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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2023 年 
“专升本”招生章程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2023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

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湘教发„2022‟55 号）文件精神，经

学校研究决定，2023 年从我省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选拔优秀

学生进入我校全日制本科专业三年级学习（以下简称“专升本”）。

为做好 2023 年“专升本”学生的选拔工作，学校依据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和《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工作规定》，全面贯彻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严格落实

招生信息“十公开”制度，严格执行教育部“30 个不得”招生

工作禁令，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录取原则，为国

家和学校选拔优秀人才。 

一、学院基本情况 

（一）学院全称：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学院国标代码：

12649；办学类型：独立学院；学校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桃园路。 

（二）潇湘学院招生办公室的通讯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桃园

路，邮编：411201，日常工作电话：0731-58290670，传真：

0731-58290147，录取期间电话：0731-58273804，58273805，

58273808，58273839，学院网址：http://xxxy.hnust.edu.cn/，

招生网址：http://xxzs.hnust.edu.cn/。 

（三）学院成立由学校纪委监察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组成的招生监察小组，遵循“参与中监督、监督中服务”的原则，

监督招生政策、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实行全程监督，规范招

http://xxzs.hnust/
http://xxzs.hn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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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为，维护学校的良好形象和社会公共利益。监督电话：

0731-58291312。 

二、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专升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刘友金 

副组长：周智华 

成  员：何正良  吴亮红  吴帅锋  禹旭才  戴巨川 

夏  莉  余光辉  邓淇中  牛秋林   

领导小组下设“专升本”选拔工作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由吴亮红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专升本”选拔工作的组织

与实施。 

三、招生对象 

（一）根据普通高校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并参照普通高考报名

有关要求，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含免试生）可报名参加我校“专

升本”招生考试： 

1.学生报考专业应符合湖南省专升本专业大类与本科专业

类对应关系的要求。 

2.遵纪守法，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3.在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就读且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能取得毕业证书，并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下

简称学信网）进行了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的应届毕业生；我省普通

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及在校学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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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或在外省全日制高职（专科）就读（或已毕业）的我省户籍

学生并在我省应征入伍，并取得全日制高职（专科）学历的退役

大学生。 

（二）我校“专升本”不接收五年制高职专科学生。 

（三）下列人员不得报名：在校及入伍期间受到记过及以上

纪律处分，且在报名前还没有解除处分的；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

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

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处理且仍处于停考期的；上年可以正常

毕业并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专升本考试，不得延期毕业再以应

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四、招生专业及计划 

我院 2023 年专升本招生专业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招生计划以湖南省教育厅相关文件为准。 

五、考试考核 

（一）考试科目 

总共 3门，每门课程总分为 100分，考试时量为 120 分钟，

具体考试科目如下：《机械设计》《机械原理》《公差配合与技

术测量》。免试“专升本”的考生参加学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面

试。考试大纲见附件。 

（二）准考证打印 

考生须在 4 月 19 日-21 日登陆专升本信息平台，下载准考

证并自行打印。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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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时间 

免试生职业适应性面试：初定 2023 年 3 月 31日（荣立三等

功及以上的考生可免于参加考试）。学校根据免试生招生计划按

照考生职业适应性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分竞赛生和退役大学

生士兵两类进行录取。 

文化课考试：2023 年 4 月 22日。 

（四）考试地点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湘潭市雨湖区桃园路）。 

（五）考试组织 

在学校“专升本”选拔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编排考场

及命题、制卷、阅卷、面试、登分、统分等组考工作。 

六、录取 

（一）免试生录取。免试生的录取工作在普通招考前进行，

具体要求和程序由省教育考试院公布。退役大学生士兵、竞赛获

奖考生及报考“湖湘工匠燎原计划”考生分别按照《2023年湖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中附件2、3相关

规定进行录取。未被免试录取的考生，可参加第一次填报志愿的

本科高校组织的考试及录取。 

符合“专升本”基本要求并具备以下两类条件之一者，学校

可以免试推荐录取：①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就读期间（截止

到2023年3月底）获得以下奖项：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技能大赛

一类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一、二、三等奖，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银奖。②我省普通高校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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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高职（专科）毕业生应征入伍并退役的大学生士兵、我省全日

制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完成高职

（专科）学业的毕业生；或在外省全日制高职（专科）就读（或

已毕业）的我省户籍学生并在我省应征入伍，并取得全日制高职

（专科）学历的退役大学生。遵纪守法，服役期间没有受到部队

的相关处分，退役后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

措施。 

（二）普通考生录取。普通类考生的录取工作安排在6月初

进行。按照省教育厅下达的招生计划分专业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为提高我校生源质量，确定有关专业录取合格线，

