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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

机械工程专业大类专业综合基础理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机械工程专业大类专业综合科目基础理论考试是为江苏省

普通高校招收机械工程专业大类的“专转本”学生而设置的、具有

选拔性质的全省统一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

生在高职（专科）阶段相关专业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水

平。考试评价的标准是报考该专业大类的高职（专科）优秀毕业

生应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

选拔，确保招生质量。

二、适用专业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机械工程（0802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080202）、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080203）、机械电子工

程（080204）、车辆工程（080207）、汽车服务工程（080208）、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082302）、材料科学与工程（08040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080414T）、新能源科学与工程（080503T）、

机器人工程（080803T）。

三、命题原则

1.通用性原则：命题应在考试大纲规定的范围之内，考试大

纲依据普通本科院校专业大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对共性专

业基础知识的要求，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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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归纳和提炼专业大类必备的核心专业知识和素养。命题以专

业基础知识为主要考查内容，注重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方

法的掌握情况，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知行合一，促进综合素质与

能力的提升。考试范围包括机械制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四个课程模块。

2.科学性原则：试题必须保证内容的正确性，不能出现知识

性特别是科学性的错误，不能与所学的概念、原理、法则等相悖。

编制试题的同时，应当合理地制定评分标准，力求评分简便、准

确，有效地排除无关因素干扰，而且在分数的分配、给分的标准

方面务求科学合理。

3.明确性原则：应使题目语言规范、语意清楚、文句简明扼

要，避免使用艰深字词，标点符号准确，而且要求答案严谨、明

确合理，不致引起争议。试卷的设计要有利于学生的思考，方便

学生答卷，减少无效劳动。

4.全面性原则：试题的形式和内容必须符合测试目的，全面

反映测试的要求。覆盖面大，重点突出，试题的所测内容具有代

表性，力求做到各个部分的比例适当。命题应突出本专业大类在

专科教学中共同的重点内容和基本知识，还应兼顾本科能力层次

的要求，对于本科教学中有安排，但高职（专科）教学中一般不

安排教学的重要知识点，应纳入考核要求，但该部分知识点的考

核难度应适当降低。考试应以考纲为准绳命题，根据考试要求从

整体上客观合理地确定试题的份量，整个试卷能够考查考生专业

基础知识掌握情况。

四、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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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 A：机械制图

【考查目标】

1.了解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能正确进行平面图的绘制；

2.掌握正投影法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掌握基本几何体及

简单切割相贯体的三面投影；

3.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识读和绘制；

4.掌握机件常用的表达方法；

5.掌握标准件常用件的相关知识；

6.理解零件图和装配图的相关知识，能识读典型的机械工程

图。

【考查内容】

序号
考试内容

知识领域 知识点

1
制图基本

知识

（1）了解国家标准《机械制图》、《技术制图》

的基本规定（图纸幅面、比例、字体、图线型

式）

（2）熟悉尺寸标注的基本规则和要素

（3）熟悉常见的圆周等分、斜度、锥度以及

圆弧连接的作图方法

（4）理解平面图形的尺寸类型

（5）掌握平面图形的作图步骤

2
投影作图

基础

（6）了解投影法的概念、分类

（7）掌握简单形体三视图的作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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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了解点、直线、平面的三面投影规律

（9）了解特殊位置直线、平面的投影画法

（10）掌握常见平面体（正棱柱、正棱锥）与

回转体（圆柱、圆锥和圆球）及简单切割的三

视图画法

（11）掌握相贯体的常见画法

（12）了解形体分析法的概念及应用

（13）理解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14）掌握组合体的三视图画法

（15）掌握用形体分析法识读组合体的三视图

（16）掌握基本视图的画法

（17）熟悉向视图、斜视图、局部视图的画法

（18）掌握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和局部剖视图

的画法与标注方法

（19）理解利用平面剖切形体的剖视图画法

（20）掌握移出断面图和重合断面图的画法

（21）熟悉局部放大图和常用图形的简化画法

3
标准件与

常用件

（22）了解螺纹的要素和分类

（23）熟悉螺纹的标注方法

（24）掌握内外螺纹的规定画法及连接画法

（25）了解螺纹紧固件的分类、标记及适用场

合

（26）理解紧固件连接的规定画法（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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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柱连接及螺钉连接）

