两体均为特殊位置)两相贯体的投影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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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练掌握求两正交圆柱（包括空心圆柱）相贯体的投影作图。 

5.组合体  

(1)了解组合体的组合形式及掌握主视图的选择。 

(2)掌握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进行组合体的画图、读图和尺寸标注。 

(3)综合应用  

熟练掌握给定两个视图，想象物体形状，正确画出第三视图 。 

6.图样画法  

(1)掌握视图、剖视图、断面图、局部放大图的画法、剖切标注、各种画 

法的应用范围及其尺寸标注。  

(2)了解常用的简化画法及标注。 

(3)综合应用  

熟练掌握给定一组图（视图或剖视图），想象形状，按指定位置正确画出剖视图或断面图等。  

7.标准件与常用件  

(1)掌握螺纹、螺纹紧固件及其连接的画法和标注。 

(2)了解直齿圆柱齿轮及其啮合画法。 

(3)了解键、销、轴承、弹簧的规定画法。 

8.零件图  

(1)了解零件与机器、零件图与装配图之间的关系。 

(2)掌握零件图的内容、表达方法和一般零件的零件图画法和阅读。 

(3)掌握零件图的技术要求，如表面粗糙度、公差带代号中各项内容的含义、注写及识别。  

(4)了解零件的结构工艺。 

(5)综合应用  

给定一组零件图，能分析出各图之间关系，正确想象形状、结构。 

熟练掌握给定一组零件图，能按指定方向画出视图、向视图、剖视图或断面图等。 

参考书目：《机械制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惠云主编 2012.8 ISBN978-7-111-38721-3 

《机械制图习题集》机械工业出版社 刘合荣主编 2012.8 ISBN978-7-111-38657-5 

四、测试技术 

信号及其描述；测试装置的基本特性及不失真测试条件；常用传感器原理及应用；信号调理；

测试系统的组成。 

参考书目：《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基础》，熊诗波、黄长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11，第

二版 

五、人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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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及定义，人机工程学的起源于发展，人机工程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人机

工程学体系及其应用领域；人体测量的基本知识，包括统计特性、人体百分位数等，产品设

计中人体尺寸数据的应用方法；应理解人的能力与局限范畴，包括人的认知基本特性、人的

视觉特性、人体生物力学设计准则、人的运动特性（运动范围、施力与运动输出特性）等基

本特征。人机界面设计中人的因素考虑及人机关系的协调，包括显示装置、操纵装置设计的

人机学基本原则。人的姿势、动作与施力特性、疲劳与舒适的关系，人的施力与运动输出特

性对操作效率、误操作等问题的影响。工作台椅与工具设计；作业岗位与空间设计；人与环

境的界面设计；事故与安全设计；人机系统总体设计；了解人机工程的新发展趋势。 

参考书目：《人机工程学与设计应用》，张峻霞 王新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第

1版 

六、汽车构造 

1.汽车发动机 

掌握四冲程发动机的工作原理，理解发动机主要性能指标与特性，掌握发动机型号的含义和

压缩比的计算方法，掌握发动机二大机构和五大系统的功用、工作原理和结构，掌握配气定

时、气门间隙、三元催化转化和增压等概念。 

2.汽车底盘和车身 

掌握底盘系统各部分功能、工作原理和结构，重点掌握汽车传动系统的组成及汽车动力传动

路线和使用ABS的目的及其组成和基本工作原理。掌握汽车车身安全防护装置的主要部件及

功用。 

参考书目：《汽车构造》上下册，陈家瑞，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第3版 

七、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金属的切削过程、切削力、切削热、切削温度、积屑瘤、切屑的类型、刀具磨损、刀具耐用

度、刀具寿命等概念；常用刀具材料及其选用；切削用量的选择原则。零件表面形成原理与

方法；孔加工的方法；钻削的工艺特点；逆铣、顺铣、周铣、端铣；珩磨、拉削的工艺特点。

影响机械加工精度的主要因素；工艺系统刚度；误差复映现象；工艺系统热变性；加工误差

的统计分析方法；工序能力等级；机械加工表面质量。批量法则、工序集中、工序分散；粗、

精基准选择原则；机械加工工序的划分原则；装配尺寸链；保证装配精度的装配方法；六点

定位原理/法则；过定位、欠定位、完全定位、不完全定位、加工精度、经济精度、定位误

差、成组技术、CAPP等概念。 

参考书目：《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2版，于俊一，邹青，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重印 

八、工业设计概论 

设计的概念、本质和领域、影响设计的文化、美学、科学、市场等因素；工业设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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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的性质和特征；工业设计的工作领域；工业设计的学科架构；工业设计的基本原则、

工业设计的价值体现。工业设计思想的萌芽、早期工业设计酝酿和探索阶段的设计运动的起

因、特点及对设计发展的影响；包豪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应熟悉并掌握二战后欧美工业设

计的发展与形成；了解日本工业设计的发展；掌握后现代时期工业设计的多元化特征及各设

计风格的特点。 

参考书目：《工业设计概论》，张峻霞，海洋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九、设计程序与方法 

产品开发的概念与产品开发的一般过程；工业设计在产品开发中的位置；工业设计程序与方

法的概念、作用与意义。产品改良设计的基本程序，产品开发设计程序的内容；产品结构类

型，产品族设计本程序。产品调研，市场调查的目标、要求，市场调查方法与程序。专利检

索的作用等。替代、类比、仿生、组合、缺点列举、特性举例、愿望满足、头脑风暴、逆向

思维等常见设计方法的基本内涵。 

参考书目：《工业设计程序与方法》，杨向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002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 

复试科目：电路、自动控制理论、信号与系统共三个模块，其考试所涉及各课程内容以本提

纲为准。考生可在上述三个模块中任选二个模块进行考核。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复试科目：电路、自动控制理论、信号与系统共三个模块，其考试所涉及各课程内容以本提

纲为准。考生可在上述三个模块中任选二个模块进行考核。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电路、自动控制理论、信号与系统共三个模块，其考试所涉及各课程内容以本提

纲为准。考生可在上述三个模块中任选二个模块进行考核。 

复习大纲： 

一、电路大纲 

直流电路的分析法如回路法和节点法，戴维南定理及应用，稳态分析及动态电路的三要素法。 

教材：《电路》丘关源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自动控制理论大纲 

1.线性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 

2.控制系统分析（稳定性、暂态性能、稳态性能）。 

3.控制系统校正（串联校正、频率特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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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  科学出版社 

三、信号与系统大纲 

连续时间系统的时域分析，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连续时间系统的 s域分析。 

教材：《信号与系统（第三版）（上）》郑君里，高等教育出版社。 

 

003 化工与材料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试科目：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材料分析与测试。 

复习大纲： 

一、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化学部分 

（一） 绪论 

高分子的基本概念；聚合物的命名及分类；分子量；大分子微结构；聚合物的物理状态；聚

合物材料和强度。 

（二） 自由基聚合 

自由基聚合机理；链引发反应；聚合速率；分子量和链转移反应；分子量分布；阻聚与缓聚；

聚合热力学；。 

（三） 自由基共聚合 

共聚物的类型和命名；二元共聚物的组成；单体和自由基的活性；Q-e概念。 

（四） 聚合方法 

四种聚合方法的特点。 

（五）离子聚合与配位聚合 

离子聚合的机理；离子聚合的引发体系；离子聚合与自由基聚合的比较；配位聚合的基本概

念；丙烯的配位聚合。 

 (六)逐步聚合反应 

缩聚反应；线形缩聚反应机理；线形缩聚动力学；影响线型缩聚物聚合度的因素及控制方法；

分子量的分布；逐步缩合的实施方法；重要线型逐步聚合物；体型缩聚；凝胶化作用和凝胶

点。 

复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电路 电路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一版 丘关源 

自动控制理论 自动控制原理 科学出版社 第六版 胡寿松 

信号与系统(上) 信号与系统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三版 郑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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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聚合物的化学反应 

聚合物的基团反应；接枝和嵌段；聚合物的降解与交联；聚合物的老化与防老化。 

高分子物理部分 

（一）高分子链的近程结构 

聚合物分子内与分子间的相互作用；高分子链的近程结构。 

（二）高分子链的远程结构 

分子的内旋转和高分子的柔性；高分子晶格中链的构象；蠕虫状链；刚性链结构。 

（三）高分子的聚集态结构 

高聚物非晶态与晶态；取向结构；高分子液晶。 

（四）高聚物的分子运动 

高聚物的分子运动的特点；高聚物的玻璃化转变；玻璃态的分子运动；晶态高聚物的分子运

动；高聚物分子运动的研究方法。 

（五）高聚物的力学性能 

玻璃态和结晶态高聚物的力学性质；高弹态；粘弹态；高聚物的塑性和屈服；高聚物的断裂

和强度。 

（六）聚合物的流变性 

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聚合物熔体的切粘度；聚合物熔体的弹性表现；拉伸粘度。 

（七）高聚物热性能 

高聚物的热稳定性和耐高温的高聚物材料；高聚物的热膨胀；高聚物的热传导。 

（八）高分子溶液 

高聚物的溶解；柔性高分子溶液热力学性质；高分子溶液的相平衡。 

（九）高聚物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高聚物分子量的统计意义；高聚物分子量的测定方法；高聚物分子量分布及测定方法。 

