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农业大学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802 考试科目：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

本考试大纲由 （单位）于 年 月 日通过。

一、考试性质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考试是为沈阳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农业生物

环境与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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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阶段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两门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

运用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的理论、方法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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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理论的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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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查目标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考试涵盖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两门课程。

工程热力学考试涵盖基本概念和定义、热力学第一定律、理想气

体的性质与热力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水蒸气与湿空气、气体的流

动和压缩、制冷装置循环。要求考生：

（1）掌握热力系、状态参数、广延量、强度量、平衡状态、准

静态平衡过程、可逆过程等相关基本概念；弄清开口系统和闭口系统、

孤立系统和非孤立系统。

（2）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实质和表述；掌握卡诺

循环与卡诺定理的运用；掌握孤立系统熵增原理的内容；熟练掌握运



用理想气体的四个基本热力过程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进行

相关热力计算。

（3）掌握水蒸汽的形成原理以及水蒸汽热力性质图表的结构和

使用方法。掌握湿空气的基本热力过程在实际当中的应用。

（4）掌握声速方程和马赫数的概念；掌握利用马赫数选择喷管；

掌握促使流速改变的条件；掌握绝热制止参数在生活中的应用。

（5）掌握空气压缩制冷循环及蒸汽压缩制冷循环的装置、工作

原理和过程。

传热学考试涵盖绪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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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热传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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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综合运用这些基础知识正确分析工程实际

中的传热问题。

（2）掌握各类热量传递过程的基本计算方法，能对典型的工程

传热问题进行计算，掌握工程实际中切实可行的强化或削弱传热的措

施。

三、适用范围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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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试卷内容结构



工程热力学篇 75分。传热学篇 75 分。

（三）试卷题型结构及分值比例

填空或概念题约 20% ；

判断题约 20% ；

分析简答题约 30%；

计算题约 80%。

五、考查内容

工程热力学：

（1）以热力系统内工质的热力状态为中心，讨论热力系统、状

态参数、平衡状态、状态方程及工质状态的变化过程。重点掌握平衡

状态、准静态平衡过程、可逆过程；对热力系，一定弄清开口系统和

闭口系统；孤立系统和非孤立系统。状态参数要强调和路径无关，同

时注意单位换算。

（2）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应用。强调这个定律的普遍实用性（无

论开口系、闭口系；无论任何工质、任何过程），掌握稳定流动能量

方程的来源和应用。明确热力学第一定律是研究热力学的主要基础之

一，并对其实质应有明确的概念。对于功，掌握容积变化功（膨胀功）、

推动功、技术功和轴功的区别与联系（尤其是 Pdv 与 vdP 的关系）；

功和热量都是通过界面而传递的能量，它们都是过程量而非状态参

数；对于焓，知道 pv 这项不是内能。

（3）以热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理想气体为工质，分析不同的

热力过程中能量转换关系，并在状态参数坐标图上进行比较。能够准

确地计算理想气体的内能、焓、熵。掌握从基本定律基本概念和基本

公式出发，结合具体过程的特点来分析、推导所需公式以及相关计算



的能力。

（4）掌握热力学第二定律各种表述的等效性。掌握卡诺循环及

卡诺定理、孤立系统熵增原理，并利用它们进行相关计算。掌握“熵”

是一个状态参数以及它的推导过程。掌握利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数学

表达式判断某一热力过程或循环是否能够进行。

（5）掌握水蒸汽的形成原理以及水蒸汽热力性质图表的结构和

使用方法；掌握干度、过热度等基本概念；强调水蒸汽是热工领域的

重要工质，其性质比较复杂，不能抽象为理想气体。了解混合气体的

基本概念。掌握湿空气的状态参数、湿空气焓湿图；掌握露点、湿球

温度、绝对湿度、相对湿度、含湿量等基本概念；掌握湿空气的基本

热力过程在实际当中的应用。

传热学：

（1）掌握热量传递的基本方式：导热、对流和热辐射之间的区

别与联系;热量传递的计算公式;传热过程、传热系数及热阻的概念。

（2）掌握导热基本定律（傅立叶定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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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临界热绝缘直径（半

径）判断某些实际工程问题；了解通过肋片导热的分析及计算。

（3）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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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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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牛顿冷却公式并利用其进行简单计算;流动边界层和温



度边界层的概念;影响对流换热的因素。弄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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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相似

原理及准则方程。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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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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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物理现象相似的条件、同类物理现象的

概念、掌握利用准则方程进行简单计算。

（7）掌握珠状凝结和膜状凝结的概念以及影响膜状凝结的因素。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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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沸腾曲线及临界热流密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

（8）掌握热辐射的本质及特征，黑体热辐射的基本定律，利用

玻尔兹曼定律进行计算。了解实际物体表面辐射特性;漫射表面和灰

体;基尔霍夫定律。

（9）掌握角系数的定义和性质。理解角系数的计算;代数分析法;

有效辐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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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传热的强化与削弱措施及遮热板原理，掌握对数平均

温差;掌握传热问题综合分析。

六、本校本科生教学用书

1、《工程热力学》，刘建禹，中国农业出版社，第 1版。

2、《传热学》，章熙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五版。



3、《热工基础》，张学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 版。

4、《热工基础》，童钧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 2 版。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D%AF%BE%FB%B8%FB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