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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 
大纲与说明（装备制造大类） 

（2025 年版） 
 

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普通高校全

日制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升入普通本科高校和本科层次

职业学校的选拔性考试，旨在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

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考试目的是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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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利于各本科院校择优选拔，

确保招生质量。 

装备制造大类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包括机械制图和电

工电子技术 2 门课程，注重考查考生识读工程图样的原理与

方法，按照国家标准绘制工程图样的能力；注重考查考生运

用电路分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来解决相关问

题的能力。 

一、考查内容 
（一）机械制图 
1．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1）了解制图的常用工具和使用方法； 
（2）掌握《技术制图》与《机械制图》国家标准中有关

图纸幅面、格式、比例、字体、图线、尺寸注法等基本规定； 
（3）了解圆弧连接的概念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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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影法的基本原理及投影特性 
（1）了解投影法的基本知识； 
（2）理解三视图的形成及其对应关系； 
（3）掌握点、直线、平面在三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特性

及作图方法。 
3．基本体的投影及表面交线 

（1）掌握平面立体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掌握平面立

体上点的投影作图； 
（2）熟悉常见回转体的投影特性及作图方法，掌握常见

回转体上点的投影作图； 
（3）理解平面立体、曲面立体（圆柱、圆锥、圆台、圆

球等）截交线的投影特性及基本作图方法； 
（4）了解相贯线特殊情况的作图，熟悉两圆柱正交的相

贯线投影特性及画法。 
4．组合体与轴测图 

（1）了解组合体的组合形式，理解组合体形体分析法； 
（2）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方法及尺寸标注； 
（3）学会识读组合体三视图的方法，掌握已知两视图补

画第三视图的方法； 
（4）了解正等轴测图和斜二等轴测图的基本概念与画

法。 
5．机件的表达方法 

（1）掌握基本视图的画法及配置关系； 
（2）掌握向视图、剖视图、局部视图、斜视图和断面图

的基本概念、画法和标注方法； 
（3）掌握局部放大图和常用的简化画法； 
（4）能初步选择合理的表达方案，正确表达机件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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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结构。 
6．标准件与常用件 

（1）掌握螺纹的规定画法、代号和标注方法； 
（2）掌握螺纹连接（螺栓连接、螺柱连接、螺钉连接）

的规定画法和标记； 
（3）掌握直齿圆柱齿轮及其啮合的规定画法； 
（4）了解普通平键连接、销连接、滚动轴承（深沟球轴

承、圆锥滚子轴承等）、圆柱螺旋压缩弹簧的规定画法、简

化画法和标记。 
7．零件图和装配图 

（1）掌握典型零件的表达方法、尺寸标注和识读； 
（2）掌握识读装配图的方法、步骤； 
（3）了解零件常见工艺结构的基本知识； 
（4）了解表面粗糙度及公差、配合的基本知识，能够查

阅相关的技术标准文件，并正确标注； 
（5）了解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熟悉装配图的规定画法

和特殊画法，熟悉装配图的标注。 
（二）电工电子技术 
1．直流电路 

（1）熟悉电路的组成和作用、基本物理量、基本术语、

基本元件； 
（2）掌握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和关联参考方向的概

念； 
（3）掌握电压源、电流源及二者的等效变换； 
（4）能灵活运用基尔霍夫定律、支路电流法、戴维南定

理等方法分析复杂电路模型。 
2．正弦交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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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概念； 
（2）掌握相量表示法； 
（3）掌握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阻

抗的串联和并联，一般交流电路的分析方法； 
（4）掌握交流电路中瞬时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3．三相电路 

（1）掌握三相电源的连接方式及其相、线电压关系； 
（2）了解三相负载的连接方法及基本分析方法，掌握对

称三相负载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3）掌握三相负载电路的功率计算方法。 

4．磁路和变压器 
（1）了解磁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物理量及基本定律； 
（2）了解变压器的基本结构，掌握变压器的原理与应用； 

5．异步电动机及电气控制 
（1）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技术数据，及选择方

法； 
（2）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三相异步

电动机的起动、调速与制动的常用方法； 
（3）掌握常用低压电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异步电