二、材料分析与测试 

1.X射线衍射分析 

    X射线衍射原理，实验方法，X射线粉末衍射物相定性分析，X射线物相定量分析，晶

体结构分析，X射线衍射技术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2.电子显微分析（SEM、TEM） 

    SEM、TEM的基本原理及在分析中的应用 

3.热分析（TG、DSC、DTA） 

热分析技术的分类，TG、DSC、DTA在物质结构及性能检测中的应用。 

4.材料测试方法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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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魏无际、俞强主编，《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 

2. 王培铭，许乾慰主编，《材料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2012年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综合 1）：化工分离 

复习大纲： 

一、考核内容 

综合考试内容包括：化学工程与化学工艺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分离工程相关内容的掌握。 

分离工程:了解分离操作在化工生产中的重要性，能运用分离工程的基础理论分析化工生产

中的实际问题。理解掌握分离过程的分类和特征；掌握相平衡各种关系式及计算，掌握多组

分物系的泡点和露点温度的计算，了解多组分多级分离过程分析与简捷计算；掌握分离工程

最小功的计算；了解其它新型分离技术，掌握反渗透膜分离的基本原理。 

（1）分离过程的分类和特征； 

（2）相平衡的基本概念，相平衡各种关系式及计算； 

（3）泡点、露点的基本概念，多组分物系的泡点和露点温度的计算； 

（4）分离工程最小功的计算； 

（5）掌握膜分离、离子交换、结晶等新型分离技术特点及选择，掌握反渗透膜分离的原理。 

二、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本 主编 

分离工程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一版 叶国庆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综合 2） 

复试内容：生物工程（含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发酵工程） 

微生物学部分： 

1.微生物学的发展史，尤其是巴斯德和科赫对微生物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微生物学在工业

发展中的趋势。 

2.微生物的定义、特点（五大共性）。 

3.原核生物（细菌、放线菌）的细胞结构和功能、繁殖方式、菌落特征及工业上常用菌。革

兰氏阳性细菌和革兰氏阳性细菌在细胞壁的结构、组成和相关功能方面的异同。 

4.真核生物（酵母菌、霉菌）的细胞形态、细胞结构、繁殖方式、生活史、菌落特征及工业

上常见菌。真核细胞与原核细胞构造的异同。 

5.病毒的特性、病毒的培养与纯化、病毒粒子的形态结构与化学组成、病毒的复制周期、噬

菌体与宿主的关系，及发酵工业中噬菌体污染的检测和防治措施，病毒杀虫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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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微生物细胞营养：碳源、氮源、能源、生长因子、无机盐和水六大营养要素在微生物生命

活动中功能和供给形式；根据碳源、氮源的不同筛选工业微生物菌种的方法；四种营养类型；

营养物质进入细胞的方式及运输特点。 

7.培养基：设计培养基的原则、培养基的种类，选择性培养基和鉴别性培养基的选择鉴别性

原理和应用。微生物营养与工业微生物发酵的关系。 

8.微生物的产能代谢：化能异养微生物生物氧化的三种产能方式（发酵、有氧呼吸和无氧呼

吸），乙醇发酵（酵母菌的乙醇发酵途径和运动发酵单胞菌的乙醇发酵途径）、乳酸发酵（同

型乳酸发酵和异型乳酸发酵）、甘油发酵、丙酮丁醇发酵、混合酸发酵及丁二醇发酵；有氧

呼吸与无氧呼吸的概念。 

9.微生物的代谢调节与发酵调控：酶活性的调节种类、酶合成的调节（大肠杆菌乳糖操纵子

的正、负调节，色氨酸操纵子的调节）、代谢调控在发酵工业的应用（高丝氨酸缺陷型生产

赖氨酸）。 

10.微生物生长：微生物生长的测定方法（单细胞微生物的典型生长曲线各阶段的特点及其

研究生长曲线的意义）；不同培养方法的原理、控制方法和应用；温度、pH、水活度和渗透

压、氧气、辐射等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并通过具体发酵过程的事例来阐在发酵工

业中的实际应用。（例如谷氨酸） 

11.常用的灭菌方法以及它们作用于微生物的机理和在生产中的应用。 

12.遗传与变异相关概念。基因突变的类型、基因突变的规律及基因突变的机制。 

13.微生物的诱变育种：诱变育种的几个原则，包括出发菌株的选择、菌悬液的制备、诱变

剂的选择及处理方法、中间培养以及变异菌株的分离与筛选。几类重要突变株如抗终代谢物

结构类似物突变株和营养缺陷型突变株的筛选方法，野生型、营养缺陷型、原养型、基本培

养基、完全培养基和补充培养基的概念，筛选营养缺陷型菌株的意义和筛选方法。 

14.基因重组：包括原核微生物的基因重组和真核微生物的基因重组（转化、转导、接合、

有性杂交、准性生殖以及原生质体融合）。 

15.质粒的结构、检测方法、特性和主要类型。 

16.经典遗传学研究中常用主要研究方法。 

17.微生物的分类单位与命名法、重要和常用微生物的学名、分类依据（传统分类学与现代

分类学）、分类方法和常用的几个微生物的分类系统如伯杰氏手册。 

生物化学部分： 

1.生物分子（糖、脂类、蛋白质、核酸）的结构及特点。 

2.蛋白质一级结构测定；蛋白质分离纯化和纯度鉴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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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酶化学：酶的概念、特点、组成，酶的活性中心，米氏方程及 Vmax和 Km等参数意义，酶

促反应速度的影响因素，酶的提纯与活力鉴定的基本方法。 

4.核酸化学：核酸（DNA与 RNA）的概念、分类、组成成分、结构及功能；核酸的主要理化

性质（核酸变性、复性、杂交、紫外吸收特点、增减色效应等）。核酸一级结构的测定方法。

PCR技术原理与应用。 

5.生物氧化：生物氧化体系、呼吸链、氧化磷酸化和底物水平磷酸化。 

6.生物分子代谢： 

（1）糖代谢：糖酵解、糖有氧分解和 TCA循环，戊糖磷酸途径(HMP)及糖异生作用。（2）

脂类代谢：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脂肪酸的β-氧化及氧化途径中的能量变化。酮体的生成

和利用。脂肪酸的从头合成途径和β-氧化的异同点。 

（3）蛋白质及氨基酸的代谢：氨基酸分解代谢中的脱氨作用，氨基酸的分解产物氨和α-

酮酸的代谢去路，鸟氨酸的循环过程。 

（4）糖类、脂类、氨基酸和核苷酸之间的代谢联系。 

7.DNA复制：一般规律，参与 DNA复制的酶类与蛋白质因子的种类和作用，DNA 复制的基本

过程，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 DNA复制的比较，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RNA转录后加工及其意

义。 

8.蛋白质的合成和转运：mRNA、tRNA、核糖体在蛋白质生物合成中的作用和原理，真核生物

与原核生物蛋白质合成的。 

9.基因工程：基因工程原理及基本流程，基因的分离、合成和测序，克隆基因的表达。 

发酵工程部分： 

1.发酵工程的一般概念，发酵工艺生产的一般培养方法和过程。 

2.发酵工业常用的四种微生物及主要用途；发酵工业对菌种的要求；种子扩大培养的目的、

工艺过程及控制，影响种子质量的主要因素。 

3.发酵培养基概念、作用，发酵培养基的设计和最优化。 

4.发酵的几种操作方式，发酵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控制。 

5.发酵供氧：空气除菌技术、氧的传质方程式，影响供氧的因素。 

6.微生物反应模式和发酵方法（分批培养、补料分批培养和连续培养） 

7.生物反应器（发酵罐）构造及适用范围，发酵过程的基本单元操作。 

8.现代生物技术在发酵工程中的应用（构建体外生物反应器，优化靶基因的调控因子，为可

再生生物质资源开发与高效利用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9.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传统工业产品（酒精、乳酸、甘油等）的生产方式及研究进展。 

复试专业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本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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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工 

新编生物工艺学（上） 化学工程出版社 2003年版 俞俊棠 

发酵工程原理与技术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年版 余龙龙 

微生物遗传育种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王正祥 

 

085600 材料与化工 

01 化学工程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综合 1）： 

复试内容：化工分离 

复习大纲： 

一、考核内容 

综合考试内容包括：化学工程与化学工艺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分离工程相关内容的掌握:了

解分离操作在化工生产中的重要性，能运用分离工程的基础理论分析化工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理解掌握分离过程的分类和特征；掌握相平衡各种关系式及计算，掌握多组分物系的泡

