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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遥感基础 

一、参考书目 
《海洋遥感基础及应用》，潘德炉主编，海洋出版社，2017年。 

 

 

806 测控技术基础 

一、考试的总体要求 
掌握测控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并能合理运用解决实际问题。 

二、考试的内容及比例 
考试内容分为 A、B两个模块，考生可任选其中一个模块。A模块为精密测

量理论与技术基础，B模块为传感技术与测控电路。 

（一）A模块：精密测量理论与技术基础 

1．测量技术 

主要内容：测量的基本概念；测量系统的组成，测量系统性能指标。 

基本要求：测量、测试、计量的基本概念，国际单位制，测量标准，量值

传递与溯源体系，标定、检定与校准；测量系统的组成及各部分功能；理想频

率响应特性及不失真测试条件；测量系统（仪器）主要性能指标。 

2．测量误差 

主要内容：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 

基本要求：误差的定义及表示方法、分类和特征；实验标准偏差的求取方

法。 

3．测量不确定度 

主要内容：测量不确定度的概念，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的

合成。 

基本要求：测量不确定度的基本术语，不确定度的来源；标准不确定度的

两类评定、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的求取方法；不确定度报告。 

4．长度量测量 

主要内容：长度测量的标准量和标准环境，阿贝原则，长度尺寸测量，坐

标测量，形位误差测量，表面粗糙度测量，微纳尺度测量。 

基本要求：长度测量的标准量和标准环境；阿贝原则；长度的直接测量和

间接测量、绝对测量和相对测量方法及各种常用测量仪器；三坐标测量机的组

成、工作原理、测量数据处理方法；视觉三维测量系统的组成、基本工作原



理、工程测量中的应用；形位误差测量的基本概念、测量方法和步骤；直线度

误差的概念和评定方法，常用测量方法和仪器；表面粗糙度评定基准和参数，

常用测量仪器；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的基本原理、特点和应用。 

5．角度量测量 

主要内容：角度的自然基准、实物基准和圆周封闭原则，角度尺寸的测

量，圆分度误差的测量。 

基本要求：角度的自然基准、实物基准和圆周封闭原则；角度的直接测量

和间接测量方法及常用测量仪器；圆分度误差的评定指标；圆分度误差的绝对

测量和相对测量方法。 

6．速度、转速和加速度测量 

主要内容：速度、转速和加速度测量的基本方法。 

基本要求：速度的测量方法；压差测速和多普勒测速原理；陀螺仪基本特

性及角速度测量原理；频闪式转速测量原理及方法；加速度测量原理和方法。 

7．力、力矩和压力测量 

主要内容：力、力矩和压力测量的基本方法。 

基本要求：力的测量方法和常用测量装置；转矩的测量方法和常用测量装

置；压力和真空的测量方法和常用测量装置。 

8．机械振动的测试 

主要内容：机械振动的概念、类型，振动测试系统的组成，振动特性参量

的测量方法。 

基本要求：机械振动的概念、类型及其表征参数；振动测试系统的组成；

固有频率和阻尼比的常用测量方法。 

9．温度的测量 

主要内容：温标的概念及各种类型温度计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基本要求：温标的定义；热电偶温度计的工作原理、基本定律和参比端处

理方法；热辐射基本定律，热辐射温度计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10．流量的测量 

主要内容：流量的基本概念及各种类型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基本要求：流量的定义；差压式流量计；速度式流量计。 

参考书目： 

[1]孙长库，胡晓东，精密测量理论与技术基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5. 

 

（二）B模块：测控电路 

1．绪论 

主要内容：测控电路的功用，对测控电路的主要要求与特点，测控电路的

输入输出信号，测控电路的类型与组成。 

基本要求：了解测控电路的功用，测控电路的主要要求与特点，测控电路

的输入输出信号及测控电路的类型与组成。 

2.信号放大电路 

主要内容：运算放大器的误差及其补偿，噪声的基础知识，典型测量放大

电路，隔离放大电路。 

基本要求：掌握实际运算放大器的误差及其补偿方法，包括输入失调电

压，失调电流，共模抑制比等的影响；掌握典型测量放大电路的设计及计算；



了解运算放大器噪声的种类与处理方法，了解隔离放大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3.信号调制与解调电路 

主要内容:调幅式测量电路，调频式测量电路，调相式测量电路，脉冲调制

式测量电路。 

基本要求:掌握调幅式测量电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包络检波和相敏检

波的电路的原理及设计方法；了解调频、调相的方法。 

4.信号分离电路 

主要内容:滤波器基本知识，RC滤波电路，集成有源滤波器 

基本要求:了解滤波器种类，掌握各种滤波器的设计方法，重点掌握二阶滤

波器的分析与设计。 

5.信号运算电路 

主要内容:比例运算放大电路，加/减法运算电路，对数、指数和乘、除运

算电路，常用特征值运算电路，函数型运算电路，微分积分运算电路，过程调

节器电路。 

基本要求:熟练掌握同相、反相和差分比例放大电路设计方法。掌握加减运

算电路，微分、积分电路原理及设计。了解指数、对数电路，常用特征值运算

电路和 PID电路的工作原理。 

6.信号转换电路 

主要内容：模拟开关，采样保持电路，电压比较器电路，电压频率转换电

路，电压电流转换电路，模拟数字转换电路。 

基本要求:掌握几种常用模拟开关原理，了解采样保持电路原理，掌握电平

比较电路、滞回比较电路、窗口比较电路原理及应用。掌握 V/f和 f/V转换电

路原理，运放构成的 V/I转换器原理，掌握 D/A和 A/D转换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 