动机的正反转双重互锁、星—三角降压启动、能耗制动等典

型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并会分析控制电路。 
6．电工测量与安全用电 

（1）了解安全用电的意义、各种措施及正确的触电急救

方法； 
（2）掌握电压与电流、功率与电能、电阻的测量方法及

测量原理，掌握万用表、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和电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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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工仪器、仪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7．电子电路中常用元件 

（1）了解半导体基础知识，包括本征半导体、N 型半导

体、P 型半导体及 PN 结单向导电特性； 
（2）熟悉二极管、三极管伏安特性和主要参数； 
（3）理解稳压管、二极管、三极管的种类与应用场合； 
（4）掌握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管脚识别与检测基本

方法，会判断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的好坏。 
8．基本放大电路 

（1）了解共射、共集、共基三种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

电路中各个元器件的作用； 
（2）熟悉 NPN、PNP 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电流分

配及放大作用； 
（3）理解三极管处于放大、饱和、截止状态的外部条件； 
（4）掌握共射放大电路的静态设置估算及动态的分析方

法，深入理解设置静态工作点的必要性和温度对工作点的影

响； 
（5）了解基本共射极、射极输出放大电路的性能指标（包

括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最大电压输出幅度等），

初步学会估算法、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法。 
9．集成运算放大器 

（1）了解集成运算放大器的概念、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组

成和集成运放的理想特性；了解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指标

的影响； 
（2）熟悉简单线性运算电路的分析方法； 
（3）理解反馈的基本概念和正确判别反馈的基本类型； 
（4）掌握集成运放组成的比例运算电路、加减运算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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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积分电路的分析与运算。 
10．功率放大电路 

（1）了解功率放大器电路的分类； 
（2）熟悉功率放大电路的特点； 
（3）理解互补对称功放电路 OCL、单电源 OTL 乙类互

补对称功放电路； 
（4）掌握 4 种类型复合管及等效类型，掌握互补对称管

在功放电路可能引起的失真分析； 
（5）学会分析异形复合管组成的准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

路。 
11．直流稳压电源 

（1）了解直流电源电路的基本组成； 
（2）熟悉单相半波、全波、桥式整流电路结构及滤波电

路以及常用三端稳压器； 
（3）理解串联型稳压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并掌握万

用表检查电路故障方法； 
（4）掌握整流电路关键点电压波形，会估算输出电压值。 

12．逻辑代数 

（1）了解数制、数制转换与码制； 
（2）熟悉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卡诺图化简法； 
（3）理解逻辑函数的最小项表达式； 
（4）掌握逻辑函数中的五种表示方法：真值表、逻辑式、

逻辑图、卡诺图和波形图及表示方法之间的转换。 
13．逻辑门电路及组合逻辑电路 

（1）了解与、或、非、同或、异或逻辑门电路及符号； 
（2）熟悉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3）理解编码器、译码器、数据选择器原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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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数码管显示电路及应用。 
14．触发器与时序电路 

（1）了解基本 RS 触发器、同步 RS 触发器、边沿 JK 触

发器、D 触发器； 
（2）熟悉各类触发器特性表； 
（3）理解数码寄存器、移位寄存器分析方法； 
（4）掌握二进制、十进制、任意进制计数器、同步计数

器的分析方法。 
15．D/A 和 A/D 转换器 

（1）了解 D/A 和 A/D 转换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2）熟悉 D/A 和 A/D 转换器的主要指标； 
（3）理解逐次比较式、双积分式等 A/D 转换器的工作原

理。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专业基础综合课合卷）、笔试。 
（二）试卷分值及考试时间 
满分 300 分，其中机械制图 150 分、电工电子技术 150

分。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三）题型结构 

课程 题型 题量 分值 

机械制图 
单项选择题 5 题 15 分 

填空题 20 题 40 分 

作图题 3-5 题 95 分 

电工电子技术 
单项选择题 15 题 45 分 

填空题 10 题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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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题型 题量 分值 
分析题 3 题 45 分 

计算题 2 题 40 分 

三、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某电阻两端电压为 40 V，通过电阻的电流为 0.5 A，