点和露点温度的计算，了解多组分多级分离过程分析与简捷计算；掌握分离工程最小功的计

算；了解其它新型分离技术，掌握反渗透膜分离的基本原理。 

（1）分离过程的分类和特征； 

（2）相平衡的基本概念，相平衡各种关系式及计算； 

（3）泡点、露点的基本概念，多组分物系的泡点和露点温度的计算； 

（4）分离工程最小功的计算； 

（5）掌握膜分离、离子交换、结晶等新型分离技术特点及选择，掌握反渗透膜分离的原理。 

二、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本 主编 

分离工程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一版 叶国庆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综合 2）： 

复试内容：生物工程（含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发酵工程） 

微生物学部分： 

1.微生物学的发展史，尤其是巴斯德和科赫对微生物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微生物学在工业

发展中的趋势。 

2.微生物的定义、特点（五大共性）。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3%E0%C1%FA%BD%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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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核生物（细菌、放线菌）的细胞结构和功能、繁殖方式、菌落特征及工业上常用菌。革

兰氏阳性细菌和革兰氏阳性细菌在细胞壁的结构、组成和相关功能方面的异同。 

4.真核生物（酵母菌、霉菌）的细胞形态、细胞结构、繁殖方式、生活史、菌落特征及工业

上常见菌。真核细胞与原核细胞构造的异同。 

5.病毒的特性、病毒的培养与纯化、病毒粒子的形态结构与化学组成、病毒的复制周期、噬

菌体与宿主的关系，及发酵工业中噬菌体污染的检测和防治措施，病毒杀虫剂的应用。 

6.微生物细胞营养：碳源、氮源、能源、生长因子、无机盐和水六大营养要素在微生物生命

活动中功能和供给形式；根据碳源、氮源的不同筛选工业微生物菌种的方法；四种营养类型；

营养物质进入细胞的方式及运输特点。 

7.培养基：设计培养基的原则、培养基的种类，选择性培养基和鉴别性培养基的选择鉴别性

原理和应用。微生物营养与工业微生物发酵的关系。 

8.微生物的产能代谢：化能异养微生物生物氧化的三种产能方式（发酵、有氧呼吸和无氧呼

吸），乙醇发酵（酵母菌的乙醇发酵途径和运动发酵单胞菌的乙醇发酵途径）、乳酸发酵（同

型乳酸发酵和异型乳酸发酵）、甘油发酵、丙酮丁醇发酵、混合酸发酵及丁二醇发酵；有氧

呼吸与无氧呼吸的概念。 

9.微生物的代谢调节与发酵调控：酶活性的调节种类、酶合成的调节（大肠杆菌乳糖操纵子

的正、负调节，色氨酸操纵子的调节）、代谢调控在发酵工业的应用（高丝氨酸缺陷型生产

赖氨酸）。 

10.微生物生长：微生物生长的测定方法（单细胞微生物的典型生长曲线各阶段的特点及其

研究生长曲线的意义）；不同培养方法的原理、控制方法和应用；温度、pH、水活度和渗透

压、氧气、辐射等理化因素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并通过具体发酵过程的事例来阐在发酵工

业中的实际应用。（例如谷氨酸） 

11.常用的灭菌方法以及它们作用于微生物的机理和在生产中的应用。 

12.遗传与变异相关概念。基因突变的类型、基因突变的规律及基因突变的机制。 

13.微生物的诱变育种：诱变育种的几个原则，包括出发菌株的选择、菌悬液的制备、诱变

剂的选择及处理方法、中间培养以及变异菌株的分离与筛选。几类重要突变株如抗终代谢物

结构类似物突变株和营养缺陷型突变株的筛选方法，野生型、营养缺陷型、原养型、基本培

养基、完全培养基和补充培养基的概念，筛选营养缺陷型菌株的意义和筛选方法。 

14.基因重组：包括原核微生物的基因重组和真核微生物的基因重组（转化、转导、接合、

有性杂交、准性生殖以及原生质体融合）。 

15.质粒的结构、检测方法、特性和主要类型。 

16.经典遗传学研究中常用主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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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微生物的分类单位与命名法、重要和常用微生物的学名、分类依据（传统分类学与现代

分类学）、分类方法和常用的几个微生物的分类系统如伯杰氏手册。 

生物化学部分： 

1.生物分子（糖、脂类、蛋白质、核酸）的结构及特点。 

2.蛋白质一级结构测定；蛋白质分离纯化和纯度鉴定的方法 

3.酶化学：酶的概念、特点、组成，酶的活性中心，米氏方程及 Vmax和 Km等参数意义，酶

促反应速度的影响因素，酶的提纯与活力鉴定的基本方法。 

4.核酸化学：核酸（DNA与 RNA）的概念、分类、组成成分、结构及功能；核酸的主要理化

性质（核酸变性、复性、杂交、紫外吸收特点、增减色效应等）。核酸一级结构的测定方法。

PCR技术原理与应用。 

5.生物氧化：生物氧化体系、呼吸链、氧化磷酸化和底物水平磷酸化。 

6.生物分子代谢： 

（1）糖代谢：糖酵解、糖有氧分解和 TCA循环，戊糖磷酸途径(HMP)及糖异生作用。（2）

脂类代谢：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脂肪酸的β-氧化及氧化途径中的能量变化。酮体的生成

和利用。脂肪酸的从头合成途径和β-氧化的异同点。 

（3）蛋白质及氨基酸的代谢：氨基酸分解代谢中的脱氨作用，氨基酸的分解产物氨和α-

酮酸的代谢去路，鸟氨酸的循环过程。 

（4）糖类、脂类、氨基酸和核苷酸之间的代谢联系。 

7.DNA复制：一般规律，参与 DNA复制的酶类与蛋白质因子的种类和作用，DNA 复制的基本

过程，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 DNA复制的比较，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RNA转录后加工及其意

义。 

8.蛋白质的合成和转运：mRNA、tRNA、核糖体在蛋白质生物合成中的作用和原理，  真核

生物与原核生物蛋白质合成的。 

9.基因工程：基因工程原理及基本流程，基因的分离、合成和测序，克隆基因的表达。 

发酵工程部分： 

1.发酵工程的一般概念，发酵工艺生产的一般培养方法和过程。 

2.发酵工业常用的四种微生物及主要用途；发酵工业对菌种的要求；种子扩大培养的目的、

工艺过程及控制，影响种子质量的主要因素。 

3.发酵培养基概念、作用，发酵培养基的设计和最优化。 

4.发酵的几种操作方式，发酵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控制。 

5.发酵供氧：空气除菌技术、氧的传质方程式，影响供氧的因素。 

6.微生物反应模式和发酵方法（分批培养、补料分批培养和连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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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物反应器（发酵罐）构造及适用范围，发酵过程的基本单元操作。 

8.现代生物技术在发酵工程中的应用（构建体外生物反应器，优化靶基因的调控因子，为可

再生生物质资源开发与高效利用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9.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传统工业产品（酒精、乳酸、甘油等）的生产方式及研究进展。 

复试专业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本 主编 

生物化工 

新编生物工艺学（上） 化学工程出版社 2003年版 俞俊棠 

发酵工程原理与技术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年版 余龙龙  

微生物遗传育种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王正祥 

 

02材料工程 

复试科目：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材料分析与测试。 

复习大纲： 

一、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化学部分 

（一） 绪论 

高分子的基本概念；聚合物的命名及分类；分子量；大分子微结构；聚合物的物理状态；聚

合物材料和强度。 

（二） 自由基聚合 

自由基聚合机理；链引发反应；聚合速率；分子量和链转移反应；分子量分布；阻聚与缓聚；

聚合热力学；。 

（三） 自由基共聚合 

共聚物的类型和命名；二元共聚物的组成；单体和自由基的活性；Q-e概念。 

（四） 聚合方法 

四种聚合方法的特点。 

（五）离子聚合与配位聚合 

离子聚合的机理；离子聚合的引发体系；离子聚合与自由基聚合的比较；配位聚合的基本概

念；丙烯的配位聚合。 

 (六)逐步聚合反应 

缩聚反应；线形缩聚反应机理；线形缩聚动力学；影响线型缩聚物聚合度的因素及控制方法；

分子量的分布；逐步缩合的实施方法；重要线型逐步聚合物；体型缩聚；凝胶化作用和凝胶

点。 

（七）聚合物的化学反应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3%E0%C1%FA%BD%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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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的基团反应；接枝和嵌段；聚合物的降解与交联；聚合物的老化与防老化。 

高分子物理部分 

（一）高分子链的近程结构 

聚合物分子内与分子间的相互作用；高分子链的近程结构。 

（二）高分子链的远程结构 

分子的内旋转和高分子的柔性；高分子晶格中链的构象；蠕虫状链；刚性链结构。 

（三）高分子的聚集态结构 

高聚物非晶态与晶态；取向结构；高分子液晶。 

（四）高聚物的分子运动 

高聚物的分子运动的特点；高聚物的玻璃化转变；玻璃态的分子运动；晶态高聚物的分子运

动；高聚物分子运动的研究方法。 

（五）高聚物的力学性能 

玻璃态和结晶态高聚物的力学性质；高弹态；粘弹态；高聚物的塑性和屈服；高聚物的断裂

和强度。 

（六）聚合物的流变性 

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聚合物熔体的切粘度；聚合物熔体的弹性表现；拉伸粘度。 

（七）高聚物热性能 

高聚物的热稳定性和耐高温的高聚物材料；高聚物的热膨胀；高聚物的热传导。 

（八）高分子溶液 

高聚物的溶解；柔性高分子溶液热力学性质；高分子溶液的相平衡。 

（九）高聚物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高聚物分子量的统计意义；高聚物分子量的测定方法；高聚物分子量分布及测定方法。 

