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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普通物理》是我校为招收物理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一门专业课 程

考试科目，属招生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考试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 校

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及以上水平。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卷时间：180 分钟。 

（三）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 分。 

（四）试卷结构及考查比例：填空题、计算题，其分值为 2 : 3。 

三、考试的总体要求 
 

普通物理是大部分理工科专业设定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要求

考生对其中的基本概念有深入的理解，系统掌握物理学的基本定理和

分析方法，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要求 
 

（一）力学部分 
 

1、质点运动学： 

掌握位置矢量、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描述质点运动及运动变化 

的物理量，及其在直角坐标系、自然坐标系、圆周运动角坐标系中的 

表达式，以及它们的矢量性、瞬时性；熟悉两类运动学问题及其解决 

方法，即运用运动方程确定质点的位置、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方法， 

3



  

以及已知质点运动的加速度和初始条件求速度、运动方程的方法。 
 

2、刚体定轴转动： 

掌握力矩、转动惯量、刚体绕定轴转动动能及角动量概念；熟练运用

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转动动能定理、角动量守恒定律及机械能守

恒定律分析和解决简单刚体系统的力学问题。 

3、振动与波 

掌握描述简谐振动和平面简谐波的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

相互关系；掌握旋转矢量法，并能用它分析有关问题；掌握简谐振动的基

本特征，能建立弹簧振子或单摆简谐振动的微分方程，能根据初始条件求

出一维谐振动的振动方程；根据已知质点简谐振动方程建立平面简谐波的

波动方程的方法以及波动方程的物理意义；掌握波的相干条件，能应用相

位差或波程差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迭加后振幅加强和减弱的条件。 

（二）电磁学部分 
 

1、静电场 

掌握静电场的电场强度和电势的概念以及场的迭加原理，会求解

场强和电势；掌握静电场的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以及运用高斯定理

计算场强的条件和方法；掌握静电场中导体处于静电平衡的条件，以

及从静电平衡条件分析带电导体在静电场中的电荷分布；掌握电容的

定义，会计算几何形状对称电容器的电容；掌握电场能量密度的概念， 会计

算几何形状对称带电体的电能。 

2、稳恒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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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磁感应强度概念及毕奥─萨伐尔定律，会计算一些规则载流

导线周围空间中特殊点的磁感应强度；掌握稳恒磁场的高斯定理和安

培环路定理及安培定律和洛仑兹力公式，理解磁矩和磁力矩的概念；

熟悉掌握用安培环路定理计算磁感应强度的条件和方法。 

3、电磁感应 

掌握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感应电动势、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

势的概念及其规律，理解自感、互感的定义及其物理意义，掌握磁场

能量密度的概念，会计算几何形状对称载流导体的磁能。 

（三）波动光学 
 

1、光的干涉 

掌握光程的概念以及光程差和相位差的关系，会分析确定杨氏双

缝干涉条纹及薄膜等厚干涉条纹的位置，理解获得相干光的方法及迈

克耳逊干涉仪的工作原理。 

2、光的衍射 

掌握单缝夫琅和费衍射条纹分布规律的半波带方法，会分析缝宽

及波长对衍射条纹分布的影响、光栅衍射谱线的位置以及光栅常数及 波

长对光栅衍射谱线分布的影响，理解惠更斯一菲涅耳原理。 

3、光的偏振 

理解自然光和线偏振光的概念，掌握布儒斯特定律、马吕斯定律

及偏振光的获得方法和检验方法，了解双折射现象。 

（四）量子物理基础 
 

了解黑体辐射及普朗克能量子假设；掌握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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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规律及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解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对这两效应

解释；掌握氢原子光谱的实验规律及玻尔的氢原子理论；理解德布罗

意的物质波假设，了解电子衍射实验，掌握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及

描述物质波动性的物理量（波长、频率）和粒子性的物理量（动量、

能量）间的关系；了解波函数及其统计解释和不确定关系，掌握用一

维定态薛定谔方程处理一维无限深势阱等微观物理问题的方法。 

五、参考教材 
 

《大学物理教程》（第2版），汪礼胜等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9 月。 

6



  

《量子力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量子力学》是我校为招收物理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一门专业课程

考试科目，属招生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该课程以量子力学的基础知识作

为基本考试范围。考试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

格及以上水平。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卷时间：180 分钟。 

（三）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 分。 

（四）试卷结构及考查比例：简答题、证明题、计算题，其分值比为 1 : 