则导体的电阻为 

A．80 Ω       B．600 Ω 

C．200 Ω       D．20 Ω 

参考答案：A 

（二）填空题 

用铅笔、尺子及圆规等工具按国标规范作图，凡是徒手

画图均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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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套筒零件图（见上图），并回答下列问题。 
（1）轴向主要尺寸基准是    ，径向主要尺寸基准

是    。 
（2）图中标有①的部位，所指两条虚线间的距离为    。 
（3）图中标有②所指的直径为    。 
（4）图中标有③所指的线框，其定形尺寸为    ，定

位尺寸为    。 
（5）靠右端的 2×φ10 孔的定位尺寸为    。 
（6）最左端的表面结构参数值为    ，最右端的表面

结构参数值为    。 
（7）局部放大图中④所指位置的表面结构参数为    。 
（8）图中标⑤所指的曲线是由    与     相交形成的。 
（9）外圆面 φ132±0.2 最大可加工成    ，最小可为    ，

公差为    。 
2．补画 K 向局部视图。 
参考答案： 
1.（1）右端面；轴线 

（2）16 mm 
（3）40 mm 
（4）36×36；R8；142 
（5）8，60°（或 60 度） 
（6） 

（7） 
（8）圆柱孔；圆柱外表面（两个位置可互换） 
（9）132.2；131.8；0.4 

 



— 10 — 
 

2．K 向局部视图 

 

（三）作图题 

用铅笔、尺子及圆规等工具按国标规范作图，凡是徒手

画图均不得分。 

在指定位置，将图示机件的主视图画成半剖视图，左视

图画成全剖视图，并标注尺寸（从图中直接量取并取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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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四）分析题 

1．已知晶体管 VT1、VT2 的两个电极的电流如下图所

示，求： 

（1）另一电极电流并标出电流的实际方向； 

（2）判断管脚 E、B、C； 

（3）判断是 NPN 管还是 PNP 管。 

 
参考答案： 

（1）VT1、VT2 另一电极电流及电流的实际方向如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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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2）VT1的③脚电流是 0.03 mA，其中第①脚是 C，第

②脚是 E，第③脚是 B。 

VT2的第①脚是 B，第②C，第③脚是 E。 

（3）VT1是 PNP 管，VT2 是 NPN 管。 

（五）计算题 

1．某三层大楼照明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线电压为

380V，每层楼均有“220V、100W”的白炽灯各 110 只，分

别接在 U、V、W 三相上，求： 

（1）三层楼的电灯全部开亮时的相电流和线电流的有

效值及有功功率； 

（2）当第一层楼的灯全部熄灭，另两层楼的电灯全部

开亮时的相电流和线电流的有效值； 

（3）当第一层楼的灯全部熄灭，且中性线因故断开，

另两层楼电灯全部打开时，另两层楼的灯有没有受到影响？

电压是多少？ 

参考答案： 

（1）三层楼的电灯全部开亮时 

由公式
P

UR
2

= 计算每一盏灯的电阻为： ）（Ω== 484
100
220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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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每一层楼的灯的总电阻为： ）（总 Ω=== 4.4
110
484

n
RR  

由于每一层楼的灯数量一样，即负载是对称的，故有

WVU RRR ==  

再根据电源线电压 380 V，得每一相的相电压为

）（VU P 220
3

380
== ，所以每一相的相电流为

）（
总

A
R
UI P

P 50
4.4

220
===  

线电流： ）（AII Pl 50==  

有功功率： ）（）（总 KWWRIP 11110004.45022 ==×==  

（2）当第一层楼的灯全部熄灭，另两层楼的电灯全部

开亮时，由于电路对称，且有中线，故相电流和线电流与三

层楼灯全亮时一样，即 

）（AII Pl 50==  

（3）当第一层楼的灯全部熄灭，且中性线因故断开，

另两层楼电灯全部打开时，相当于另两层楼的灯串联起来，

接到 V 和 W 相的火线上，因此，接到 V 和 W 相的灯各分得

电压是 ）（VUU WV 190
2

380
=== ，因此这两层楼的灯变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