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5 年单独招生《职业技能测试（专业组一）》科目

考试大纲与样卷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南省 2025 年高职（高专）院

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湘教考通〔2024〕271 号）和湖南省考试院《关于做

好我省 2025 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工作具体事项的通知》（湘教考通〔2025〕1 号）

等文件精神和相关要求，依据《张家界航空工业技术职业学院 2025 年单独招生

章程》，特制定本科目考试大纲。

《职业技能测试（专业组一）》科目是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5

年单独招生考试科目之一。本科目包含“机械制图”、“机械设计”两个模块，每

个模块各占 150分，试卷总分 300分。采用笔试方式，考试时间为 90分钟。

本大纲适用于报考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中职考生。

一、考试目标

1.基础知识

（1）掌握绘制与阅读机械工程图样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正确使用绘图

工具和仪器，能正确地绘制、阅读中等复杂程度的零件图和装配图。

（2）掌握机器和机构基本概念、机构的基本设计理论、简单机械的基本设

计方法；对通用零部件的设计方法和步骤、标准件的选用原则和校核计算方法。

2.应用能力

（1）正确运用机械工程图样的方法绘制图样，具备识读和绘制中等复杂程

度工程图样的能力。

（2）能正确选用机械零件和校核计算，具备设计一般参数通用机械零件的

能力。

3.学习潜力

（1）具有图解空间几何问题的思维方法，具有严谨、细致的学习习惯；

（2）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奠定基础，适应高职阶段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



模式。

二、考试内容与基本要求

模块一 机械制图

（一）投影法和点、线、面的投影

1.考试内容

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投影法，多面正投影和点的投影，直线的投影，平面

的投影。

2.考试要求

了解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理解投影法的概念，掌握正投影的特性，掌握三

视图的形成、三视图之间的关系及三视图的作图方法，掌握点的三面投影及其规

律，点的投影特性，掌握直线的投影特性，掌握平面的投影特性。

（二）立体的投影

1.考试内容

立体及其表面上的点与线，平面与平面立体表面相交，平面与回转体表面相

交，两回转体表面相交。

2.考试要求

掌握棱柱、棱台的投影特征和视图画法，掌握圆柱、圆锥、圆台等的投影特

征和视图画法，掌握特殊位置平面与基本立体相交截交线的分析及画法，掌握相

贯线的求作方法。

（三）组合体的视图与尺寸标注

1.考试内容

画组合体的视图，读组合体的视图，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2.考试要求

掌握组合体及其形体分析法、线面分析法，掌握画组合体三视图的方法和步

骤，掌握标注组合体尺寸的方法，掌握组合体的看图方法。

（四）机件表达方法

1.考试内容

视图，剖视图，断面图，局部放大图

2.考试要求



掌握向视图、向视图、局部视图和斜视图的形成、配置、画法、标注和应用

场合，理解剖视的概念，掌握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局部剖视图、移出断面图的

画法和标注。

（五）标准件

1.考试内容

螺纹和螺纹连接件的规定画法、齿轮的画法。

2.考试要求

掌握螺纹的规定画法及标注，掌握螺栓联接、双头螺柱联接、螺钉联接的画

法，掌握齿轮的画法。

（六）零件图

1.考试内容

零件的分类与视图选择，零件图上尺寸标注，零件图上常见的技术要求，零

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零件图的读图方法。

2.考试要求

熟悉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掌握零件图的视图选择原则和典型零件的表示方

法，理解尺寸基准的概念，掌握典型零件的尺寸标注，了解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

构，能识别和注写已知的尺寸公差和配合及表面粗糙度代（符）号，掌握读零件

图的方法与步骤。

（七）装配图

1.考试内容

装配图的作用，装配图的内容，装配图的规定画法，装配图的读图方法。

2.考试要求

熟悉装配图的作用，装配图的内容，装配图的规定画法掌握装配图的读图方

法。

模块二 机械设计

（一）机械设计概论

（1）了解机械零件、部件、构件的基本概念；

（2）掌握通用零件和专用零件的区别；

（3）了解对机械零件设计的基本要求。



（二）平面机构的组成及自由度

（1）了解机构的组成，运动副、运动链、约束和自由度的基本概念；

（2）能绘制常用机构的机构运动简图；

（3）能熟练计算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三）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