（27）了解齿轮传动的类型

（28）掌握绘制单个齿轮的规定画法

（29）了解键、销连接的作用、分类与标记

（30）了解滚动轴承的作用及规定画法

4
零件图与

装配图

（31）了解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32）了解零件图的尺寸标注方法

（33）了解零件上常见工艺结构的画法和尺寸

注法

（34） 理解零件图上表面粗糙度、尺寸公差、

几何公差等技术要求的标注与识读

（35）掌握四种典型零件图的识读（轴套类、

盘盖类、叉架类、箱体类）

（36）了解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37）理解装配图的视图表达方案与尺寸类型

（38）理解装配图中的零部件序号、明细栏内

容与技术要求，能识读简单的装配图

（二）课程 B：工程力学

【考查目标】

1.掌握静力学基本概念；

2.掌握平面任意力系（含摩擦）的平衡方程的建立及应用；

3.掌握空间力系平衡方程的建立及应用；

4.掌握空间力系平衡问题的平面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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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点和刚体的基本运动知识；

6.掌握常用材料力学性能的指标和测试方法；

7.掌握杆件基本变形及简单组合变形的强度、刚度计算方法；

8.理解交变应力、疲劳破坏的基本概念；

9.了解压杆稳定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考查内容】

序号
考试内容

知识领域 知识点

1
静力学

基础

（1）知道力的概念

（2）理解力对点的矩

（3）掌握力偶的概念及其运算法则

（4）理解力的平移定理

（5）知道约束与约束力的概念

（6）掌握受力图的画法

2
平面

力系

（7）熟悉平面任意力系的简化、结果讨论

（8）掌握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及应用

（9）熟悉静定与静不定问题及物体系统的平

衡

（10）熟悉考虑滑动摩擦时的平衡问题

（11）了解滚动摩擦

3
空间

力系

（12）了解力在空间直角坐标轴上的投影

（13）理解力对轴之矩

（14）掌握空间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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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熟悉轮轴类零件平衡问题的平面解法

（16）掌握重心及形心位置的求法

4
轴向拉伸

与压缩

（17）了解轴向拉伸与压缩的概念

（18）掌握截面法、轴力与轴力图

（19）理解横截面上的应力

（20）掌握拉压杆的变形及胡克定律

（21）了解材料在拉压时的力学性能

（22）掌握拉压杆的强度计算

5 剪切

（23）理解剪切概念

（24）知道剪切胡克定律

（25）掌握剪切的常用计算

6 扭转

（26）了解扭转的概念

（27）掌握扭矩与扭矩图

（28）了解圆轴扭转时的应力与变形

（29）掌握圆轴扭转时的强度与刚度计算

7 梁的弯曲

（30）了解平面弯曲的概念

（31）理解梁的内力、剪力与弯矩图

（32）熟悉弯曲正应力的计算

（33）掌握梁的强度计算

（34）了解梁的变形和刚度计算

（35）了解提高梁抗弯强度、刚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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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组合变形

（36）熟悉拉伸（压缩）与弯曲组合变形的强

度计算

（37）熟悉弯曲与扭转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9 动载荷

（38）了解动载荷的概念

（39）了解交变应力及其循环特征

（40）了解疲劳破坏和持久极限

10 压杆稳定

（41）知道压杆稳定的概念

（42）了解压杆的临界应力计算方法

（43）了解压杆稳定性校核

（三）课程 C：机械设计基础

【考查目标】

1.掌握一般机械中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组成、

性能特点，初步掌握结构参数和尺寸设计方法。

2.能够对机构和零件进行分析计算、一定的方案评价和使用

技术资料。

3.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实践技能，具有设计简单机械传动

装置及分析、解决一般工程问题的初步能力。

【考查内容】

序号
考试内容

知识领域 知识点

1

平面机构

的结构分

析

（1）理解机器、机构、构件、零件、运动副及自

由度的概念

（2）掌握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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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面连杆

