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邮电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自动控制原理（805）》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150 

考试性质 
初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180 分钟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 

1． 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与方式：反馈控制原理与思想，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自动控制系统的

基本控制方式； 

2． 自动控制系统的分类； 

3． 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二）控制系统的数学描述 

1． 时域模型：典型物理系统的时域建模；线性系统基本特性；线性定常微分方程分析；非线性系统

的线性化；运动模态分析； 

2． 复数域模型：系统的传递函数定义、性质；典型环节的传递函数； 

3． 动态结构图：结构图的绘制与化简；信号流图的绘制；梅森增益公式及其综合应用；闭环系统的

传递函数（开环传递函数、闭环传递函数、误差传递函数）； 

（三）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 

1． 时域分析的一般方法：基本信号及系统的一般响应以及其物理意义；控制系统的主要时域性能指

标； 

2． 一阶系统分析：一阶系统在典型信号作用下的响应特征； 

3． 二阶系统分析：二阶系统的数学模型；二阶系统的单位阶跃响应特征，欠阻尼二阶系统的性能指

标；二阶系统的其它响应特征；了解二阶系统响应特性的改善方法； 

4． 高阶系统分析：高阶系统时域响应的分量结构及意义；闭环极点与主导极点；高阶系统的二阶近

似； 

5．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线性系统稳定的基本概念；线性系统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劳斯稳定性

判据及其应用； 

6． 控制系统的误差分析：控制系统误差的概念与稳态误差的定义，典型信号作用下稳态误差的计算；

误差的数学模型与稳态误差分析；扰动信号误差分析和稳态误差的补偿； 

（四）根轨迹法 

1． 根轨迹的基本概念与根轨迹方程； 

2． 绘制根轨迹图的基本法则； 

3． 参数根轨迹的定义与基本绘制方法； 

4． 附件加开环零极点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5． 控制系统根轨迹的分析方法，根据根轨迹图分析系统的性能； 

（五）频率响应法 

1． 系统频率特性的基本概念与求取方法； 



 

2． 最小相位系统典型环节的频率特性分析； 

3． 频率特性函数的图形：开环幅相曲线的绘制、Bode 图的绘制与特性（由系统开环传递函数绘制

Bode图，以及 Bode图写出系统就、开环传递函数）；  

4． Nyquist 稳定判据：Nyquist图的粗略绘制与特性；Nyquist稳定判据及其应用； 

5． 对数频率稳定性判据，利用开环 Bode 图研究闭环系统的稳定性及其它特性；利用开环幅相曲线

进行稳定性判定； 

6． 稳定裕度：相角裕度、幅值裕度的定义与计算； 

7． 闭环系统频域性能指标：频带宽度定义；频域性能指标与时域性能指标的转换； 

（六）控制系统的校正方法 

1． 系统校正的概念与结构； 

2． 常用校正装置：无源超前校正网络、无源滞后校正网络、无源滞后-超前校正网络的特性与参数

计算；PID控制器的特性； 

3． 频率法校正设计方法与基本思想 

4． 串联超前校正与串联滞后校正的目的、思想与计算方法； 

5． 串联滞后-超前校正的目的和基本思想； 

6． 反馈校正的基本原理与特点； 

7． 复合校正的基本概念与思想； 

（七）非线性系统分析 

1． 非线性系统的特性、非线性系统分析设计的主要方法 

2． 典型的本质非线性因素对系统运动的影响； 

3． 相平面分析的基本概念； 

描述函数法的基本概念；非线性系统稳定性的描述函数分析；负倒描述函数概念。 
参考书目 
1. 《自动控制原理》(第六版) 胡寿松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电路（823）》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150 

考试性质 
初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180 分钟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1． 实际电路的电路模型：电路的组成；电压和电流的实际方向和参考方向； 
2． 电源有载工作、开路与短路：欧姆定律的表达式；电源有载工作时的功率与功率平衡；额定值与

实际值的概念区分；电源开路和短路时电压、电流和功率的特征； 
3． 基尔霍夫定律：支路、结点与回路的概念；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 
4． 电路中电位的概念及计算；参考电位的选定；任意两点之间电压值的计算； 

（二）电路的分析方法 
1． 电路的等效变换：电阻串并联连接的等效变换；星形联结与三角形联结的等效变换； 
2． 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电源的电压源模型与电流源模型及其特征；两种模型之间的等效

变换； 
3． 线性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支路电流法的概念及计算；结点电压法的概念及计算； 
4． 线性电路的相关定理：叠加定理的定义及应用；戴维宁定理与诺顿定理的定义及应用； 
5． 受控电源电路的分析：理想受控源模型；含受控源电路的分析计算； 

（三）电路的暂态分析 
1． 电路的暂态过程：储能元件及其电压、电流与能量表达式；换路定则；暂态过程的初始值； 
2． RC 电路的响应：RC 电路的时间常数；RC 电路的零状态响应的定义及计算；RC 电路的零输入