（1）了解平面连杆机构的组成及特点；

（2）掌握握平面连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判别、演化和应用，曲柄存在条件、

传动角、死点、急回运动、行程速比系数、运动确定性等基本概念；

（3）掌握用作图法设计平面四杆机构的方法。

（四）凸轮机构及其设计

（1）了解凸轮机构的分类及应用,从动件常用的运动规律及从动件运动规律

的选择原则；

（2）掌握在确定凸轮机构的基本尺寸时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包括压力角对

尺寸的影响、压力角对凸轮受力情况、效率和自锁的影响及失真等问题)；

（3）熟练掌握凸轮轮廓曲线的设计（以图解法）。

（五）齿轮机构及其设计

（1）了解齿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

（2）掌握平面齿轮机构的齿廓啮合基本定律及有关共轭齿廓的基本知识、

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特性及渐开线齿轮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和连续传动

条件；

（3）熟练掌握渐开线齿轮各部分的名称、基本参数及各部分几何尺寸的计

算；

（4）了解渐开线齿廓的展成切齿原理及根切现象。

（六）轮系及其设计

（1）了解轮系的分类和功用，了解轮系传动的应用；

（2）熟练掌握定轴轮系、周转轮系、复合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3）了解螺旋机构、棘轮机构、槽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及应用。

（七）机械的平衡、运转及速度波动的调节

（1）了解回转件的静、动平衡的原理；

（2）熟练掌握动平衡计算方法。



（八）螺纹联接

（1）了解螺纹及螺纹联接件的类型、特性、标准、结构、应用及防松方法；

（2）掌握螺栓联接的强度计算的理论与方法；

（3）掌握螺栓组联接的受力分析方法。

（九）带传动和链传动

（1）了解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场合；

（2）熟悉普通 V带的结构及其标准；

（3）掌握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受力情况、弹性滑动及打滑等基本理论、V

带传动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

（4）学会 V带传动和链传动的设计方法和步骤；

（5）了解套简滚子链的标准、规格及链轮的结构特点。

（十）齿轮传动

（1）掌握不同条件下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基本设计原理、设

计流程；

（2）掌握直齿、斜齿、圆锥齿等齿轮的受力分析，各分力的大小计算及方

向判断的方法。

（十一）蜗杆传动

（1）掌握蜗杆传动的几何参数的计算及选择方法；

（2）了解蜗杆传动的热平衡原理和计算方法。

（十二）轴和轴毅联接

（1）了解轴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2）掌握轴的结构设计方法，明确轴的结构设计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3）掌握轴的强席计算和刚度的计算方法。

（十三）滚动轴承

（1）了解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特点和应用场合；

（2）熟悉滚动轴承代号的构成，重点掌握“基本代号”的具体含义；

（3）能熟练解读滚动轴承代号；

（十四）联轴器和离合器

（1）了解常用联轴器和离合器的主要类型、工作原理、结构特点；

（2）掌握常用联轴器的选择及计算方法。



三、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试卷结构（总分 300分）：

题号 题型
机械制图 机械设计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一 单选题 20 60 20 60

二 判断题 20 60 20 60

三 分析计算题 1 30 1 30

总计 41 150 41 150



《职业技能测试（专业组一）》样卷

《机械制图》部分

一、选择题。（每题 3 分，共 60 分）

1.丁字尺的主要作用是（ ）。

A.画水平线 B.画竖直线 C.画平行线 D.画垂直线

2.基本图幅中 A4图纸的幅面尺寸是（ ）。

A.210×297 B.297×420 C.420×594 D.594×841

3.下列哪个比例是缩小比例？（ ）

A.1∶1 B.1∶2 C.2∶1 D.5∶1

4.尺寸标注的基本原则，下列描述错误的是（ ）。

A.标注真实尺寸 B.以 cm为单位

C.一个尺寸只标注一次 D.标注在反映结构最清晰的图形上

5.正投影性质中，当直线或平面与投影面垂直时，具有（ ）性质。

A.显实性 B.积聚性 C.类似性 D.垂直性

6.物体由上向下，在水平投影面上投影得到的视图，称为（ ）。

A.主视图 B.俯视图 C.左视图 D.底视图

7.已知物体的主、俯视图，正确的左视图是（ ）。

A.（a） B.（b） C.（c） D.（d）

8.用平行于底面的平面切圆柱，其截交线的形状是（ ）。

A.圆形 B.三角形 C.长方形 D.椭圆形

9.组合体画图和看图时，将组合体分解成基本几何体的分析方法，叫（ ）。

A.分解分析法 B.组合分析法 C.形体分析法 D.单独分析法

10.两个形体相互贯穿的组合形式，叫（ ）。

A.叠加 B.相切 C.切割 D.相贯

11.确定组合体各组成部分的形状大小的尺寸，叫（ ）。

A.定形尺寸 B.定位尺寸 C.总体尺寸 D.基准尺寸



12.物体由后向前，在前立面上投影得到的视图，称为（ ）。

A.主视图 B.前视图 C.后视图 D.正视图

13.物体向不平行于基本投影面的平面投影得到的视图，叫（ ）。

A.基本视图 B.向视图 C.局部视图 D.斜视图

14.关于局部视图中断裂线画法，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断裂线应用粗实线绘制 B.断裂线可以徒手画出波浪线