1 : 3。 

三、考试的总体要求 

本科目考试的重点是要求熟练掌握波函数的物理解释，薛定谔方程的

建立、基本性质,对一些基础物理问题能利用薛定谔方程进行精确求解或近

似求解，掌握解的物理意义，熟悉其实际的应用。掌握量子力学中一些特

殊的现象和问题的处理方法，包括力学量的算符表示、对易关系、不确定

性关系、态和力学量的表象、电子的自旋、粒子的全同性、泡利不相容原

理、量子跃迁及光的发射与吸收的半经典处理方法等，并具有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要求 

（一）波函数和薛定谔方程 

1. 了解波粒二象性的物理意义及其主要实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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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练掌握波函数的标准化条件：有限性、连续性和单值性。深入理

解波函数的概率解释。 

3. 理解态叠加原理及其物理意义。 

4. 熟练掌握薛定谔方程的建立过程。深入了解定态薛定谔方程，定态

与非定态波函数的意义及相互关系。掌握定态波函数的物理性质、掌握连

续性方程的推导及其物理意义。 

（二）一维势场中的粒子 

1. 熟练掌握一维无限深方势阱的求解方法及其物理讨论，掌握一维有

限深方势阱束缚态问题的求解方法。 

2. 熟练掌握势垒贯穿的求解方法及隧道效应的解释。掌握一维有限深

方势阱的反射、透射的处理方法。 

3. 熟练掌握一维谐振子的能谱及其定态波函数的一般特点及其应用。 

4. 了解δ 函数势（包含 δ 势垒和 δ 势阱）的处理方法。 

（三）力学量的算符表示 

1. 掌握算符的本征值和本征方程的基本概念。 

2. 熟练掌握厄米算符的基本性质及相关的定理。 

3. 熟练掌握坐标算符、动量算符以及角动量算符，包括定义式、相关

的对易关系及其对应的本征值和本征函数。 

4. 熟练掌握力学量的取值概率及平均值的计算方法，理解两个力学量

同时具有确定值的条件和共同本征函数。 

5. 熟练掌握不确定性关系的形式、物理意义及其一些简单的应用。 

6. 理解力学量平均值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掌握如何根据哈密顿算符来

判断该体系的守恒量。 

（四）中心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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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练掌握两体问题化为单体问题及分离变量法求解三维库仑势问

题。 

2. 熟练掌握氢原子和类氢离子的能谱及基态波函数以及相关的物理量

的计算。 

3. 了解球形无穷深方势阱及三维各向同性谐振子的基本处理方法。 

（五）量子力学的矩阵表示与表象变换 

1. 理解力学量所对应的算符在具体表象的矩阵表示。 

2. 了解表象之间幺正变换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3. 掌握量子力学公式的矩阵形式及求解本征值、本征矢的矩阵方法。 

4. 了解狄拉克符号的意义及基本应用。 

5. 熟练掌握一维简谐振子的代数解法和占据数表象。 

（六）自旋 

1. 了解斯特恩—盖拉赫实验。 

2. 熟练掌握自旋算符的对易关系和自旋算符的矩阵形式(泡利矩阵)、与

自旋相联系的测量值、概率和平均值等的计算以及其本征值方程和本征矢

的求解方法。 

3. 了解电磁场中的薛定谔方程和正常塞曼效应的物理机制。 

4. 了解自旋-轨道耦合的概念、总角动量本征态的求解及碱金属原子光

谱的精细和超精细结构。 

（七）定态问题的近似方法 

1. 了解定态微扰论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2. 掌握非简并的定态微扰论中波函数一级修正和能级一级、二级修正

的计算． 

3. 掌握简并微扰论零级波函数的确定和一级能量修正的计算． 

4. 了解氢原子一级斯塔克效应及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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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量子跃迁 

1. 了解量子态随时间演化的基本处理方法，掌握量子跃迁的基本概

念。 

2. 了解突发微扰、绝热微扰及周期微扰和有限时间内的常微扰的跃迁

概率计算方法。 

3. 了解光的吸收与辐射的半经典理论，特别是选择定则的定义及其作

用。 

（九）多体问题 

1. 了解量子力学全同性原理及其对于多体系统波函数的限制。 

2. 了解费米子和波色子的基本性质和泡利不相容原理。 

3. 了解氦原子及氢分子的基本近似求解方法以及解的物理讨论。 

五、参考教材 

1. 量子力学教程（第三版），曾谨言，科学出版社，2017 年 12 月。 

2. 量子力学教程（第二版），周世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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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材料力学》是报考工程力学、车辆工程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

一门专业课程考试科目，属于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考试的评价标准

是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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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知识并有利于招生学校在专业上择