响应的定义及计算；RC 电路的全响应的定义及计算； 
3． 一阶线性电路暂态分析的三要素法：一阶线性电路暂态过程中任意变量的一般公式； 
4． RL 电路的响应：RL 电路的时间常数；RL 电路的零状态响应的定义及计算；RL 电路的零输入响

应的定义及计算；RL 电路的全响应的定义及计算； 
（四）正弦交流电路 

1． 正弦电压与电流：频率、角频率与周期的定义；幅值与有效值的定义；初相位的定义； 
2． 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相量与正弦量的关系；基尔霍夫定律的相量表达式； 
3． 单一参数的交流电路：电阻元件的交流电路的相量表达式；电感元件的交流电路的相量表达式；

电容元件的交流电路的相量表达式； 
4． 电阻、电感与电容元件串联的交流电路：平均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定义与计算；功率因

数的概念与提高； 
5． 交流电路的频率特性：滤波电路的幅频特性与相频特性；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和

谐振曲线； 
（五）三相电路 

1．三相电压：相电压与线电压、相电流与线电流的概念；三相电压的相量表达式和相量图； 



 

2．负载星形联结的三相电路：三相四线制电路的计算；星形联结电路中线电流与相电流之间的关系、

线电压与相电压之间的关系； 
3．负载三角形联结的三相电路：三角形联结电路中线电流与相电流之间的关系；线电压与相电压之

间的关系； 
4．三相功率：对称负载是星形联结时三相功率的计算；对称负载是三角形联结时三相功率的计算； 

参考书目 
1. 《电路》 邱关源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第五版 

2. 《电工学 上册 电工技术》秦曾煌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第七版 

3. 《电路分析基础》 周围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3 年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计算机控制技术（F031）》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复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复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120 分钟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掌握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分类以及特点。 

（二）掌握采样定理、信号复现与零阶保持器；熟练掌握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脉冲传递函数、采样系统的动

态响应以及稳定性分析。 

（三）掌握常规数字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包括数字 PID原理和参数整定、最少拍控制系统、最少拍无纹波

系统、达林算法。 

（四）掌握高级数字控制器分析与设计方法，了解系统能控性、能观性的概念，掌握能控和能观的判别方

法，熟练掌握数字控制器的状态空间设计方法。 

（五）掌握数据输入输出通道的接口技术，包括 DI、DO、AI 和 AO 硬件接口设计和软件设计，熟练掌握

AD和 DA转换的原理和典型芯片的接口技术。 

（五）熟悉输入输出通道的组成、功能及其控制方式；掌握多路开关及其采样保持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六）熟练掌握数字量（开关量）输出输入通道的接口。 

（七）熟练掌握 D/A转换与 A/D转换的基本原理、接口形式及其与 CPU的接口。 

（八）重点掌握 8位并行 D/A转换器及其接口技术和高于 8位的并行 D/A转换器接口工作原理。 

（九）重点掌握 8位并行 A/D转换器及其接口技术和高于 8位的并行 A/D转换器接口工作原理。 

（十）了解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本设计方法。 

参考书目 
1. 《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应用》 王平、谢昊飞、蒋建春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2月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传感器与自动检测技术（F033）》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复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复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120 分钟 
考试内容和要求 
1.概述：传感器的定义与组成，传感器的分类，传感器技术的发展。 

2.传感器的基本特性：传感器的静态特性，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传感器的标定与校准。 

3.电阻式传感器：电阻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电路、典型应用。 

4.电感式传感器：变磁阻式传感器、差动变压器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电路、典型应用，电涡流式传

感器工作原理。 

5.电容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电路、典型应用。 

6.压电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电路、典型应用。 

7.磁敏式传感器：磁电感应式传感器、霍尔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电路、典型应用。 

8.热电式传感器：热电偶测温原理、电路应用，热电阻、热敏电阻原理及应用。 

9.光电式传感器：光电效应与光电器件，CCD固体图像传感器，光纤传感器，光电式编码器，计量光栅等。 

10.辐射与波式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微波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11.化学传感器：气敏传感器、湿敏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12.新型传感器：智能传感器、模糊传感器、微传感器、网络传感器的概念、原理及构成。 

13.参数检测：参数检测的一般方法，检测技术的发展。 

14.测量不确定度与回归分析：测量误差概述，测量误差的处理，最小二乘法与回归分析。 

15.自动检测系统：自动检测系统的组成，自动检测系统的基本设计的方法，典型自动检测系统举例，自

动检测系统的发展。 

参考书目 
1. 胡向东等编著，《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第 4 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级一

流课程配套教材，强化课程思政、工程教育和深度学习模式提质赋能特色教材），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2 
2. 胡向东等编著，《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学习指导》，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电力系统分析（F032）》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复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复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120 分钟 
考试内容和要求 