C.断裂线应该使图形外形轮廓封闭 D.封闭图形的断裂线可以省略不画

15.关于剖面线的画法，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剖面线应用细实线绘制 B.剖面线的间隔要相等

C.金属和非金属的剖面线表示方法相同 D.对称机件两侧的剖面线方向相同

16.下图 A-A移出断面图,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

A.（a） B.（b） C.（c） D.（d）

17.断面图的主要作用，不包括以下哪个？( )。

A.键槽 B.肋板 C.型材 D.内腔

18.在画局部放大图时，如果原图比例是 1∶2，将原图放大 4倍，则放大图的比例是（ ）。

A. 1∶2 B. 1∶1 C. 2∶1 D. 4∶1

19.在圆柱内表面上加工形成的螺纹称为（ ）。

A. 外螺纹 B. 内螺纹 C. 圆柱螺纹 D. 圆螺纹

20.零件图的主要作用是（ ）。

A. 表达零件的结构 B. 确定零件的大小

C. 制定技术要求 D. 制造和检验零件的主要依据

二、判断题。（每题 3 分，共 60 分）

（ ）1.图样中可见轮廓线规定用点画线绘制。

（ ）2.用于确定图形相对位置的尺寸，称为定位尺寸。

（ ）3.画物体的三视图时，除了要遵从“三等”关系外，还要按照主、俯、和左视图之

间的相对位置绘制个投影。



（ ）4.空间线在任意投影面上的投影永远是线。

（ ）5.相贯线是两个立体表面的分界线。

（ ）6.相贯线、截交线的尺寸能直接标注。

（ ）7.组成组合体的各基本形体的定形和定位尺寸，要尽量集中标注在一个或者两个相

邻视图上，这样便于看图。

（ ）8.在排列尺寸时，应使大尺寸在内、小尺寸在外，避免尺寸线和其他尺寸的尺寸界

线相交，以保持图面清晰，

（ ）9.线面分析法读图多用于以切割方式为主形成的组合体视图。

（ ）10.用正投影法得到的轴测投影，称为正轴测投影；用斜投影法得到的轴测投影，称

为斜轴测图。

（ ）11.轴测投影图中，两根轴测轴之间的夹角，称为轴测角。

（ ）12.六个基本视图仍符合“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

（ ）13.向视图的位置可随意配置，但必须明确标注。

（ ）14.向视图可以只画部分图形。

（ ）15.局部视图可以按向视图的形式配置。

（ ）16.部剖视图中，波浪线可以与轮廓线重合。

（ ）17.选择的主视图，应尽量与零件的工作位置一致，以便了解零件在机器中的工作情

况。

（ ）18.若工作位置不固定，或加工位置多变，则可按其自然摆放平稳的位置为画主视图

的位置。

（ ）19.任何复杂的机器都是由部件组成的，部件是由许多零件装配而成的。

（ ）20.装配图中剖面线的画法，所有零件的剖面线方向和间隔应保持一致。

三、画图题。（第 1 小题 10 分，第 2 小题 20 分，共 30 分）

1、绘制三视图。（10分）

2、在指定位置画移出断面图（左、右键槽深 4 mm）。（20分）



《机械设计》部分

一、选择题。（每题 3 分，共 60 分）

1.偏心轮机构是由铰链四杆机构（ ）演化而来的。

A 扩大转动副 B 取不同的构件为机架

C 化转动副为移动副 D机构倒置

2.机构的最小传动角 min可能发生在（ ）位置之处。

A．主动曲柄与连杆二次共线 B．主动曲柄与连架杆二次共线

C．主动曲柄与摇杆二次共线 D．主动曲柄与机架二次共线

3.机构传力性能的好坏能用（ ）来衡量。

A．载荷角 B．极位夹角 C．传动角 D.啮合角

4.带传动工作时，带同时受有拉应力 1，弯曲应力 b ，离心应力 c 作用，其中对带的疲

劳寿命影响最大的是（ ）。

A． 1 B． b C． c D． s

5.一个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上的节圆有（ ）。

A．1个 B．3个 C．2个 D．0个

6.一对圆柱齿轮传动，经校核得知满足接触强度，而不满足弯曲度时，可以采取（ ）。

A．保持中心距不变增大模数 B．增大齿数

C．增大中心距 D．提高齿面硬度

7.在蜗杆传动中，其他条件相同，若增加蜗杆头数，将使（ ）。

A．传动效率提高，滑动速度降低 B．传动效率降低，滑动速度提高