二、材料分析与测试 

1.X射线衍射分析 

    X射线衍射原理，实验方法，X射线粉末衍射物相定性分析，X射线物相定量分析，晶

体结构分析，X射线衍射技术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2.电子显微分析（SEM、TEM） 

    SEM、TEM的基本原理及在分析中的应用 

3.热分析（TG、DSC、DTA） 

热分析技术的分类，TG、DSC、DTA在物质结构及性能检测中的应用。 

4.材料测试方法的综合运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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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无际、俞强主编，《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 

2. 王培铭，许乾慰主编，《材料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2012年 

 

004 生物工程学院 

078000 药学（01药物化学方向） 

复试科目： 《药物合成反应》、《药物分析》 

复习大纲：  

一、《药物合成反应》、《药物分析》 

合成设计逻辑学和逆合成分析法，不饱和烃和羰基化合物的卤化反应，氧原子和碳原子的酰

化反应，烃类、醇类、醛酮的氧化反应，不饱和烃以及含羰基化合物还原反应。 

二、《药物分析》 

药品质量研究内容与药典概况；药物的杂质检查；药物含量测定与分析方法验证；体内药物

分析；药品质量控制中现代分析方法的进展。                                                                                                                                                                                                                                                                                                                                                                                                                                                                                                        

参考书目： 

《药物合成反应》，闻韧 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 8版 

《药物分析》，杭太俊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第 8版 

078000 药学（02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方向） 

复试科目名称：《生物制药学》、《生物制药工艺学》 

复习大纲：生物药物的概念、特性、分类和用途；生物药物制备的特点、原理和流程；生

物药物分离纯化的工艺过程及典型技术的原理和特点；生物药物制剂的类型和制备流程；生

物药物的质量控制特点、安全评价原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特殊性；基因工程、蛋白质工

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等制药过程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工艺控制及其典型应

用。 

参考书目： 

《生物制药学》， 余蓉，郭刚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生物制药工艺学》，吴梧桐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 

082200 轻工技术与工程 

复试科目：生物工程综合：生物技术概论、酒精发酵工艺学、氨基酸发酵工艺学。 

复习大纲：  

一、《生物技术概论》：主要内容涉及生物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基因重组操作、动植物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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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培养和酶反应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发酵工程在生物工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二、《酒精发酵工艺学》：主要内容涉及淀粉质原料预处理（原料粉碎、液化糊化、糖化）、

发酵工艺、发酵成熟醪蒸馏、酒糟综合利用与处理、酶制剂与活性干酵母在酒精生产中的应

用，酒精发酵研究进展与新技术应用。 

三、《氨基酸发酵工艺学》：主要内容涉及氨基酸发展动向，谷氨酸合成机制，谷氨酸细胞

膜通透性控制，氨基酸生产菌种育种策略，氨基酸菌种培养及发酵过程控制原理及方法，杂

菌及噬菌体的防治，氨基酸分离提取等。 

参考书目： 

《生物技术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宋思扬 

《新编酒精工艺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贾树彪 

《氨基酸发酵工艺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年版 陈宁 

083600 生物工程 

复试科目：生物工程综合：《生物技术概论》、《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酶工

程》 

复习大纲： 

一、《生物技术概论》：主要涉及生物技术的定义、种类及其相互关系；基因工程、细胞工

程、发酵工程、酶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的主要内容；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人类健康、能源

和环境等领域的应用； 

二、《细胞生物学》：主要涉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内容，细胞生物学的发展简史，当前细胞

生物学研究的总趋势与重点领域；细胞的基本知识概要，细胞形态结构的试验技术原理，细

胞基质与细胞内膜系统、线粒体、叶绿体和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等，细胞核与染色体，细胞

膜与细胞表面的结构、细胞通讯与细胞传导、细胞分化与基因表达调控等。 

三、《分子生物学》：主要涉及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染色体组成、DNA 结构、DNA的

复制特点、RNA的转录、蛋白质的翻译、掌握遗传信息的传递（从 DNA到蛋白质），原核生

物、真核生物和高等动物的基因表达调控，常用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等。 

四、《酶工程》：主要涉及微生物发酵产酶，动植物细胞培养产酶，酶的提取与分离纯化，

酶分子修饰，酶固定化，酶非水相催化，酶定向进化，酶反应器，酶的应用等 

参考书目：  

《生物技术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14年版  宋思扬  

《细胞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翟中和  

《现代分子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 4版   朱玉贤 

《酶工程》   科学出版社  第 3版   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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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000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01 轻工技术与工程 

复试科目：生物工程综合：《生物技术概论》、《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酶工

程》 

复习大纲：  

一、《生物技术概论》：主要内容涉及生物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基因重组操作、动植物细

胞培养和酶反应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发酵工程在生物工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二、《酒精发酵工艺学》：主要内容涉及淀粉质原料预处理（原料粉碎、液化糊化、糖化）、

发酵工艺、发酵成熟醪蒸馏、酒糟综合利用与处理、酶制剂与活性干酵母在酒精生产中的应

用，酒精发酵研究进展与新技术应用。 

三、《氨基酸发酵工艺学》：主要内容涉及氨基酸发展动向，谷氨酸合成机制，谷氨酸细胞

膜通透性控制，氨基酸生产菌种育种策略，氨基酸菌种培养及发酵过程控制原理及方法，杂

菌及噬菌体的防治，氨基酸分离提取等。 

参考书目： 

《生物技术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宋思扬 

《新编酒精工艺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贾树彪 

《氨基酸发酵工艺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年版 陈宁 

02 制药工程 

复试科目：《制药工程学》、《制药分离工程》 

复习大纲：主要内容涉及生物技术制药、化学制药、现代中药制药的基本工艺原理和方法、

工程学知识、工艺过程控制及共性技术；，主要包括制药厂址选择和总平面设计、车间布置

设计、工艺流程设计、物料衡算、能量衡算、制药和反应设备选型、典型制剂的生产工艺及

设备、车间布置设计、废水处理；、药物分离提取技术与方法工程（萃取、色谱、电泳等）

的原理、特点和基本过程等。 

参考书目： 

《制药工程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版 王志祥 

《药物分离工程》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版 李淑芬 

03生物工程 

复试科目：生物工程综合：生物技术概论、酒精发酵工艺学、氨基酸发酵工艺学。 

复习大纲： 

一、《生物技术概论》：主要内容涉及生物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基因重组操作、动植物细



             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专业课参考大纲 

 

 

 - 19 -

 

胞培养和酶反应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发酵工程在生物工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二、《酒精发酵工艺学》：主要内容涉及淀粉质原料预处理（原料粉碎、液化糊化、糖化）、

发酵工艺、发酵成熟醪蒸馏、酒糟综合利用与处理、酶制剂与活性干酵母在酒精生产中的应

用，酒精发酵研究进展与新技术应用。 

三、《氨基酸发酵工艺学》：主要内容涉及氨基酸发展动向，谷氨酸合成机制，谷氨酸细胞

膜通透性控制，氨基酸生产菌种育种策略，氨基酸菌种培养及发酵过程控制原理及方法，杂

菌及噬菌体的防治，氨基酸分离提取等。 

参考书目： 

《生物技术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宋思扬 

《新编酒精工艺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贾树彪 

《氨基酸发酵工艺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年版 陈宁 

100700 药学（01药物化学方向，02 药物分析学，04药理学） 

复试科目： 《药物合成反应》、《药物分析》 

复习大纲：  

一、《药物合成反应》、《药物分析》 

合成设计逻辑学和逆合成分析法，不饱和烃和羰基化合物的卤化反应，氧原子和碳原子的酰

化反应，烃类、醇类、醛酮的氧化反应，不饱和烃以及含羰基化合物还原反应。 

二、《药物分析》 

药品质量研究内容与药典概况；药物的杂质检查；药物含量测定与分析方法验证；体内药物

分析；药品质量控制中现代分析方法的进展。                                                                                                                                                                                                                                                                                                                                                                                                                                                                                                        

参考书目： 

《药物合成反应》，闻韧 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 8版 

《药物分析》，杭太俊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第 8版 

100700 药学（03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复试科目名称：生物制药学、生物制药工艺学 

复习大纲：生物药物的概念、特性、分类和用途；生物药物制备的特点、原理和流程；生物

药物分离纯化的工艺过程及典型技术的原理和特点；生物药物制剂的类型和制备流程；生物

药物的质量控制特点、安全评价原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特殊性；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

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等制药过程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工艺控制及其典型应用。 

参考书目： 

《生物制药学》， 余蓉，郭刚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生物制药工艺学》，吴梧桐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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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海洋与环境学院 