7.信号细分与辩向电路 

主要内容:直传式细分电路，平衡补偿式细分电路。 

基本要求:掌握单稳四细分辩向电路，电阻链分相细分电路原理及设计方法

以及计算机细分的原理与方法。掌握平衡补偿式细分中的相位跟踪细分，了解

幅值跟踪细分，脉冲调宽型跟踪细分以及频率跟踪细分的原理与方法。 

8.连续信号控制电路 

主要内容:脉宽调制控制电路，导电角控制逆变器，变频控制电路。 

基本要求:了解脉宽调制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与控制电路；了解导电角逆变

器的基本原理；了解变频控制的基本原理。 

9.逻辑与数字控制电路 

主要内容：二值逻辑控制与驱动电路，异步与步进电动机驱动电路。 

基本要求:了解二值逻辑控制与驱动电路的基本原理和设计方法。了解异步

与步进电动机驱动电路的原理。 

10.测控电路设计实例 

主要内容:动力调谐陀螺仪再平衡回路，系统建模，电路设计 

基本要求:了解测控系统基于电路的实现方法。 

参考书目： 

[1]李醒飞主编.测控电路第 5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1月 

三、考试形式及时间 
考试形式为笔试，考试时间 3小时，满分为 150分。  



815 信号与系统 

一、考试的总体要求 
信号与系统是通信、电子信息、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程，是国内外高校 

相应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要求考生熟练地掌握本课程所讲述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分析方法，并利用这些经典理论分析、解释和计算信号、系统及其相互之