C．传动效率和滑动速度都提高 D．传动效率和滑动速度都降低

8.角接触球轴承，内径 100mm，轻系列，接触角为 15 ，0级公差，0基本游隙组，其代号

为（ ）。



A．G7220 B．7220C C．7220AC D．7220B

9.普通平键联接传递动力是靠（ ）。

A．两侧面的摩擦力 B．两侧面的挤压力

C．上下面的挤压力 D．上下面的摩擦力

10.凸轮机构中，基圆半径是指凸轮转动中心到（ ）半径。

A．理论轮廓线上的最大 B．实际轮廓线上的最大

C．实际轮廓线上的最小 D．理论轮廓线上的最小

11.曲柄摇杆机构的行程速比系数 K=1.4，则该机构的极位夹角θ是（ ）。

A. 30 B. 60 C. 36 D. 90

12.若将传动比不为 1的带传动的中心距增大 1/3，带长作相应的调整，而其它条件不变，

则带传动的极限有效拉力 maxF
（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D.无法判断

13.渐开线齿轮外啮合时，实际中心距大于标准中心距时，其啮合角（ ）。

A.加大 B.不变 C.减小 D.无法判断

14.计算机构自由度时，若计入局部自由度，机构的自由度就会（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D.不确定

15.为使机构具有急回运动，要求行程速比系数（ ）。

A.K=1 B.K＞1 C.K＜1 D.不确定

16.负变位齿轮与标准齿轮相比，其齿槽宽（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D.不确定

17.设计一般闭式齿轮传动时，计算接触疲劳强度是为了避免（ ）失效。

A.胶合 B.磨料磨损 C.齿面点蚀 D.轮齿折断

18.轮系在传动时，至少有一个齿轮的轴线绕另一个齿轮的轴线转动，这种轮系为（ ）。

A.定轴轮系 B.周转轮系 C.复合轮系 D.复杂轮系

19.蜗杆蜗轮机构传动，中心距可用（ ）计算。

A. )zz(m
2
1a 21  B. )zq(m

2
1a 2 C. )zz(

cos2
ma 21

n 


 D.不确定

20.齿轮传动中，齿面点蚀一般发生在（ ）部位。

A.齿顶 B.节线附近 C.齿根 D.不能确定

二、判断题（每题 3 分，共 60 分）



（ ）1.构件和零件均是运动单元。

（ ）2.一切自由度不为１的机构，其各构件之间都不可能具有确定的相对运动。

（ ）3.曲柄滑块机构一定具有急回运动特质。

（ ）4.若要使机构有急回特性，必须使  >0。

（ ）5.平底直动从动件凸轮机构，其压力角为 0。

（ ）6.在带传动中弹性滑动是带与带轮之间的摩擦力不够大而造成的。

（ ）7.同一模数和同一压力角，但不同齿数的两个齿轮，可以使用一把齿轮刀具进行加

工。

（ ）8.齿面点蚀在齿轮传动中时有发生，但硬齿面齿轮传动一般不发生点蚀破坏。

（ ）9.齿轮传动中，一对互相啮合的齿轮，其中 2H1H  ， 2F1F  。

（ ）10.在一般工作温度下，为了提高轴的刚度，可以用合金钢代替碳钢。

（ ）11.运动副是联接，联接也是运动副。

（ ）12.曲柄的极位夹角θ越大，机构的急回特性也越显著。

（ ）13.在实际生产中，机构的“死点”位置对工作都是不利的，处处都要考虑克服。

（ ）14.在任意圆周上，相邻两轮齿同侧渐开线间的弧长，称为该圆上的齿距。

（ ）15.蜗杆分度圆直径 d1=mZ1。

（ ）16.曲柄为主动件的摆动导杆机构一定具有急回特性。

（ ）17.凸轮机构的压力角越大,机构的传力特性越好。

（ ）18.槽轮机构中，槽轮每次转动的转角可进行有级的调节。

（ ）19.在直齿圆柱齿轮上，可以直接测量的直径有齿顶圆和齿根圆。

（ ）20.蜗杆传动的自锁性是指只能由蜗杆带动蜗轮，反之则不能。

三、计算题（第 1 小题 10 分，第 2 小题 20 分，共 30 分）

1、计算图示机构的自由度，说明该机构是否具有确定的相对运动。（10分）

2、一对标准外啮合直齿圆柱齿轮，已知 z1=20，z2=45，m=3mm，试计算大、小齿轮的分度

圆直径 d、齿顶圆直径 da、齿根圆直径 df，并计算该对齿轮传动的中心距 a。（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