070700 海洋科学 

01物理海洋学 

复试科目：区域海洋学、计算机语言 

复习大纲： 

1.区域海洋学 

主要考察学生应用普遍规律，判识区域海洋特征的能力，考察对中国近海四大海域的自

然地理特征、水文特征，各区域水温、盐度、环流、潮汐、海浪、风暴潮的基本概念、时空

特征和变化规律的基本认识。 

（1）海区划分与海底地形 

（2）海岸、海峡及岛屿 

（3）海水温度分布与变化 

（4）海水盐度分布 

（5）中国近海主要水团 

（6）中国近海环流系统 

（7）中国近海潮波系统 

（8）中国近海海浪的波候特征 

（9）风暴潮 

（10）海平面变化 

2.计算机语言 

利用 MATLAB语言工具进行数据的读取、分析、处理能力以及绘图能力。要求学生掌握数

据类型、矩阵输入和操作方法、数值计算、统计分析以及二维、三维绘图功能，具有使用

MATLAB语言编程和调试的能力，并能够熟练地将 MATLAB应用于特定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实际

应用中。 

（1）矩阵和数组运算 

（2）数值计算 

（3）图形基础 

参考书目： 

《中国近海区域海洋学》第一版，孙湘平，海洋出版社，2008年。  

《Matlab教程》第一版，张志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年。  

02海洋生物学 

复试科目：生物海洋学、海洋生物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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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大纲： 

1．生物海洋学 

主要考察学生应用生物海洋学基本理论分析海洋有机物的时空分布特点及其控制因素

的能力，考察学生对海洋生物、海洋环境以及两者时间关系的基本认识和了解。 

（1）海洋环境划分和海洋生物 

（2）生物海洋学基本生态术语和概念 

（3）非生物环境 

（4）浮游植物和初级生产力及其控制因素 

（5）浮游动物时空分布特点及其控制因素 

（6）能流及碳、氮、磷等元素循环 

（7）游泳生物类型及其特点 

（8）底栖生物类型及其特点 

（9）底栖生物群落生境特点 

（10）人类对海洋生物环境系统的影响 

2．海洋生物资源利用 

（1）海洋微藻的大规模培养与采收技术 

（2）海洋微藻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筛选  

（3）海洋鱼和贝类蛋白质、多糖和脂类与功能 

（4）海洋生物毒素来源、药理活性、提取与利用技术 

（5）海洋微生物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糖生产技术 

参考书目： 

《生物海洋学导论》，张志南等译，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  

《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刘承初，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  

03海洋化学 

复试科目：物理化学、仪器分析基础 

复习大纲： 

1.物理化学 

主要考察热力学三大定律、相平衡、电解质溶液、化学动力学基础（一）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及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热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理想气体在等温、等压、绝热过

程中的∆U、∆H、Q和 W。 

（2）热力学函数 S、G定义和物理意义；简单过程中∆S、∆H、∆G的计算；几个热力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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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间的计算关系式；Gibbs-Helmholtz公式及应用。 

（3）相、组分数、自由度的基本概念；相律推导及应用；相图中各相点、线、区的意义

及自由度变化。 

（4）化学动力学基础（一）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具有简单级数反应的特点及利用速率方

程进行简单计算；Arrhenius 经验式及各参数意义；活化能的求算方法。 

2.仪器分析基础 

主要考察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及其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原子吸收光谱基本原理，干扰因素及其消除；定性定量分析依据及主要方法。 

（2）原子发射光谱基本原理及影响谱线强度因素；定性定量分析依据及主要方法。 

参考书目： 

《物理化学》第五版，傅献彩，沈文霞，姚天扬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现代仪器分析》第二版，刘约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1环境科学 

复试科目：环境监测、环境评价、环境生物学 

复习大纲： 

1.环境监测 

（1）熟悉掌握环境监测的概念、目的及分类；了解环境监测特点和监测技术。 

（2）熟悉掌握水质监测方案的制定程序：样品采集、处理方法；水样的预处理技术；金

属化合物、非金属无机物、有机污染物的检测方法；了解底质监测、活性污泥性质的测定。 

（3）熟悉掌握危险废物，样品的采集和制备，有害特性的检测，生活垃圾的处置及检测

项目。 

（4）熟悉掌握水环境污染生物监测及生态监测；生物污染监测。 

（5）了解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 

2. 环境评价 

（1）熟悉掌握环境质量的概念，区别环境质量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涵，并了解环境

评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熟悉掌握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掌握我国常用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理解环境评价标准的重要性，了解环境标准的分类方法。 

（3）熟悉掌握环境评价程序，熟悉应用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和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方法，

了解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和环境噪声现状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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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污染源调查的目的和内容，掌握污染源调查的程序和方法，熟悉污染物排放量

的计算方法以及污染源评价方法；掌握工程分析的作用和基本程序方法。 

（5）了解建设项目对环境要素的影响，熟悉应用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主要环节；了

解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的主要内容和程序。 

3.环境生物学 

（1）环境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行为：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与转化；污染物在生物体

内的生物转运与生物转化；环境污染物在生问题呢的浓缩、积累与放大。 

（2）污染物对生物的影响：污染物在生物化学和分子水平上的影响；化学污染物对生物

的联合作用。 

（3）环境污染生物净化原理 

（4）环境污染物的生物净化方法：废水好氧生物处理；废水厌氧生物处理；废水的微生

物脱氮除磷；固体废弃物的微生物处理；大气废弃物的微生物处理。 

参考书目： 

《环境监测》第三版，奚旦立，高等教育出版社。  

《环境评价学》第一版，张征，高等教育出版社。  

《环境生物学》，孔繁翔，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02环境工程 

复试科目：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复习大纲： 

1.水污染控制工程 

（1）了解污水的产生、来源、分类及其危害、水质指标和处理原则 

（2）掌握污水的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化学处理方法、及有关原理 

（3）解污水的综合防治与利用、污水的深度处理与再用。 

2.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1）了解固体废物的产生、来源、分类及其危害、资源回收利用的意义及途径、固体废

物的管理方法 

（2）掌握固体废物的各种预处理方法及有关原理 

（3）掌握主要工农业固体废物、城市垃圾的回收利用方法和处理处置技术以及有关的计

算 

（4）了解固体废物的最终处置技术 

参考书目： 

《水污染控制工程》第一版，王燕飞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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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第一版，张小平，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态学》第二版，杨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085700 资源与环境 

01环境工程 

复试科目：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复习大纲： 

1.水污染控制工程 

（1）了解污水的产生、来源、分类及其危害、水质指标和处理原则 

（2）掌握污水的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化学处理方法、及有关原理 

（3）解污水的综合防治与利用、污水的深度处理与再用。 

2.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1）了解固体废物的产生、来源、分类及其危害、资源回收利用的意义及途径、固体废

物的管理方法 

（2）掌握固体废物的各种预处理方法及有关原理 

（3）掌握主要工农业固体废物、城市垃圾的回收利用方法和处理处置技术以及有关的计

算 

（4）了解固体废物的最终处置技术 

参考书目： 

《水污染控制工程》第一版，王燕飞化学工业出版社。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第一版，张小平，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态学》第二版，杨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02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复试科目：物理化学、仪器分析基础 

复习大纲： 

1.物理化学 

主要考察热力学三大定律、相平衡、电解质溶液、化学动力学基础（一）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及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热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理想气体在等温、等压、绝热过

程中的∆U、∆H、Q和 W。 

（2）热力学函数 S、G定义和物理意义；简单过程中∆S、∆H、∆G的计算；几个热力学函

数间的计算关系式；Gibbs-Helmholtz公式及应用。 

（3）相、组分数、自由度的基本概念；相律推导及应用；相图中各相点、线、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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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由度变化。 

（4）化学动力学基础（一）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具有简单级数反应的特点及利用速率方

程进行简单计算；Arrhenius 经验式及各参数意义；活化能的求算方法。 

2.仪器分析基础 

主要考察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及其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原子吸收光谱基本原理，干扰因素及其消除；定性定量分析依据及主要方法。 

（2）原子发射光谱基本原理及影响谱线强度因素；定性定量分析依据及主要方法。 

参考书目： 

《物理化学》第五版，傅献彩，沈文霞，姚天扬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现代仪器分析》第二版，刘约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085700 资源与环境   非全日制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复习大纲： 

1.水污染控制工程 

（1）了解污水的产生、来源、分类及其危害、水质指标和处理原则 

（2）掌握污水的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化学处理方法、及有关原理 

（3）解污水的综合防治与利用、污水的深度处理与再用。 

2.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1）了解固体废物的产生、来源、分类及其危害、资源回收利用的意义及途径、固体废

物的管理方法 

（2）掌握固体废物的各种预处理方法及有关原理 

（3）掌握主要工农业固体废物、城市垃圾的回收利用方法和处理处置技术以及有关的计

算 

（4）了解固体废物的最终处置技术 

参考书目： 

《水污染控制工程》第一版，王燕飞化学工业出版社。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第一版，张小平，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态学》第二版，杨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006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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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200 轻工技术与工程 （01、02研究方向） 