机构

（3）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及判别方法

（4）理解平面机构的急回特性含义

（5）理解极位夹角及行程速比系数的定义

（6）理解机构压力角及传动角的定义

（7）理解机构死点的定义及意义

（8）掌握根据行程速比系数设计四杆机构的作图

法

3 凸轮机构

（9）了解凸轮机构的分类依据及形式

（10）了解凸轮机构常见从动件运动规律及其特性

（11）理解凸轮轮廓曲线反转法设计原理

（12）掌握对心和偏置凸轮机构基圆、偏距圆、压

力角、位移的作图方法

（13）理解凸轮机构基圆、压力角及滚子半径的确

定方法。

4 齿轮传动

（14）理解渐开线齿廓的形成及其特性

（15）理解渐开线齿轮各部分的名称及主要参数

（16）掌握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尺寸、传动比

的计算方法和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正确啮

合条件

（17）理解齿轮啮合传动过程及其特性

（18）了解齿轮齿廓的加工方法

（19）了解齿廓加工的根切现象及不根切最小齿数

（20）了解变位齿轮及其传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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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了解圆锥齿轮、蜗杆传动的特点、类型及其

应用

（22）理解齿轮的常见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

（23）掌握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设计过程

（24）理解齿轮的结构型式、精度等级、效率及润

滑方式

（25）掌握定轴轮系及周转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26）了解简单复合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5 连接

（27）了解键连接和销连接的分类、特点、应用

（28）掌握普通平键连接的设计

（29）理解螺纹的分类和普通螺纹的主要参数含义

（30）熟悉螺纹连接的主要类型、应用场合、预紧

与防松

（31）了解单个螺栓连接的强度计算

（32）理解提高螺栓连接强度的措施

（33）了解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功用、类型、

特点、应用

6
带传动及

链传动

（34）了解带传动的类型及应用特点

（35）了解 V带的结构参数及其标准

（36）理解 V带传动截面的应力特性

（37）理解摩擦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及其打滑现象

（38）了解带传动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

（39）理解 V带传动的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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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掌握 V带传动参数的选择方法

（41）理解滚子链的结构参数及其选择方法

（42）了解链传动的多边形效应

（43）了解带传动和链传动的布置张紧方法

7 轴承

（44）理解滚动轴承的类型及其选择方法

（45）理解滚动轴承的代号含义

（46）理解滚动轴承额定寿命、额定载荷及当量动

载荷的含义

（47）理解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

（48）理解角接触轴承及圆锥滚子轴承的派生轴向

力

（49）掌握 3、6、7类滚动轴承的寿命计算方法

（50）了解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

（51）熟悉滚动轴承的润滑与密封方法

（52）了解滑动轴承的功用及其结构

（53）了解非液体润滑轴承的强度计算

8 轴

（54）理解轴的功用和类型

（55）掌握阶梯轴的结构设计要点

（56）理解阶梯轴上零件的定位方法

（57）理解转轴的设计方法及过程

（四）课程 D：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考查目标】

1.熟悉金属材料的主要力学性能，掌握强度、塑性的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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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解金属材料的成分、组织与性能间的关系及变化规律；

2.熟悉金属材料的种类、牌号、成分、性能、改性方法和用

途；

3.了解金属材料热处理的方法，掌握钢的热处理原理及常用

热处理工艺的特点和应用。

【考查内容】

序号
考试内容

知识领域 知识点

1
金属材料

基础知识

（1）了解金属材料的种类与分类方法

（2）了解钢铁的生产方法和钢材的种类

（3）理解金属材料的使用性能和工艺性能的概念

（4）熟悉金属材料的主要力学性能（强度、塑性、

硬度、韧性等）的测量方法及性能判据的意义和作用

（5）掌握金属材料的强度、塑性的计算方法

（6）了解金属材料的晶体结构和结晶规律

（7）理解金属材料的成分、组织与性能间的关系及

变化规律

（8）理解铁碳合金相图及其应用

（9）熟悉铁碳合金成分、组织、性能、用途之间的

关系及变化规律

2
常用金属

材料应用

（10）了解杂质元素在钢中的作用

（11）掌握常用非合金钢（碳钢）种类、牌号、性能、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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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了解合金钢的分类方法及牌号表示方法

（13）了解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

（14）熟悉常用低合金钢的牌号、热处理、性能特点

及其应用

（15）掌握常用合金结构钢的牌号、热处理、性能特

点及其应用（包括合金渗碳钢、合金调质钢、合金弹

簧钢、轴承钢、耐磨钢等）

（16）掌握常用合金工具钢的牌号、热处理、性能特

点及其应用（包括量具刃具钢、热作模具钢、冷作模

具钢、塑料模具钢、高速工具钢等）

（17）熟悉常用不锈钢与耐热钢的牌号、热处理、性

能特点及其应用

（18）了解铸铁的分类方法

（19）掌握常用铸铁（灰铸铁、球墨铸铁、可锻铸铁、

蠕墨铸铁）的组织识别、性能差别、牌号表示、适用

场合

（20）熟悉铝及铝合金的种类、牌号（或代号）、性

能、应用

（21）熟悉铜及铜合金的种类、牌号（或代号）、性

能、应用

（22）熟悉滑动轴承合金的种类、牌号、性能

（23）熟悉常用粉末冶金材料（硬质合金、含油轴承

等）的特点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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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处理