未达到合格线的考生可不予录取。当某专业实际参考人数不足

时，参照本校其他专业录取率的平均水平、本专业考生生源质量

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该专业普通考生的录取率。 

（三）脱贫家庭毕业生录取。适当提高脱贫家庭毕业生的录

取率，原则上不高于本专业常规录取率 10 个百分点。具体录取

时，脱贫家庭毕业生与普通考生统一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录

取完成后，如该专业的脱贫家庭毕业生录取率没有达到比例，可

通过追加并单列部分计划录取脱贫家庭毕业生。录取率以该专业

脱贫家庭毕业生实际参考人数为基数进行计算。 

（四）追加计划。录取过程出现的考生同分成绩、脱贫家庭

毕业生及免试生录取计划不足等情况可追加部分计划。学院可向

省教育考试院提出申请，报省教育厅统筹研究后下达追加计划。

脱贫家庭毕业生考试成绩在公布计划范围内录取的，不需要追加

计划，但纳入学院该专业录取比例的计算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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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示。专升本录取程序参照普通高考录取模式进行。

录取结束后，我院及时将录取数据（含考生成绩、拟录取名单、

照片、免试生、脱贫家庭毕业生信息等）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核，

审核通过后，在学院官网上对拟录取名单进行公示（不少于7日）。 

（六）毕业资格审核。6月底前对拟录取的应届毕业考生资

格进行审核确认。省教育考试院将我校提交的拟录取名单报省教

育厅学籍管理部门进行毕业资格审核，经对录取名单与其在学信

网上的学籍学历信息进行比对核查后，省教育考试院根据核查结

果办理最终录取手续，打印录取名册，我院领取录取名册，并对

通过核查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学生取消录

取资格。 

七、学籍学历管理 

严格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对专升本学生进行学籍管理，我校

将与高职（专科）高校加强工作衔接，共同做好专升本学生学籍

学历管理工作。 

（一）高职（专科）毕业。各高职（专科）高校整理好专升

本学生个人档案，及时移交我院，按有关规定给符合毕业条件的

学生发放专科毕业证书，并在学信网进行专科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 

（二）本科学籍学历管理。我院9月30日前完成对专升本学

生报到入学及学籍注册工作。加强学生入校后录取资格及新生入

学资格复查等工作，严格审核专科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确保本科

学籍注册信息与专科学历电子注册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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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学习及毕业。专升本学生入学后进入普通本科三

年级学习，在校学习两年，不得转专业和转学，不得采取非普通

全日制学习形式就读。学生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

业要求的，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其毕业证书

上标注“在本校 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

本科阶段学习和颁发毕业证书实际时间填写。 

八、收费标准 

（一）根据省财政厅、省发改委有关文件规定，2023 年普

通高校专升本报名考试收费标准为 130 元/人，缴费时间为 4 月

11-14日。由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向我院缴费。 

（二）学习期间收费标准根据省发改委和省教育厅的有关规

定执行，学杂费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每学年开学

报到时交清。 

九、其他 

本章程由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2023 年“专升本”专业考试 

科目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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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机械设计》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和基本要求 

《机械设计》课程是以一般尺寸通用零件的设计为核心的设

计性课程，而且是论述通用零件的基本设计理论与方法的技术基

础课程。该课程的考试旨在考核学生对本课程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能力，包括一定的机械零件及部件的基本设计理论知识和计算方

法、分析机械零件及部件的基本能力、自学能力，比较熟练的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简单机械系统和结构问题的能力等。 

二、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命题的指导思想 

全面考查学生对《机械设计》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

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握的情况。 

（二）命题的原则 

题型尽可能多样化，题目数量宜多、分值宜小，涵盖范围广。

试卷中，基础知识点考核内容宜占 70%左右，重点内容宜占 20%

左右，难点内容宜占 10%左右。 

三、考试内容 

（一）绪论与机械设计总论（5%左右） 

1.了解机器的基本组成要素及主要组成部分； 

2.机械零件的主要失效形式、设计准则、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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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带传动（10%左右） 

1.了解带传动的特点、类型及应用；  

2.了解 V 带和 V带带轮的结构和标准；  

3.掌握带传动受力分析、应力分析、弹性滑动和打滑等基本

理论；  

4.掌握 V 带传动的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理解 V带传动的设

计计算；  

5.了解带传动的张紧与维护。 

（三）链传动（10%左右） 

1.了解滚子链的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 

2.掌握滚子链的结构和标准； 

3.掌握链传动运动不均匀性产生的原因和链传动的失效形

式； 

4.理解滚子链传动的设计计算； 

5.了解链传动的布置、张紧及润滑。  

（四）齿轮传动（20%左右） 

1.了解齿轮传动的特点、类型和应用； 

2.掌握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 

3.掌握直齿轮、斜齿轮和锥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 

4.理解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5.了解齿轮的结构设计和齿轮传动的润滑。 

（五）蜗杆传动（10%左右） 

1.了解圆柱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掌握正确啮合条件； 

2.掌握蜗杆传动的设计准则和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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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蜗杆传动的设计计算。 