085600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01、02 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制浆造纸工程、有机化学 

一、制浆造纸工程   

1.制浆部分 

(1)原料的收集、运输、贮存和备料 

(2)化学法制浆 

(3)机械法、化学机械法、半化学法制浆 

(4)纸浆的洗涤、筛选和净化 

(5)废纸制浆 

(6)纸浆的漂白 

(7)蒸煮液的制备及蒸煮废液的回收与利用 

2.造纸部分 

(1)绪论 

(2)打浆 

(3)添料 

(4)纸的抄造 

(5)纸板的生产 

(6)纸张结构及性质。 

二、有机化学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性质、烷烃、烯烃、炔烃、二烯烃、脂环烃、单环芳烃、多环芳烃和非

苯芳烃、立体化学、卤代烃、醇和醚、酚和醌、醛和酮、羧酸及其衍生物、-二羟基化合物、

硝基化合物和胺、重氮化合物和偶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 

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制浆造纸原理

与工程 

制浆原理与工程 

造纸原理与工程 

轻工业出版社 

轻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2010 年 

詹怀宇主编 

何北海主编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

社 

1991 年第

二版 
徐寿昌 

 

082200 轻工技术与工程 （03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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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600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03 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 

复习大纲： 

1.了解折叠纸盒成型方法、结构特点；掌握有关基本结构类型概念；纸包装角成型理论；掌

握瓦楞纸箱结构设计基础知识，如箱型、箱形（尺寸比例）、尺寸计算、强度计算，并且会

通过强度计算公式选择合适的材料配比。 

2.掌握模塑（压制、压铸）与吹塑包装容器的结构类型和设计要点，掌握瓶型的结构设计，

了解影响尺寸精度的条件及尺寸设计；了解玻璃包装容器的基本类型及结构名称等，重点掌

握玻璃容器瓶体和瓶口结构。了解金属包装容器的基本类型及结构名称等。重点掌握三片罐、

两片罐，了解金属桶与提桶的结构与设计方法，掌握二重卷边结构，了解三重卷边结构。 

3.了解贮运过程中引起产品品质发生变化的因素。掌握包装技术原理。掌握包装工艺设计及

工艺规程的制定。 

参考书目：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版次 

包装工艺学 包装工艺学 潘松年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7 月第四版 

包装结构设计 包装结构设计 孙诚 中国轻工出版社 2014 年 6 月第四版 

 

082200 轻工技术与工程（04 研究方向） 

085600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04 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数字印前原理与技术、印刷原理及工艺、印品质量检测与控制 

一、数字印前原理与技术  

要求掌握的基本内容 

1.掌握阶调、层次、光学密度、网点面积率、网点角度、加网线数、调频网点、灰平衡等基

本概念。 

2.熟悉图像原稿的获取方式及主要特征参数。 

3.掌握分色的原理及不同的分色方式，进行层次校正和颜色校正的原因。 

4.掌握加网的主要方法及特征，数字加网的核心问题，数字调幅加网的方法及优缺点。 

5.掌握使用黑版的原因及黑版种类。 

6.掌握出血、陷印等弥补印刷印后等生产环节故障的技术手段。 

7.熟悉页面描述语言和光栅图像处理器（RIP），折手及拼大版。 

8.掌握印前阶段的 CTF、CTP等印版准备方法与其工作原理。 

9.掌握数字化印刷方式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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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数字印前各类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前景有自我见解。 

二、印刷原理及工艺  

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基本内容： 

1.润湿与润湿方程。 

2.油墨的附着与油墨转移方程。 

3.印刷压力与包衬理论。 

4.胶印的水墨平衡。 

5.油墨在墨辊间的分配与计算。 

6.柔性版印刷制版工艺及输墨形式。 

7.丝网制版及印刷原理。 

8. 凹版印刷制版及印刷原理。 

9.印刷色序、油墨叠印、背面蹭脏、印刷静电、墨雾、网点增大、相对反差、墨层厚度含义、

计算及控制。 

10.印刷原理及工艺的新发展。 

三、印品质量检测与控制  

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基本内容： 

1.重点掌握密度和色度检测技术。 

2.了解密度计和分光光度计的测量原理。 

3.掌握密度测量和色度测量在印刷工业中的应用。 

4.掌握影响彩色印刷图像质量的变量。 

5.熟悉布鲁那尔测控条和 GATF测控条的使用方法，会对彩色印刷过程的网点增大、实地密

度、叠印率等技术参数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检测。  

6.掌握印刷品的主观和客观评价方法。 

7.了解常用的印刷标准。  

参考书目：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作者 出版社 版次 

数字印前原理与

技术 

数字印前原理与

技术（第二版）  
刘真等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第一版 

印刷原理及工艺 印刷设备与工艺 唐万有等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第一版 

印品质量检测与

控制 

胶印质量控制技

术 
李小东等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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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艺术设计学院 

130500 设计学 

复试科目：专业设计 

复习大纲： 

（一）130500 设计学 

1、工业设计 

1）复习设计方法、设计思维等理论以及提高应用能力 

2）复习市场调研内容，研究市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分析、判断、归纳能

力 

3）研究设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4）加强草图、效果图的表达能力 

5）产品的绿色设计及发展趋势的研究 

6）产品数字化设计方法研究 

7）产品系统设计方法及发展趋势研究 

8）产品人机界面与语意研究 

9）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信息化研究 

10）产品造型设计的表现技法 

2、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1）复习设计方法、设计思维等理论以及提高表现技法等应用能力 

2）复习市场调研内容，研究市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分析、判断、归纳能

力 

3）研究设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4）加强设计草图、效果图的表达能力 

5）商品的绿色设计及发展趋势的研究 

6）平面创意设计与文案创作研究 

7）视觉导识系统设计研究 

8）交互界面与语意研究 

9）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研究 

10）数字媒体设计方法及发展趋势研究 

11）新媒体设计应用与研究 

12）广告策划与媒体传播设计应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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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动画艺术的发展历史 

14）动画理论研究 

15）复习设计方法、设计思维等理论以及提高表现技法等应用能力 

16）复习市场调研内容，研究市场与动画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分析、判断、归纳能

力 

17）研究动画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18）加强人物设计、场景设计的表现能力 

19）数字媒体艺术研究方法及发展趋势研究 

参考书目： 

工业设计： 

《产品创新设计与思维》 张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年 11月第二版 

《产品设计艺术》 李砚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月第一版 

《欧洲设计大师之创意草图》乔迪·米拉 ，温为材 ，周明宇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06月第二版 

《公共设施与环境艺术设计》 安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年 10月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世界平面设计史》 王受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年 9月第一版 

《艺术设计概论》   李砚祖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9年 3月第 1版 

《平面创意设计与文案创作》 王艺湘、张贝娜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 10 月第 1版 

《信息可视化展示环境与视觉导识系统设计》 王艺湘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9年 6月第

1版 

《动画概论》 贾否 路盛章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年 8月第三版 

《世界动画史》   祝普文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3年 9月第 1版 

135108   艺术设计 

复试科目：专业设计 

复习大纲： 

（一）135108  艺术设计 

1、工业产品设计（产品造型、玩具、动漫） 

●产品造型 

1）复习设计方法、设计思维等理论以及提高应用能力 

2）复习市场调研内容，研究市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分析、判断、归纳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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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4）加强草图、效果图的表达能力 

5）产品的绿色设计及发展趋势的研究 

6）产品数字化设计方法研究 

7）产品系统设计方法及发展趋势研究 

8）产品人机界面与语意研究 

9）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信息化研究 

10）产品造型设计的表现技法 

●玩具 

1）复习设计方法、设计思维等理论以及提高应用能力 

2）研究设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3）加强草图、设计效果图的表达能力 

4）产品造型设计的表现技法 

5）玩具材料性能、特点及应用研究 

6）玩具生产工艺、加工流程研究 

7）玩具动作机构原理与应用 

8）玩具安全标准与检测 

●动漫 

1）动画艺术的发展历史 

2）动画理论研究 

3）复习设计方法、设计思维等理论以及提高表现技法等应用能力 

4）复习市场调研内容，研究市场与动画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分析、判断、归纳能

力 

5）研究动画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6）加强人物设计、场景设计的表现能力 

7）数字媒体艺术研究方法及发展趋势研究 

2、服装设计 

1）服装设计基础理论及应用 

2）中西服装史的理论知识 

3）复习设计方法、设计思维等理论以及提高表现技法等应用能力 

4）研究市场与服装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分析、判断、归纳能力 

5）服装结构设计原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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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装工艺制作的知识及技能 

7）服装品牌策划及营销管理研究 

8）服饰文化与审美研究 

9）时尚产业及媒体传播研究 

10）服装与数字化技术研究 

11）掌握服装发展的最新趋势研究 

参考书目： 

工业产品设计（产品造型）： 

《产品创新设计与思维》 张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年 11月第二版 

《产品设计艺术》 李砚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月第一版 

《欧洲设计大师之创意草图》乔迪·米拉 ，温为材 ，周明宇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06月第二版 