（24）了解热处理方法的分类

（25）理解钢的热处理原理（钢在热处理过程中组织

转变及转变产物的形态和性能）

（26）掌握钢的整体热处理（退火、正火、淬火、回

火）的工艺特点、应用

（27）熟悉钢的常用表面热处理和化学热处理工艺的

特点及应用

（28）熟悉常规热处理工艺工序位置的安排

五、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

（二）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专业综合基础理论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100分钟。

（三）试卷内容结构

（1）课程 A 约 15%

（2）课程 B 约 30%

（3）课程 C 约 40%

（4）课程 D 约 15%

（四）试卷题型结构

题型 题量、分值 占比

单选题 约 20小题，每小题 2分 约 26.7%

填空题 约 20小题，每小题 2分 约 26.7%

多项选择题 约 10小题，每小题 4分 约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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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或综

合）分析题
约 3小题，每小题 10分 约 20%

（五）试卷难度结构

较易题约占 30%，中等难度题约占 50%，较难题约占 20%。

六、其他

本大纲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本大纲自 2022年开始实施。



112

江苏省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

机械工程专业大类专业综合操作技能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机械工程专业大类专业综合科目操作技能考试是为江苏省

普通高校招收机械工程专业大类的“专转本”学生而设置的、具有

选拔性质的全省统一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

生在高职（专科）阶段相关专业操作技能的掌握水平。考试评价

的标准是报考该专业大类的高职（专科）优秀毕业生应能达到的

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选拔，确保招

生质量。

二、适用专业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机械工程（0802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080202）、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080203）、机械电子工

程（080204）、车辆工程（080207）、汽车服务工程（080208）、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082302）、材料科学与工程（08040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080414T）、新能源科学与工程（080503T）、

机器人工程（080803T）。

三、命题原则

1. 通用性原则：命题应在考试大纲规定的范围之内，考试

大纲依据普通本科院校专业大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对操作

技能的要求，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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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和提炼专业大类必备的核心专业基本技能和素养。命题以专业

基本操作技能为主要考查内容，注重考查学生对基本技能操作方

法的掌握情况，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知行合一，促进综合素质与

能力的提升。考试范围包括通用技能中的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技

能、机械 CAD软件绘图技能、机械零件加工技能、机械零部件

装配技能和零件测量与公差配合应用技能。（注：试卷中的图样

绘制采用国标第一角投影法绘制）

2. 科学性原则：试题必须保证内容的正确性，不能出现知

识性特别是科学性的错误，不能与所学的概念、原理、法则相悖。

编制试题的同时，应当合理地制定评分标准，力求评分简便、准

确，有效地排除无关因素干扰，而且在分数的分配、给分的标准

方面务求科学合理。

3. 明确性原则：应使题目技术术语准确、语意清楚、文句

简明扼要，避免使用艰深字词，标点符号准确，而且要求答案严

谨、明确合理，不致引起争议。试卷的设计要有利于学生的思考，

方便学生答卷，减少无效劳动。

4. 全面性原则：试题的形式和内容必须符合测试目的，全

面反映测试的要求。覆盖面大，重点突出，试题的所测内容具有

代表性，力求做到各个部分的比例适当。测试应以考纲为准绳命

题，根据测试要求从整体上合理确定试题的份量，整个试卷能够

考查考生技能掌握情况。

四、考查内容

（一）技能一：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技能

【考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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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学生读图绘图与零件分析能力，考核学生遵守国家标准、

