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科技大学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材料科学基础》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04

I.考试性质

材料科学基础考试是为辽宁科技大学材冶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招收硕士

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

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材料科学基础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

及运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

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

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基础理论的素质，并有利于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

关专业的择优选拔。

II.考查目标

材料科学基础科考试涵盖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陷、固体中的扩散、纯金属

的凝固、二元合金相图、三元合金相图、材料的变形与再结晶、亚稳态材料。要

求考生：

（1）掌握材料内部的微观结构，包括原子态到聚合态，从理想的完整结构到

存在各种缺陷的不完整晶体结构，原子和分子在固体中的运动，以及材料在受力

变形时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恢复过程。

（2）掌握材料组织结构的转变规律，包括单组元转变，二组元间的相互作用

及转变和三元系的相互作用规律，通过这些内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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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陷约 25%

固体中的扩散、纯金属的凝固约 25%

二元合金相图、三元合金相图约 30%

材料的变形与再结晶、亚稳态材料约 20%

Ⅳ.考查内容

1.晶体结构：掌握晶体的空间点阵、晶胞、晶向和晶面指数、典型的金属晶

体结构、合金相结构、离子晶体结构，了解硅酸盐晶体结构、共价晶体结构。

2.晶体结构缺陷：掌握各种晶体结构缺陷的基本类型及特征，重点是热缺陷、

位错的基本类型和特征、位错的运动及运动位错的交割、晶界的种类及特征。

3.固体中的扩散：掌握化学扩散、自扩散、稳态扩散和非稳态扩散的概念，

菲克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应用范围、扩散机制、扩散系数和影响扩散的因素。

4.纯金属的凝固：掌握纯金属凝固的规律、热力学条件、均匀形核规律、长

大方式及细化晶粒的途径，了解非均匀形核规律及晶体长大机制。

5.二元合金相图：掌握相图的热力学基本要点（相律、杠杆定律、自由能－

成分曲线），匀晶、共晶、共析、包晶相图及其合金的结晶过程， Fe-Fe 3 C 相

图及其合金的凝固、二元合金的凝固理论。

6.三元合金相图：掌握三元相图的成分表示法、定量法则，三元匀晶相图及

结晶过程，固态互不溶解三元共晶相图的投影图、结晶过程、等温截面、变温截

面。

7.材料的变形与再结晶：掌握单晶体塑性变形的基本方式、产生条件，多晶

体塑性变形的特点、塑性变形对材料组织及性能的影响及强化金属材料的方法。

掌握冷变形金属在加热时组织和性能的变化、回复与再结晶机制、再结晶温度及

影响因素、影响再结晶后晶粒大小的因素。

8.亚稳态材料：了解纳米晶材料、准晶材料及非晶态材料的结构、性能、形

成过程及应用。

Ⅴ.参考书目

《材料科学基础教程》 主编 王亚男 冶金工业出版社



《钢铁冶金原理》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05

I.考试性质

钢铁冶金原理考试是为辽宁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冶金工程学科招收硕士

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

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钢铁冶金原理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

及运用钢铁冶金原理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

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钢

铁冶金学科基础理论素质，并有利于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相关专业上的择

优选拔。

II.考查目标

钢铁冶金原理科考试涵盖冶金热力学基础、冶金动力学基础、金属熔体、冶

金炉渣、化合物形成-分解及碳、氢燃烧反应、氧化物还原熔炼反应、氧化熔炼反

应及钢液的二次精炼反应。要求考生：

（1）掌握冶金热力学、冶金动力学的基础理论及冶金熔体和炉渣结构、热力

学特性、化学性质及物理性质。

（2）能运用冶金热力学、动力学的基础理论对钢铁冶金过程中的主要反应，

例如化合物形成-分解及碳、氢燃烧反应，氧化物还原熔炼反应，氧化熔炼反应，

钢液的二次精炼反应等进行具体分析，得出控制钢铁冶金过程反应的条件。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试卷内容如下：