《公共设施与环境艺术设计》 安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年 10月 

工业设计（玩具）：  

《玩具设计师》 马泽生、孙莉等  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年 12月第一版 

《玩具机构设计攻略》  靳桂芳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年 09月第一版 

工业设计（动漫）： 

《动画概论》 贾否 路盛章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年 8月第三版 

《世界动画史》   祝普文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3年 9月第 1版 

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策略》 张灏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6年 11月 

《服装学概论》   李当歧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7月 

《服装款式设计原理与实例精解》 齐德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 6月 

《时装结构设计原理与实例精解》 齐德金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8年 11月 

《中外服装史》    贾玺增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 3月 

《品牌服装设计》  刘晓刚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 5月第三版 

《文化服装讲座》 (日本)小池干枝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年 2月第一版 

《从灵感到贸易》 （日本）柳泽元子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年 9月第一版 

 

008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00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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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0 应用经济学 

复试科目名称：管理理论与方法 

复习大纲： 

重点要求考生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能够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理实践中的问

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主要包括管理总论和管理职能，要求重点掌握： 

一、管理总论：管理活动；中外早期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管理与伦理道

德；几种相关的道德观；道德管理的特征和影响管理道德的因素；改善企业道德行为的途径；

企业的社会责任；全球化内涵；全球化与管理者；全球化与管理职能；信息及其特征；信息

管理工作；信息化管理。 

二、决策与计划：决策与决策理论；决策过程；决策的影响因素；决策方法；计划的概

念及其性质、计划的类型、计划编制过程；战略环境分析、战略性计划选择；计划的组织实

施。 

三、组织：组织与组织设计；组织的部门化；组织的层级化；人力资源计划；员工的招

聘与解聘；员工培训；绩效评估；组织变革的一般规律；管理组织变革；组织文化及其发展。 

四、领导：领导的内涵；领导风格类型；领导理论；激励原理；激励的需要理论；激励

的过程理论；激励实务；沟通的原理；组织沟通；沟通管理；组织冲突与谈判。 

五、控制：管理控制的必要性及其类型；管理控制的工作内容及其要求；危机与管理控

制；预算控制；生产控制；财务控制方法；综合控制方法。 

六、创新：创新及其作用；创新职能的基本内容；创新过程及其管理；工作流程的再造；

技术创新及其贡献；技术创新的源泉；技术创新的战略及其选择；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企

业制度创新；企业层级结构创新；企业文化创新。 

参考书目： 

《管理学》（第四版） 周三多 陈传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12月第 4版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125601 工程管理（专业学位） 

125603 工业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名称：政治理论 

复习大纲：政治理论采用书面形式论文考核，考生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结合个人专业实践，撰写一篇论文，字数不少于 2000字。 

参考书目：略。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名称：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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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大纲： 

政治理论要求：政治理论采用书面形式论文考核，考生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结合个人专业实践，撰写一篇论文，字数不少于 2000字。 

参考书目：略。 

复试科目名称：专业综合 

复习大纲：包括财务会计（40%）、管理会计（20%）、财务管理（20%）、审计（20%）等四

个方面的内容。 

一、财务会计 

1.财务会计目标、基本假设、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及其确认与计量。 

2.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核算。 

3.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4.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存货跌价准备。 

5.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初始计量、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6.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固定资产的处置。 

7.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无形资产的处置。 

8.负债的分类、流动负债核算、非流动负债的核算。 

9.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核算。 

10.收入的确认与计量、生产成本与期间费用核算、利润形成与分配的核算。 

11.财务报表的分类、内容、作用、编制方法，财务报表附注的主要内容。 

二、管理会计 

1.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与联系。 

2.成本的分类、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概念与特点、成本估计。 

3.变动成本法的概念、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差异、两种成本法的优缺点。 

4.本量利分析的概念、基本公式，盈亏临界点分析，实现目标利润的销量预测。 

5.相关成本与短期决策、生产决策、定价决策。 

6.全面预算的类型与编制方法、营业预算与财务预算的编制、预算实施与管理。 

7.责任会计的概念、责任会计的基本内容、三类责任中心及其业绩评价方法。 

三、财务管理 

1.财务管理的概念、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管理的环境。 

2.货币时间价值计算、风险与收益的关系、风险管理程序。 

3.偿债能力分析、营运能力分析、获利能力分析、发展能力分析、综合财务分析。 

4.筹资原则，资本成本，杠杆原理，资本结构，权益资金与负债资金筹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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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投资特点与分类，现金流量分析，决策评价指标及其计算。 

6.营运资金管理策略、流动资产管理、流动负债管理。 

7.利润分配程序、股利分配政策、股票股利、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 

四、审计 

1．审计概念和特征、审计职能和作用、审计分类、审计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 

2．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审计重要性、审计风险、审计证据、审计程序 

3．风险导向审计的基本思路、风险评估、控制测试、实质性程序 

4．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审计、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审计、生产与职工薪酬循环的审计、筹资与

投资循环的审计、货币资金与特殊项目的审计 

5．审计意见的形成和类型、标准审计报告的结构和内容、非标准审计报告的结构和内容 

参考书目： 

《财务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戴德明、林钢、赵西卜，2017. 

《管理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2017. 

《财务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荆新、王化成、刘俊彦，2015. 

《审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汉文，2017. 

 

010 人工智能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085400 电子信息(01、02、03方向) （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数据库原理 

1. 数据库原理 

1.1 绪论：数据库系统概述、数据模型、数据库系统的结构、数据库系统的组成 

1.2 关系数据库：关系数据结构及形式化定义、关系操作、关系的完整性、关系代数 

1.3 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SQL 概述、数据定义、数据查询、数据更新、视图 

1.4 数据库安全性：数据库安全性概述、数据库安全性控制、视图机制、审计、数据加

密 

1.5 数据库完整性：实体完整性、参照完整性、用户定义的完整性、完整性约束命名子

句、断言、触发器 

1.6 关系数据理论：规范化、数据依赖的公理系统 

1.7 数据库设计：需求分析、概念结构设计、逻辑结构设计、物理结构设计、数据库的

实施和维护 

1.8 数据库编程：嵌入式 SQL、过程化 SQL、存储过程和函数、ODBC 编程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4%F7%B5%C2%C3%F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D6%B8%D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D4%CE%F7%B2%B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C4%B9%E2%CE%B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D%F2%B9%F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E%A3%D0%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B%AF%B3%C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BF%A1%D1%E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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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查询处理、查询优化、代数优化等 

1.10数据库恢复技术：事务的基本概念、数据库恢复概述、故障的种类、恢复的实现

技术、恢复策略、具有检查点的恢复技术、数据库镜像 

1.11 并发控制：并发控制概念、封锁、封锁协议、活锁和死锁、并发调度的可串行性、

两段锁协议、封锁的粒度 

参考书目：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王珊、萨师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9月 

 

011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复习大纲： 

1、外语：主要考察外语听说能力。 

2、实验技能： 

无机化学实验技能要求：溶解，沉淀，常压过滤，减压过滤，蒸发浓缩，结晶，以及离

子的分离鉴定等。 

分析化学实验技能要求：移液管的使用，分析天平的使用，容量瓶的使用，滴定管的使

用。 

有机化学实验技能要求：常压蒸馏，滴加回流操作，水蒸气蒸馏，重结晶薄层色谱，柱

色谱。 

物理化学实验技能要求：溶液的配制，电导率仪的使用，旋光仪的使用，恒温水浴槽的

使用。 

3、基本素质和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 

（1）专业素质和能力 

①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②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2）综合素质和能力 

①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②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

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③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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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大学化学实验—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分册》，窦英等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月 第二版。 

2.《有机化学实验》，郭艳玲等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 8月 第一版。 

3.《基础物理化学实验》，崔玉红等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 12 月 第一版。 

 

012 外国语学院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0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3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 

复试内容：英语语言学、英美文学、翻译 

复习大纲： 

一、英语语言学 

要求考生掌握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并具有独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 

参考书目： 

戴炜栋、何兆熊，《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二、英美文学 

（一）、《英国文学》 

1.了解英国社会发展中对英国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如文艺复兴、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等。 

2.掌握英国文学的一些重要术语，如史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十四行诗、启蒙、新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 

3.熟悉中古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和现代

时期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重要作家如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班扬、笛福、斯

威夫特、菲尔丁、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奥斯丁、狄更斯、萨克雷、

勃朗特姐妹、哈代、王尔德、劳伦斯等，相关代表作略。所要熟悉的内容包括作家生

平、代表作基本内容、艺术特色等。 

（二）、《美国文学》 

1.了解美国社会发展中对美国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如美国独立、美国内战、第

一次世界大战等。 

2.熟悉美国早期、浪漫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期、自然主义时期和现代时期的重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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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代表作，重要作家如富兰克林、佩恩、欧文、库珀、爱默生、梭罗、霍桑、爱伦·坡、

