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考试大纲 

一、参考书目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岳丹婷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2 

《工程热力学》（第五版）沈维道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传热学》（第五版）陶文铨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二、试题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1. 考试性质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为高等学校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其中，《工程热力学

与传热学》是为报考船舶与海洋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等学科考生而设置的专业课程

考试科目，属招生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它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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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并有利

于招生学校在专业上择优选拔。 

2. 考试的学科范围 

应考范围包括工程热力学、传热学两大部分。 

3. 评价目标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考试的目标在于考查考生对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的掌握情况以及相关工程问题的基本分析求解能力。考生应能：熟练掌握热力学系统

的基本概念和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熟练掌握理想气体（实际气体）的性质和

热力过程；掌握水蒸气、湿空气的热力性质、气体与蒸汽的流动及应用；掌握压气机、热力

装置、制冷装置及其循环；熟练掌握热量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导热、对流和辐射）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定律；掌握换热器的基本热计算方法；能对强化传热和减少传热损失所采取的技

术措施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计算。 

4.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答题时间：180 分钟 

（3）试卷分数：满分为150 分 

（4）试卷结构及考查比例：试卷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基本概念、选择填空和分析

判断题60%，应用计算题40%。 



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1. 工程热力学概论：工程热力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热力学的发展概况和趋势 

2. 基本概念：热力系统、热力状态及状态参数、热力过程、热力循环 

3. 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系统的储存能量、系统与外界传递的能

量、封闭系统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表达式、开口系统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表达式、稳定流动能量

方程的应用 

4. 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几种表述、卡诺循环和卡诺定理、热力学温标

和提高循环热效率的基本途径、克劳修斯不等式、状态参数—熵、熵增原理 

5. 理想气体的热力性质与过程：理想气体的定义、理想气体的比热容、理想气体的热

力学能、焓和熵、理想气体热力过程、理想气体热力过程的图示综合分析 

6. 水蒸气的热力性质和热力过程：水的定压汽化过程和水蒸气的p-v 图及T-s 图、水蒸

气表、水蒸气的h-s 图、水蒸气的基本热力过程 

7. 理想混合气体和湿空气：理想混合气体、湿空气、湿空气的h-d 图、湿空气的典型

过程 

8. 气体和蒸气的流动：喷管和扩压管的截面变化规律、气体和蒸气在喷管中的流速和

质量流量、气体和蒸气的绝热节流 

9. 压缩机的热力过程：单级活塞式压缩机的工作原理、单级活塞式压缩机所消耗的机

械功和容积效率、双级活塞式压缩机的工作过程、叶轮式压气机 

10. 气动动力循环：分析动力循环的一般方法、往复式内燃机的动力循环、往复式内燃

机各种理想循环的热力学比较、燃气轮机装置循环 

11. 蒸汽动力循环：水蒸气作为工质的卡诺循环、基本蒸汽动力装置的理想循环—朗肯

循环、再热循环和回热循环等其他蒸汽动力循环 

12. 制冷循环：空气压缩制冷循环、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制冷剂的性质、吸收制冷循环、

吸附式制冷循环、热泵循环 

13. 传热学概论：传热学的研究对象、热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导热过程、对流换热过

程、辐射换热过程和传热过程 

14. 导热：傅里叶定律和导热系数、导热微分方程、平壁导热、圆筒壁导热、肋片导热、

固体接触热阻 

15. 对流换热原理：对流换热系数、对流换热过程的数学描述、对流换热过程的实验求

解 

16. 各种对流换热过程的特征及其计算公式：受迫对流换热、自然对流换热、蒸气凝结

换热、液体沸腾换热 

17. 辐射换热：热辐射的基本概念、热辐射的基本定律、物体间的辐射换热、太阳辐射 

18. 传热过程与热交换器：传热过程的分析与计算、热交换器的类型和平均温差、换热

器的热计算、增强传热的方法和热绝缘的应用、热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