技术规范、严谨的工作态度等职业素养。

【考查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技能要求

1
绘制平面图

形

（1）能按国家标准绘制图框、图线及

尺寸标注；

（2）能进行圆弧连接的作图；

（3）能绘制常见的正多边形；

（4）能按要求作斜度及锥度；

（5）能对平面图形进行尺寸标注。

2

绘制与识读

基本体和组

合体

（1）能正确用视图表达基本几何体；

（2）能正确进行基本几何体的尺寸标

注；

（3）能利用形体分析法识读组合体的

三视图；

（4）能进行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3

绘制与识读

标准件与常

用件

（1）能正确绘制和标注内外螺纹、螺

纹连接；

（2）能正确绘制紧固件连接（螺栓连

接、螺柱连接及螺钉连接）；

（3）能正确绘制滚动轴承；

（4）能正确绘制齿轮。

4
绘制与识读

零件图

（1）能识读与标注零件图上表面粗糙

度、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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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识读与绘制轴套类、盘盖类、

叉架类、箱体类等典型零件的零件图。

5
绘制与识读

简单装配图

（1）能合理选用装配图的表达方案，

并绘制简单装配图；

（2）能读懂明细栏内容与技术要求；

（3）能识读简单的装配图。

6 职业素养

（1）遵守国家标准、技术规范；

（2）严谨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职

业素养。

（二）技能二：机械 CAD软件绘图技能

【考查目标】

考核学生应用机械 CAD软件绘制二维机械图样的能力，考

核学生遵守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精益求精等职业素养。

【考查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技能要求

1
设置绘图环

境

（1）能够按照要求设置图形单位、图

形界限和绘图窗口颜色；

（2）能够按照要求设置图层、线型、

线宽和图线颜色；

（3）能够按照要求设置文字样式、标

注样式。

2
创建样板文

件

（1）能够根据要求绘制图框、创建带

属性块标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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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根据要求正确地进行文件管

理并完成样板文件的创建。

3
绘制平面图

形

（1）能正确应用直线、矩形、圆弧、

圆、多边形和点等绘图命令绘制平面

图形；

（2）能正确使用复制、偏移、镜像、

旋转、移动、阵列缩放、拉伸、修剪、

倒角、倒圆等编辑命令，提高绘图效

率；

（3）能正确对图形中的文本进行样式

设置、文本标注；

（4）能正确对图形中的基本尺寸进行

标注；

（5）会正确对图形中的各类公差进行

标注。

4

绘制零件图

和装配图并

输出打印

（1）能按照三视图投影规律，使用正

确的视图表达方法，绘制零件图；

（2）能对绘制好的零件图进行技术标

注、填写标题栏；

（3）会用零件图块插入法绘制装配

图；

（4）能对绘制好的装配图进行技术标

注、填写标题栏；

（5）能够根据机械制图线宽、线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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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打印输出电子图纸。

5 职业素养

（1）遵守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

（2）严谨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职

业素养。

（三）技能三：机械零件加工技能

【考查目标】

考核学生利用钳工设备及工具加工制作简单机械零件的能

力，考核学生安全环保、吃苦耐劳、责任担当的职业素养。

【考查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技能要求

1

作业环境准

备和安全检

查

（1）能对作业环境进行选择和整理；

（2）能对常用设备、工具进行安全检查；

（3）能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2 作业前准备

（1）能读懂钳工常见的零件图；

（2）能读懂简单工艺文件及相关技术标

准；

（3）能正确选用钳工设备；

（4）能正确选择工具、夹具、量具及附

具。

3

零件的划线、

加工、精整、

测量

（1）能按生产图样要求合理使用划线工

具在工件毛坯上正确划线；

（2）能根据工件材料及形状合理使用锯

条进行锯削加工，锯削动作自然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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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缝平直无明显弯曲、直线度较好；

（3）能根据工件精度及锉削表面形状合

理使用锉刀进行锉削加工；锉削平面，

并达到平面度公差、尺寸公差，表面粗

糙度等要求；

（4）能操作台式钻床或立式钻床进行钻

孔、扩孔、锪孔、铰孔作业；钻削能达

到位置度公差的要求；铰削达到尺寸公

差，表面粗糙度要求；.

（5）能根据不同材料确定攻螺纹、套螺

纹前的底孔直径和圆杆直径，并能使用

丝锥、板牙等刃具攻、套内、外螺纹；

（6）能制作燕尾块、半燕尾块及多角样

板等，并按图样进行检测及精整；

（7）能按使用说明书，规范使用量具检

测零件精度，常用量具包括游标卡尺、

千分尺、内径百分表、万能游标角度尺

等。

4 职业素养

（1）遵守安全操作规范；

（2）能正确规范使用工具、夹具和量具；

（3）能正确使用工具钳工常用刀具；

（4）能保证工作场地清洁、整齐、有序，

注重环境保护；

（5）严谨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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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