惠特曼、麦尔维尔、狄金森、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德莱塞、庞德、弗罗斯特、

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等，相关代表作略。所要熟悉的内容包括作家生平、代

表作基本内容、艺术特色等。 

3.掌握美国文学的一些重要术语，如清教主义、美国浪漫主义、超验主义、美国自然主

义、迷惘的一代、意象派、垮掉的一代、美国梦等。 

参考书目： 

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吴伟仁，《英国文学史及选读》（1-2），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 

吴伟仁，《美国文学史及选读》（1-2），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 

注:以上为建议参考书目,考生可根据复试要求选择相近参考书。 

三、翻译 

主要内容为英汉、汉英语篇翻译。主要考核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不设参考

书目。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02 日语语言文学方向） 

复试科目：日语语言文学 

复习大纲： 

1. 日语语言基础，主要包括日语语音、词汇、惯用语、成语﹑谚语。 

2. 日语语法，主要包括现代日语实用语法、日语敬语﹑古典日语语法。 

3. 日本文学，主要包括文学作品与作家，作家与文学流派的关系以及文坛史实等。 

4. 日本文化，主要包括日本历史，日本社会文化，日本国情知识等。 

5. 阅读理解，读懂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的语篇及日本文学作品，具备一定的阅读速度

和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 

6. 汉日互译，运用汉译日或日译汉的理论和技巧，翻译汉语或日语各类文章。译文忠

实原意，语言表达流畅。 

7. 日语写作，运用日语书写应用文、说明文或议论文，语言准确，观点明确，阐述清

楚，表达连贯。 

 

01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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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工学） 

097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农学）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食品化学》、《食品技术原理》、《食品工艺学》、《粮油加工学》、

《粮油食品加工工艺学》和《功能性食品》《水产食品学》《食品保藏原理》等。 

注：上述复试科目的复习大纲要点筛选并整合如下。 

复习大纲： 

一、食品的化学组成  

1.食品的主要化学成分、加工特性及其与食品的营养、安全、加工贮藏、食品相关新技术的

联系与应用。 

2.食品中蛋白质和氨基酸的物理化学性质。 

3.食品的变色及其与品质的关系，保证或改善食品色泽的措施。 

4.肌肉中主要蛋白质及其在加工中的变化、与肉制品的品质。 

5.食品的风味化学及工艺学与食品的营养、安全、贮藏、加工技术的联系与应用。 

6.食品化学知识在本学科的应用（如蛋白质变性、脂肪氧化与水解、淀粉的糊化与老化、美

拉德反应、酶促褐变反应、固定化酶、淀粉酶、风味的形成等）。 

二、食品技术原理  

1.引起食品变败的主要原因，防止或延缓食品变败措施（常用食品保藏的方法及其基本原理、

栅栏技术的应用） 

2.食品的主要技术处理方法、原理、工艺要点及国内外现状与发展趋势。 

3.食品在技术处理中的变化及其与品质的关系。 

4.食品包装的作用、各类食品包装材料的特点、适用范围及各类食品对包装的要求。 

5.食品感官评价的概念、方法及其应用。  

6.食品在贮存过程中的质量变化的类别、变化规律及评价方法。 

7.食品贮藏期（货架期 ）的概念及其预测方法。 

三、加工与储藏  

1.本领域的加工现状与发展趋势（包括高新技术在本领域的应用）。 

2.食品加工生产用水的要求、水处理方法及与工作原理。  

3.典型饮料（碳酸饮料、浑浊型和澄清型果汁饮料）的基本生产工艺、技术难点与解决的措

施、应该配备的共性设备和专用设备。 

4.乳制品加工用主原料的化学组成、性质、检测方法及其与加工制品品质的关系；主要乳制

品的加工工艺、关键技术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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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粮油制品（如小麦粉、面制品、植物油等）的加工、贮藏方法、原理与工艺要点；提

高粮油加工产品附加值的措施。 

6.国内外植物蛋白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及我国主要植物蛋白的种类、特性及其加工与应用； 

7.农产品加工及贮藏的主要方法、原理及工艺要点；国内外发展趋势。 

8.水产品加工及贮藏的主要方法、技术原理和工艺要点；国内外发展趋势。 

9.淀粉的改性方法、衍生化产品及其发展趋势；糖类制品的加工方法、检测技术和基本原理。 

10.酶与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制糖工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11.功能性食品概念、种类及其加工现状与发展趋势。 

12.食品科学研究在食品工业中发挥的作用。 

13.科技信息的作用及其获取途径。  

参考书目：  

书名  出版社  版次  作者  

《食品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 年出

版  
迟玉杰、赵国华  

《食品技术原理》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2014 年出

版  
赵征、张民  

《食品工艺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2014 年出

版  
陈野、刘会平  

《粮油加工学》  
中国农业大学出

版社  

2013 年出

版  
李新华、董海洲  

《粮油食品加工工艺

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2017 年出

版  
陆启玉  

《功能性食品》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年出

版  
郭耀广  

《水产品加工与利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年出

版  
汪之和  

《水产品保鲜技术》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2001 年出

版  
林洪，张瑾，熊正河  

《食品酶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年出

版  
何国庆，丁立孝  

注:以上为建议参考书,考生可根据复试要求选择相近参考书。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医学）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食品安全、食品营养、功能食品） 

复习大纲： 

一、食品安全学部分 

主要内容 

1.食品安全的概念及重要性。 

2.环境污染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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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品加工中的危害因素。 

4.化学物质应用的安全性。 

5.生物性污染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 

6.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7.细菌性食物中毒产生的机制。 

8.控制食品发生腐败变质的方法。 

9.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国外食品加工业的安全状况、中国食品安全现状、国际上食品安全事件、中国食品安全事件、

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参考书目 

《食品安全学》  作者： 钟耀广  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9。 

二、食品营养学部分 

主要内容 

1.营养素与热能 

蛋白质、脂类、糖类、能量、维生素、无机盐、水。 

2.食物的营养价值 

谷类食物、豆类及其制品、硬果类、蔬菜及水果、奶类及奶制品、畜禽肉及水产动物类、蛋

及蛋制品、菌藻类、营养保健食品。 

3.合理膳食 

合理膳食的概念和要求、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平衡膳食宝

塔。 

4.常见疾病的营养治疗 

胃肠道疾病的营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营养治疗、肝胆胰疾病的营养、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

疗、肾脏疾病的营养治疗、肿瘤疾病的营养治疗。 

参考书目 

《营养学基础》 作者： 于珺美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8 

《食品营养学》  作者: 邓泽元等  出版社: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7 8 

三、功能食品部分 

1.功能食品的定义与定位。 

2.功能食品的特征与分类。 

3.功效成分基本理论 

功效成分的分类、功效成分的生物学功能、蛋白质、多肽和氨基酸、功能性糖类物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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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脂类成分、功能活性成分的功效性质及其来源。 

4.功能食品的保健原理 

增强免疫功能、辅助改善记忆、抗氧化和延缓衰老、辅助调节血脂、降低血糖、辅助降血压、

改善生长发育、减肥。 

四、参考书目： 

《功能食品学》 （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与食品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编者：刘静波 林松毅   

提示： 

各位考生可以依据复试内容选择相近参考书，并请各位考生注意关注食品安全、食品营养和

功能食品领域的研究的最新进展。 

086000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专业综合（含粮油加工学、粮油食品加工工艺学等） 

复习大纲： 

1.掌握食品工程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并了解食品工程研究的新进展。 

2.食品变质的原因及控制方法；食品干藏、罐藏、冷藏和冻藏、加热杀菌、冷杀菌、腌制、

发酵、化学保藏的原理和技术。  

3.食品的主要化学成分、加工特性及其与食品的营养、安全、贮藏及保鲜、食品相关新技术

的联系与应用。 

4.几种典型饮料（碳酸饮料、浑浊型和澄清型果汁饮料等）的基本生产工艺、技术难点、常

见的质量问题及解决的措施、应该配备的共性设备和个性设备。  

5.主要乳制品、焙烤制品、糖果、粮油制品加工工艺及设备、关键技术及其原理。 

6.肉的理化性质及肉品质的影响因素，关键肉制品加工工艺。 

7.食品添加剂的概念、分类和作用。 

8.食品工厂的基本构成、食品工厂设计的主要内容及相关设计方法。 

9.食品的质量要素、食品标准、食品质量控制技术及其检测方法。 

10.食品安全性问题及食品质量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11.理解食品工程与微生物工程、酶工程和化学工程的关系。 

12.食品干制、浓缩、杀菌等技术原理、方法、设备及最新研究进展。 

13.食品功能因子的提取、分离和纯化技术及其技术原理与新进展。 

14.食品工厂环境污染的来源和特点及其处理技术。 

15.了解食品科技文献的获取途径及其在食品科技中的作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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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晋府.食品工艺学（第 2版）.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2. 夏文水.食品工艺学.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3. 赵晋府.食品技术原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4. 方祖成.食品工厂机械装备.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17 

5. 何国庆，丁立孝.食品酶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6. 何东平.食品工厂设计.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7. 其他版本的食品工艺学、食品分离工程、食品文献检索、食品保藏原理等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