优选拔。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卷时间：180 分钟。 
 

（三）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 分。 
 

（四）试卷结构及考查比例：考卷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其中客

观题分值占 20％左右，题型包含填空、选择等；主观题分值占 80％ 

左右，题型包含计算、作图、综合分析等。 

三、考试的总体要求 
 

掌握应力、应变、柔度等基本概念，正确分析杆件在轴向拉压、

扭转、弯曲时的内力并作内力图；熟练掌握各种基本变形及组合变形

形式下杆的应力和变形理论计算方法；正确运用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条件，对杆件进行校核验算和设计；掌握能量法及其应用；掌握动载

荷分析计算方法。 

四、考试的内容 

（一）理论部分 
 

1. 基本概念 
 

可变形固体的基本假设，内力、截面法和应力，应变，杆件变形

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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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轴向拉伸和压缩 
 

轴力和轴力图，直杆横截面和斜截面上的应力，最大切应力，许

用应力，强度条件；圣维南原理。 

轴向拉伸和压缩时的变形，纵向变形，线应变；胡克定律，弹性

模量，抗拉（压）刚度；横向变形，泊松比；应变能，应变能密度。 

低碳钢、铸铁的拉伸和压缩试验，应力—应变图及其特性。

拉压超静定问题。应力集中的概念。 

3. 扭转 
 

薄壁圆筒扭转时的应力和变形，纯剪切，切应变，剪切胡克定律， 

剪切弹性模量；切应力互等定理。 

功率、转速与外力偶矩间的关系，扭矩和扭矩图；圆轴扭转时的

应力和变形，极惯矩，抗扭截面模量，抗扭刚度；强度条件和刚度条

件。 

扭转时的应变能。矩形截面杆扭转的概念。扭转超静定问题。 
 

4. 截面图形的几何性质 
 

静矩、惯性矩，惯性积，惯性半径。简单图形的惯性矩和惯性积

的计算。平行移轴公式，转轴公式。组合图形的惯性矩和惯性积的计

算。 

5. 弯曲内力 
 

平面弯曲的概念和实例。梁的计算简图。剪力、弯矩及其方程， 

剪力图和弯矩图。弯矩、剪力与分布载荷集度间的微分关系及其应用， 叠

加法作弯矩图。平面刚架和曲杆的内力图。 

6. 弯曲应力 
 

梁在平面弯曲时的正应力公式，梁的正应力强度条件。弯曲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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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梁的切应力强度校核。提高弯曲强度的措施。 
 

7. 弯曲变形 
 

梁的变形和位移，挠度和转角。梁的挠曲线及其近似微分方程， 

用积分法求梁的挠度和转角。用叠加原理求梁的挠度和转角。梁的刚

度校核。提高弯曲刚度的措施。 

简单超静定梁。弯曲时的应变能。 
 

8. 应力、应变分析基础 
 

应力状态，主应力和主平面。平面应力状态的应力分析。三向应

力状态的最大应力。 

广义胡克定律。三个弹性常数间的关系。体积应变。三向应力状

态下弹性应变能密度，体积改变和形状改变能密度。 

9. 强度理论 
 

强度理论，破坏形式的分析，脆性断裂和屈服失效。 
 

最大拉应力理论，最大拉应变理论，最大切应力理论，形状改变

能密度理论，相当应力的概念。莫尔强度理论。 

10. 组合变形 
 

组合变形的概念。两相互垂直平面内弯曲时的应力和强度计算， 

拉伸（压缩）与弯曲组合时的应力和强度计算，扭转与弯曲组合时的

强度计算。 

连接件的实用计算。 
 

11. 压杆稳定 
 

压杆稳定的概念。细长压杆临界力的欧拉公式，长度因数。压杆

的柔度，压杆的临界应力总图。压杆的稳定计算。提高压杆稳定性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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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量法 
 

杆件的应变能计算，功的互等定理，位移互等定理。卡氏定理。

虚功原理，单位载荷法，图乘法。 

13. 超静定结构 
 

超静定结构的概念，力法及其正则方程。 
 

14. 动载荷 
 

动应力，动变形，动荷因数。构件作匀加速运动时的应力和变形

计算，构件受冲击时的应力和变形计算。 

（二）实验部分 
 

了解材料力学性能的常规检测设备和基本操作方法，掌握应变测

量的电测原理及电测基本方法。掌握测定材料的强度、弹性模量等力

学性能的实验方法。 

五、参考教材 
 

《材料力学》(Ⅰ)(Ⅱ)第 6 版，孙训方、方孝淑、关来泰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理论部分） 

《基础力学实验》，张红旗、李瑶主编，科学出版社，2016 年。 

（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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