（六）滚动轴承（12%左右） 

1.了解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特点和结构特性； 

2.掌握滚动轴承的代号及其选择； 

3.掌握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理解滚动轴承的工作情况分

析； 

4.掌握滚动轴承寿命的计算，理解滚动轴承的组合结构设

计。 

（七）轴（13%左右） 

1.了解轴的功用、类型、特点及应用； 

2.掌握轴的结构设计及提高轴的强度的措施； 

3.了解轴的扭转强度和弯扭合成强度计算。 

（八）键、花键、销连接与联轴器（8%左右） 

1.了解键连接，花键连接，销连接的分类及工作原理； 

2.掌握平键连接尺寸的确定方法、失效形式和强度校核方

法； 

3.理解联轴器和离合器的功用和区别。 

（九）螺纹连接（12%左右） 

1.理解螺纹连接的基本类型； 

2.掌握螺纹连接的预紧与防松； 

3.掌握既受预紧力又受拉伸载荷的紧螺栓联接强度计算。  

四、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一）试卷结构 

基本题 7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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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题型 

主要有五大题型，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单项选择题

20%左右，填空题 10%左右，简答题 30%左右，分析计算题 40%左

右。 

五、考核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出一套试题并附标准答案。 

六、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涵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考试时间 120分

钟。 

七、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一）教材 

濮良贵、陈国定等编著，《机械设计》（第十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9年。 

（二）主要参考书 

濮良贵等编著，《机械设计学习指南》（第四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1年。 

李育锡编著，《机械设计作业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1年。 

濮良贵等编著，《机械设计》（第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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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原理》 

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和基本要求 

《机械原理》课程是机械类各专业中研究机械共性问题的一

门主干专业基础课。通过《机械原理》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掌握

机构学和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初步

具有拟定机械运动方案、分析和设计机构的能力。 

（一）掌握机构结构分析的基本知识。 

（二）掌握常用机构的运动分析，具有设计常用机构的能力。 

（三）初步掌握对运动分析方案的确定和机构组合运用等方面

的知识。 

（四）了解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知识。 

二、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命题的指导思想 

全面考查学生对《机械原理》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

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握的情况。 

（二）命题的原则 

题型尽可能多样化，题目数量宜多、分值宜小，涵盖范围广。

试卷中，基础知识点考核内容宜占 70%左右，重点内容宜占 20%

左右，难点内容宜占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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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内容 

（一）绪论（5%左右） 

1.了解机械原研究的对象及内容，机械原理学科的研究内

容。 

2.掌握机器、机构、机械等名词概念及其特征。 

3.熟练掌握机器、机构和机械三者有何异同点。 

（二）机构的结构分析（15%左右） 

1.了解构件、运动副、运动链、约束与自由度等基本概念。 

2.掌握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及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 

3.掌握平面机构组成的机械系统机构运动简图绘制、自由度

计算和机构组成原理与机构分析方法。 

（三）平面连杆机构的分析与设计（15%左右） 

1.了解平面连杆机构的传动特点、主要优缺点、基本型式、

演化及应用。 

2.掌握平面连杆机构设计中的共性问题及其基本原理和方

法。 

3.掌握曲柄存在的条件、传动角、死点、极位和行程速比系

数、速度瞬心等概念，平面四杆机构设计及其运动分析的几何法、

解析法。 

（四）凸轮机构及其设计（10%左右） 

1.了解凸轮机构的组成和分类、从动件常用的运动规律及其

特性。 

2.掌握凸轮机构压力角、基圆半径、滚子半径、偏距等概念，

合理确定凸轮机构的基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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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根据选定的结构型式和从动件运动规律来设计常用

凸轮轮廓曲线。 

（五）齿轮机构及其设计（20%左右） 

1.了解齿轮变位和变位齿轮传动的概念。 

2.掌握齿廓啮合基本定律，渐开线及其性质，渐开线齿轮的

啮合特性。 

3.掌握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基本参数和几何尺寸的计

算方法。 

4.了解标准直齿圆锥齿轮的传动特点及其几何尺寸的计算

方法。 

（六）齿轮系及其设计（10%左右） 

1.了解各类轮系功用、效率计算及其他类型行星传动。 

2.掌握轮系的分类和设计方法。 

3.掌握定轴、周转、混合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方法。 

（七）间歇运动机构及其设计（5%左右） 

掌握各类机构的组成、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和适用场

合。 

（八）平面机构的力分析（5%左右） 

1.了解构件惯性力的确定及质量代换法。 

2.掌握用图解法和解析法对平面机构作动态静力分析，考虑

摩擦时机构的力分析。 

（九）机械效率和自锁（5%左右） 

1.了解机械效率和自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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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简单机械的机械效率求解、自锁条件及其方法。 