该课程要求考生具有分析电力系统稳态运行的能力；包括：能够建立电力系统各元件及系统的数学

模型，电力系统稳态运行的电压和功率计算，电力系统潮流计算方法，电力系统有功无功调整及经济运行。 

主要内容： 

（一） 电力系统数学模型。 

掌握有名制和标么制下架空输电线的参数及等值电路数学模型，变压器的参数和等值电路数学模型，

平均额定变比法计算电力系统各元件参数数学模型，发电机的参数和等值电路数学模型，PARK 变换，同

步电机稳态运行的计算及相量图数学模型，电力系统节点导纳矩阵数学模型，稳态运行下潮流计算数学模

型。 

（二）电力系统稳态运行的电压和功率的计算，电力系统潮流计算 

掌握网络元件的电压降落，交流电网功率传输的基本规律，要求根据实际电力系统，熟练求出网络元

件的电压降落。掌握牛顿－拉夫逊潮流计算方法、前推回代法和相应程序设计流程。理解 Newton法和 P-Q

分解法各自的特点。要求熟悉网络电压和功率分布的计算。 

（三）电力系统有功无功调整及经济运行 

掌握无功功率平衡的基本要求、发电机 PQ极限图、中枢点电压管理方法。理解各无功功率电源特点。

掌握电压调整的措施及各种调压措施的综合应用。 

掌握负荷功-频静特性 KD（KD*）、发电机功-频静特性 KG（KG*）、电力系统功-频静特性 K（K*）。掌

握电力系统频率的一次调整、二次调整及互联系统的频率调整计算。要求能够根据已知条件计算出 K（K*）。

要求能够求出负荷增加引起的频率下降量；要求能够根据容许的频率下降量求出系统能够承受的负荷增加

量。 

掌握等微增率准则及其应用。掌握水煤换算系数的选择方法和原则。能够根据等微增率准则确定不考

虑网损的多个火力发电厂间功率的经济分布。 
参考书目 
1. 何仰赞、温增银.电力系统分析 (第三版)上下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上册：第 1、2、3、4

章；下册：第 10、11、12、13、14章）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电力电子（J031）》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加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加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120 分钟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基本要求 

考试范围限于电力电子的基本理论及基本分析方法。测试主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掌握电力电子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情况；二是学生应用电力电子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二）主要考试内容 
1 电力电子的基本概念， 

电力电子的定义和作用；电能变换的基本方式；电力电子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电力电子器件

的分类方式；二极管、晶闸管、GTO、电力 MOSFET、IGBT 等电力电子器件的结构、原理、特性及参数；

电力电子器件应用的共性问题，包括电力电子器件的驱动、电力电子器件的保护、电力电子器件的串联和

并联使用。 
2 整流电路 

各种基本整流电路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波形分析和控制方法。包括单相可控整流电路、三相可

控整流电路、变压器漏感对整流电路的影响、电容滤波的不可控整流电路、整流电路的谐波和功率因数、

整流电路的有源逆变工作状态。 
3 逆变电路 

换流方式的基本概念及分类；电压型逆变电路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以及波形分析方法；电流型逆

变电路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以及波形分析方法。 
4 直流—直流变流电路 

降压斩波电路、升压斩波电路、升降压斩波电路的结构以及工作原理。 
5 交流—交流变流电路 

单相交流调压电路的工作原理与功率因数计算；三相交流调压电路的工作原理；交流调功电路的工作

原理；交流电力电子开关的基本概念；单相交交变频电路的工作原理。 
6 PWM 控制技术 

PWM 控制的基本原理；PWM 逆变电路及其控制方法。 
参考书目 
1. 王兆安，刘建军．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2. 裴云庆，卓放，等．电力电子技术学习指导、习题集及仿真，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3. 陈坚，康勇．电力电子学：电力电子变换和控制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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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测控电路（J032）》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加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加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120 分钟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基本要求 
考试范围限于掌握测控电路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基本分析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上掌握测控系统和

仪表电子电路原理的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和实验调试方法。考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考察考生对运用

电子技术来解决测量与控制中的任务的掌握程度；二是考察如何与光、机、计算机紧密配合，实现测控的

总体思想，围绕精、快、灵和测控任务的其它要求来选用电路、设计电路。 
（二）主要考试内容 
1.绪论 
测控电路的功用；对测控电路的主要要求；测控电路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测控电路的类型与组成；测

控电路的发展趋势。 
2.信号放大电路 
比例放大电路；测量放大电路；隔离放大电路。 
3.信号调制解调电路 
调制解调的功用与类型；调幅式测量电路；调频式测量电路；调相式测量电路；脉冲调制式测量电路。 
4.信号分离电路 
滤波器的基本知识；RC 有源滤波电路；集成有源滤波器；跟踪滤波器。 
5.信号运算电路 
加减运算电路；对数、指数及乘除运算电路；微分积分运算电路；常用特征值运算电路。 
6.信号转换电路 
采样保持电路；电压比较电路；电压频率转换电路；压电流转换电路；模拟数字转换电路。 
7.信号细分与辨向电路 
直传式细分电路；平衡补偿式细分，主要包括相位跟踪细分和频率跟踪细分。 
8.控制电路设计实例 
温度测量与控制系统电路实例。 
参考书目 
李醒飞主编，测控电路（第 5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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