间约束关系的问题。 

二、考试的内容及比例 
（一）信号与系统的基本知识（10～20%） 

1、基本信号及其两种（函数表达式和波形图）表示方法； 

2、信号的基本运算； 

3、系统的描述及系统的基本性质； 

（二）连续系统的时域分析（10～20%） 

1、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的概念、性质及其求法； 

2、冲激响应和阶跃响应； 

3、卷积、卷积的性质及卷积的计算方法； 

4、系统响应的时域求法； 

（三）连续信号与系统的变换域分析（30～40%） 

1、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 

2、周期信号的频谱及周期信号的傅立叶变换； 

3、非周期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及其性质； 

4、取样信号、取样信号的频谱、取样定理及其应用； 

5、周期和非周期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的频域分析； 

6、拉普拉斯变换及其性质； 

7、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的 S域分析； 

8、拉普拉斯变换与傅里叶变换之间的映射关系； 

（四）离散信号与系统分析（10～20%） 

1、离散时间信号（序列）的描述及其运算； 

2、离散卷积及其性质； 

3、线性离散系统的特性及其描述方法； 

4、差分方程的建立及其解法； 

5、Z变换及其性质； 

6、离散系统的 Z域分析法； 

（五）系统函数（10～20%） 

1、系统函数的零极点与系统响应之间的关系； 

2、系统稳定性及其判断方法； 

3、系统的方框图、信号流图表示法与系统模拟； 

（六）连续与离散系统的状态变量分析（10～20%） 

1、状态、状态变量与状态方程的基本概念； 

2、连续与离散状态方程的建立方法； 

3、连续系统状态方程的求解； 



4、离散系统状态方程的求解； 

5、描述系统的状态方程与输入-输出方程之间的关系； 

6、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和可观测性的概念。 

三、试卷题型及比例 

试卷题型分为简答题（包括选择题和填空题等）、一般计算题和综合计算题

三种类型，其中简答题和一般计算题约占 80～90%，综合计算题约占 10～

20％。 

四、考试形式及时间 
考试形式为笔试，考试时间 3小时，满分为 150分。 

五、参考书目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19 水力学 

一、考试的总体要求 
考查考生对水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对流体运动的一

般规律、分析方法的掌握程度，考查考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计算

能力。 

二、考试的内容及比例 
1.绪论部分（约 5﹪） 

流体的惯性、质量、密度、重力、黏滞性、切应力、表面张力；主要物理

量的单位和量纲（基本量、导出量：力、切应力、动力黏滞系数或动力黏度、

运动黏滞系数或运动黏度、密度、表面张力）；连续介质、理想流体；质量力与

表面力。 

2.流体静力学（约 20﹪） 

点压强的计算、作用于平面上的静水总压力的计算、作用于曲面上的静水

总压力的计算；静压强分布图、压力体的绘制。静压强的特性；等压面；绝对

压强、相对压强、真空压强；压强的表示法以及之间的换算关系；测压管水

头。 

3.流体运动学和流体动力学（约 30﹪） 

恒定总流的连续性方程、能量方程、动量方程的综合运用。描述流体运动

的两种方法；迹线与流线；恒定流与非恒定流；均匀流与非均匀流；总水头

线、测压管水头线；动能修正系数；动量修正系数。欧拉法流体质点加速度的

构成及表达式；如何用质点加速度判别均匀流与非均匀流；流体微团运动的基

本形式；有涡流与无涡流的判别。流体连续性微分方程的表达式；利用连续性

微分方程判断给定流场是否存在；实际液体运动时的切应力和法向应力；N-S

方程的表达式。流函数、势函数、流速之间的关系。给定流速分布，分析该流

体运动（恒定流与非恒定流；均匀流与非均匀流；有涡流与无涡流；流动是否

存在等）。 

4.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约 10﹪） 

沿程水头损失；沿程水头损失计算公式；沿程阻力系数；水力半径、湿

周；层流和紊流；雷诺数；紊流运动要素的瞬时值、时均值及脉动值；紊流切

应力；紊动使流速分布均匀化；紊流黏性底层；水力光滑面、过渡粗糙面、水

力粗糙面；圆管层流断面流速分布、圆管紊流断面流速分布、二维明渠均匀流

断面流速分布；沿程阻力系数变化规律；谢齐公式、曼宁公式、谢齐系数与沿

程阻力系数的关系；已知壁面粗糙系数（糙率），计算沿程阻力系数，进而计算

沿程水头损失；局部水头损失；局部水头损失计算公式；局部阻力系数。 

5.孔口、管嘴和有压管流（约 15﹪） 

孔口、管嘴的流动特征及基本概念；测压管水头线与总水头线的绘制；短

管的水力计算。 

6.量纲分析与相似原理（约 10﹪） 

量纲和谐性；π定理的应用。流动相似；重力相似准则；模型设计。 

7明渠恒定流（约 5﹪） 

恒定均匀流：明渠均匀流的特性、产生条件；明渠均匀流的计算公式；水

力最佳断面；均匀流水深（正常水深）与底坡、糙率、流量的关系；计算均匀



流水深的思路。 

非均匀流：明渠水流的三种流态及判别方法；弗劳德数表达式及意义；断

面比能的概念；临界水深所应满足的条件；矩形断面明渠临界水深公式；缓

坡、临界坡、陡坡。 

8堰流及闸孔出流（约 5﹪） 

堰流、闸孔出流的水流特性；堰流的分类（依据、类型、标准、水流特

性）；堰流的基本公式；影响堰流的流量系数的主要因素；曲线型实用堰剖面形

状的组成；宽顶堰的淹没条件；闸孔出流的基本公式。 

三、试卷题型及比例 
1.判断题（约 16分） 

例：明渠均匀流一定是恒定流（） 

2.选择题（约 24分） 

例：沿程等管径的有压管流的测压管水头线的变化规律是（） 

A.沿程下降；B.沿程上升；C．沿程不变；D．沿程可升可降。 

3.绘图题（约 10分） 

静压强分布图；压力体图；测压管水头线及总水头线。 

4.计算题（约 100分） 

（1）静止液体中点压强的计算； 

（2）作用于平面和曲面上的静水总压力的计算； 

（3）恒定总流的连续性方程、能量方程和动量方程的各自应用及综合应

用。 

例 1：有一沿铅垂放置的弯管如图（这里图略），管径 d，断面 1-1与断面

2-2间的轴线长度 L，两断面中心高差 Z，管中流量 Q，断面 1-1中心的动水压

强 p1，两断面之间水头损失为 0.1m。求水流对弯头的作用力。解题要求：完整

写出解题过程，求解步骤必须清晰，每一步计算结果准确。 

提示：该题目强调考生的逻辑性及表述能力。因此，考生必须写出清晰的

解题步骤，写出每一步骤对应的或图或公式或方程，写出每一步骤的计算结

果，写出最后结果。 

例 2：一封闭水箱（这里图略），水的密度 1000kg/m3，水面上压强

85kN/m2，当地大气压 98kN/m2，重力加速度 9.8m/s2。求水面下 1m的点 C的绝

对压强、相对压强和真空压强。解题要求：直接写出绝对压强、相对压强和真

空压强的结果。 

提示：该题目强调考生对结果准确性的掌控能力。因此，考生必须严格按

题目的参数计算，答题纸上不写计算过程只写结果，结果对了得分，错了不得

分。 

解：C点绝对压强为 94.8kN/m2，相对压强为-3.2kN/m2，真空压强为

3.2kN/m2。 

四、考试形式及时间 
考试形式为笔试，考试时间 3小时。 

五、参考书 
1.水力学（第二版），高学平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2.水力学，高学平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