（四）技能四：机械零部件装配技能

【考查目标】

考核学生对机械传动装置装配与调整的能力，考核学生安全

环保、吃苦耐劳、运用手册技术资料等职业素养。

【考查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技能要求

1

作业环境准

备和安全检

查

（1）能对作业环境进行选择和整理；

（2）能对常用设备、工具进行安全检

查；

（3）能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2 作业前准备

（1）能读懂装配图，分析零部件间的

装配关系；

（2）能正确选择装配工具、量具；

（3）能查阅标准、规范、手册、图册

等技术资料。

3
机械零部件

装配

（1）能按键、销与螺纹等固定连接的

装配技术规程，合理使用工具，规范

完成普通平键、半圆键、销与螺纹等

装配作业，能描述键、销与螺纹等固

定连接的装配要点；

（2）能按带传动机构装配技术规程，

合理使用工具，规范完成带传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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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配作业，能描述带传动机构的装

配调整工艺要点及注意事项；

（3）能按链传动机构装配技术规程，

合理使用工具，规范完成链传动机构

的装配作业，能描述链传动机构的装

配技术要求；

（4）能按齿轮传动机构装配技术规

程，合理使用工具、设备，规范完成

齿轮传动机构的装配调整作业，并能

描述齿轮传动机构的装配调整工艺要

点；

（5）能按滑动轴承拆装技术规程，合

理使用工具、设备，规范完成滑动轴

承拆装作业，能描述滑动轴承拆装调

整技术要求；

（6）能按滚动轴承的拆装技术规程，

合理使用工具、设备，规范完成常见

滚动轴承的拆装，能准确描述常见滚

动轴承的分类，典型常见滚动轴承的

结构、特点及应用，常见滚动轴承代

号，预紧及游隙调整方法。

4 职业素养

（1）遵守安全操作规范；

（2）能正确规范使用工具、夹具和量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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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保证工作场地清洁、整齐、有

序，注重环境保护；

（4）严谨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职

业素养。

（五）技能五：零件测量与公差配合应用技能

【考查目标】

考核学生应用有关的公差配合标准，选用公差配合的能力，

使用常用量具量仪，进行技术测量工作的能力；考核学生遵守行

业法规和标准、安全环保、尊重数据、诚实守信的工作态度等职

业素养。

【考查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技能要求

1

作业环境准

备和安全检

查

（1）能对作业环境进行选择和整理；

（2）能对常用设备、量具、量仪进行

安全检查；

（3）能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4）能查阅标准、规范、手册、图册

等相关技术资料；

2

标准件及常

用件公差配

合选用

（1）能采用类比法选用常用尺寸公差

与配合；

（2）能合理使用量具、量仪，规范完

成粗糙度、形状误差、位置误差等检

测作业，能规范标注粗糙度、形状误

差、位置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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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合理使用量具、量仪，规范完

成角度和锥度的检测作业，能描述圆

锥配合的主要参数；

（4）能利用类比法选择平键、花键联

结配合公差；

（5）能识读螺纹配合公差，规范标注

螺纹配合公差；

（6）能利用类比法选用滚动轴承与

轴、外壳配合公差；

（7）能正确确定直齿圆柱齿轮精度等

级，能规范标注齿轮图样。

3 技术测量

（1）能按使用说明书，规范操作量具

量仪进行技术测量；

（2）能对测量误差进行数据处理；

（3）能按使用说明书要求对量具、量

仪进行保养。

4 职业素养

（1）遵守安全操作规范；

（2）能正确规范使用工具、夹具和量

具；

（3）能保证工作场地清洁、整齐、有

序，注重环境保护；

（4）尊重数据、诚实守信的职业素养。

五、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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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卷、笔试。

（二）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专业综合操作技能满分 80分。考试时间 50分钟。

（三）试卷内容结构

（1）技能一 约 20%

（2）技能二 约 20%

（3）技能三 约 30%

（4）技能四 约 20%

（5）技能五 约 10%

（四）试卷题型结构

题型 题量、分值 占比

单选题 约 20小题，每小题 1分 约 25%

判断题 约 10小题，每小题 1分 约 12.5%

应用（操作）题 约 2-5小题，每小题 5~25分 约 62.5%

（五）试卷难度结构

较易题约占 30%，中等难度题约占 50%，较难题约占 20%。

六、其他

本大纲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本大纲自 2022年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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