（十）机械的平衡（5%左右） 

1.了解机械运转时构件惯性力造成的危害，以及消除减小这

种危害的措施和方法。 

2.掌握刚性转子静平衡、动平衡的原理和计算方法。 

（十一）机械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5%左右） 

1.了解机械运转过程中的速度波动产生的原因及调节方法。 

2.掌握机械系统等效力学模型的动力学分析，飞轮转动惯量

的计算方法。 

四、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一）试卷结构 

基本题 7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10%左右。 

（二）主要题型 

主要有五大题型，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单项选择题

20%左右，填空题 10%左右，简答题 30%左右，计算题 30%左右，

分析题 10%左右。 

五、考核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出一套试题并附标准答案。 

六、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涵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考试时间 120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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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一）教材 

潘存云编著，《机械原理》（第 3 版），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9年。 

（二）主要参考书 

孙恒、陈作模、葛文杰编著,《机械原理》(第七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3年。 

王洪欣等编著，《机械设计工程学》，中国矿大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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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目的与要求 

考核学生对于机械学科所必需的互换性、标准化与测量技术

等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和运用该课程

的基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掌握互换性、标准化、优先数系的基本知识，熟悉相

应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 

（二）掌握测量的基本知识，掌握测量误差的产生原因和测

量数据的处理方法。  

（三）掌握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的基本知识，

熟悉相应的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及标注方法。 

（四）了解光滑极限量规的分类及其各类量规的基本特性，

掌握光滑极限量规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五）熟悉典型件结合和渐开线圆柱齿轮的精度设计内容和

规范，了解其精度检测方法和检测设备。 

二、考试知识点及要求 

（一）绪论（5%左右） 

1.识记:互换性、标准化和优先数基本概念。 

2.理解:标准化和优先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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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优先数的选用。 

（二）测量技术基础（15%左右） 

1.识记:测量和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 

2.理解: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和粗大误差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3.应用:测量误差的处理方法。 

（三）圆柱体公差配合及其标准化（25%左右） 

1.识记:尺寸的术语和定义，尺寸偏差、尺寸公差和配合的

概念。 

2.理解:公差带大小和公差带位置的国家标准、公差带与配

合的优化。 

3.应用:借助公差表分析和计算有关尺寸公差与配合。 

（四）形位精度设计与检测（20%左右） 

1.识记: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的作用、含义、符号及标注方

法。 

2.理解:形位公差项目的定义及公差带的特点，公差原则的

内容和含义。 

3.应用:公差原则的应用。 

（五）表面粗糙度及其检测（15%左右） 

1.识记:表面粗糙度的基本术语及评定参数。 

2.理解:表面粗糙度符号、代号及标注方法。 

3.应用:表面粗糙度的选用。 

（六）光滑工件尺寸的检测（5%左右） 

1.识记:光滑极限量规的分类，误收与误废的概念。 

2.理解:光滑极限量规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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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光滑极限量规的使用方法。 

（七）典型件结合的精度设计及其检测（10%左右） 

1.识记:滚动轴承的精度等级、键与花键配合、螺纹配合和

圆锥配合的概念。 

2.理解:滚动轴承、键、花键、螺纹和圆锥的配合公差带特

点。 

3.应用:滚动轴承、键、花键、螺纹和圆锥的配合公差的选

用。 

（八）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设计及其检测（5%左右） 

1.识记:齿轮加工误差及其检测的评定指标。 

2.理解:齿轮误差及其评定。 

3.应用:齿轮精度指标的选用。 

三、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一）试卷结构 

基本题 7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10%左右。 

（二）主要题型 

主要题型有四大类，可根据具体情况做调整，单项选择题 20%

左右，填空题 20%左右,判断题 10%左右，简答题 30%左右，分析

题 20%左右。 

四、考试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出一套试卷，并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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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覆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考试时间 120 分

钟。 

六、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使用教材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机械精度设计与检测），李必

文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 

（二）主要参考书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廖念钊编，中国计量出版社。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甘永立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互换性与技术基础》，钱云峰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徐学林编，湖南大学出版社。 

 

 

 

 

 

 

 

 

 

 



- 22 -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办公室               2023年 3月 9日印发 


	Content
	doc_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