（1）冶金热力学基础、冶金动力学基础约 25%

（2）金属熔体、冶金炉渣、约 25%

（3）化合物形成-分解及碳、氢燃烧反应约 25%

（4）氧化物还原熔炼反应、氧化熔炼反应、钢液的二次精炼反应约 25%



试卷题型结构如下：

（1）问答题（30 分）

（2）填空题（24 分）

（3）简答题（36 分）

（4）分析题（30 分）

（5）计算题（10 分）

（6）计算题（10 分）

（7）计算题（10 分）

无选答题。

Ⅳ.考查内容

（1）冶金热力学基础：化学反应的吉布斯自由能变化、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

化、平衡常数及与此有关的溶液中活度的计算方法和实验方法。

（2）冶金动力学基础：化学反应速率式，分子扩散及对流传质，反应过程动

力学方程的建立。

（3）金属熔体：冶金熔体的结构、热力学特性及物理性质、铁液中组元活度

的相互作用系数。

（4）冶金炉渣：二元渣系及三元渣系相图，熔渣结构理论假说、炉渣结构的

离子理论，金属液与炉渣的电化学反应原理，熔渣的完全离子溶液模型，活度曲

线图，熔渣的物理化学性质。

（5）化合物形成-分解及碳、氢燃烧反应：化合物形成-分解热力学原理，碳

酸盐分解反应，金属氧化动力学，可燃气体、固体碳燃烧反应及气相平衡成分计

算。

（6）氧化物还原熔炼反应：氧化物还原热力学，氧化物间接与直接还原反应，，学力学气渣反全物燃的元学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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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学》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06

I.考试性质

传热学课程是为辽宁科技大学材冶学院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招收硕士

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

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传热学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运用

热工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

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传热学基础理

论的素质，并有利于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上的择优选拔。

II.考查目标

传热学科考试涵盖绪论、稳态热传导、非稳态热传导、导热问题的数值解、

对流传热的理论基础、单相对流传热的实验关联式、相变对流传热、热辐射的基

本定律及实际物体的辐射特性、辐射换热的计算、传热过程分析与换热器计算。

要求考生：

（1）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导热、对流和热辐射三种热量传递方式的物理概念、

特点和基本规律，并能综合应用这些基础知识正确分析工程实际中的传热问题。

（2）掌握计算各类热量传递过程的基本方法，能对典型的工程传热问题进行

计算，能对间壁式换热器进行原理性的热力设计。了解强化或削弱热量传递过程

的方法，并能提出工程实际中切实可行的强化或削弱传热的措施。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基本概念 30%

基本分析 30%

基本计算 40%

Ⅳ.考查内容



（1）传热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传热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应用;热量传递的基本

方式：导热、对流和热辐射;热量传递的计算公式;传热过程及热阻概念。

（2）导热基本定律（傅立叶定律）、导热微分方程式、通过平壁和圆筒壁的导

热（第一，第三类边界条件）的分析及计算、通过肋片导热的分析及计算。

（3）非稳态导热的基本概念、一维非稳态导热问题的求解及诺谟图、集总热

容系统的分析及求解、二维、三维非稳态导热问题的求解。

（4）数值解法求解导热问题的思路;节点离散方程;非稳态导热问题的离散格

式及稳定性条件。

（5）牛顿冷却公式;流动边界层和温度边界层;影响对流换热的因素;局部表面

传热系数与平均表面传热系数;常物性流体对流换热的微分方程组及其定解条件;

流体流动时的边界层能量微分方程;边界层能量积分方程;相似原理及准则方程;

实验数据的整理方法。

（6）理解相似原理或量纲分析在指导对流换热实验中的作用，准则方程的导

出。掌握实验数据的整理方法。圆管及非圆形通道内(层流和湍流)强制对流换热;

外掠单管及管束强制对流换热;简单形状物体的大空间自然对流换热;有限空间自

然对流换热。

（7）珠状凝结和膜状凝结;竖壁层流膜状凝结换热分析解;竖管外和竖壁上与

水平管和管束外凝结换热的计算;凝结换热的影响因素及强化;大容器饱和沸腾曲

线;临界热流密度;大容器饱和核态沸腾换热、临界热流密度的计算;沸腾换热的影

响因素及强化。

（8）热辐射的本质及特征;黑体热辐射的基本定律;黑体辐射函数;实际物体表

面辐射特性;漫射表面和灰体;基尔霍夫定律。

（9）角系数的定义和性质;角系数的计算;代数分析法;有效辐射;被透明介质

隔开的漫灰表面间辐射换热的计算;辐射换热的强化与削弱;气体辐射特点和影响

气体辐射发射率的因素。

（10）传热过程与传热系数;临界热绝缘直径;对数平均温差;换热器型式;换热

器的热计算;传热的强化与削弱;传热问题综合分析;污垢热阻及其确定方法。

Ⅴ.参考书目

《传热学》第四版 主编：杨世铭 陶文铨 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