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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综合》考试大纲

一、参考教材

郝瑞荣，2017，畜牧学概论，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陈代文，2020，动物营养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张金洲，2018，动物生产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二、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试总分 200分。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 动物营养原理

1. 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和有机体的基本概念；

2. 营养物质的种类和基本功能；

3. 动物消化系统、消化特点及影响消化率的因素；

4. 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5. 饲料营养物质及其功能；

6. 动物的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

第二章 饲料及其加工调制

1. 饲料的分类及营养特性；

2. 饲料加工与调制方法；

3. 饲料配合及安全。

第三章 畜禽育种

1. 畜禽体表主要部位及方位；

2. 畜禽品种概念及主要分类方法；

3. 畜禽生产性能测定；

4. 畜禽选种原理与方法；

5. 畜禽的品系与品种培育及杂种优势利用；

6. 畜禽选配方法。

第四章 畜禽繁殖

1. 动物生殖器官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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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物生殖激素的概念、分类及功能；

3. 动物发情生理和激素调节；

4. 动物发情鉴定与人工授精。

第五章 畜牧场规划设计与环境控制

1. 场区规划与功能分区；

2. 畜舍环境控制；

3. 畜牧场环境保护措施。

第六章 猪生产技术

1. 猪的品种资源（类型、品种及种质特性）；

2. 猪的生物学特性和生理特点；

3. 猪生产工艺与饲养管理技术要点（仔猪、母猪和育肥猪）；

4. 猪的营养与饲料；

5. 猪场建设与环境控制。

第七章 家禽生产技术

1. 家禽生物学特征：外貌、体尺测量、生理解剖特点和蛋的形成；

2. 家禽品种和育种方法概述；

3. 人工孵化技术；

4. 家禽营养与饲养管理技术；

5. 家禽生产工艺。

第八章 牛生产技术

1. 牛种及其品种概述；

2. 牛的生物学特性及体型外貌；

3. 牛的育种与繁殖技术；

4. 牛的饲养管理技术要点；

5. 牛场建设与环境控制。

第九章 羊生产技术

1. 羊种及其品种概述；

2. 羊的生物学特性及体型外貌；

3. 羊的育种与繁殖技术；

4. 羊的饲养管理要点；

5. 养羊业产品无公害生产技术。



3

《池塘养鱼学》考试大纲

一、参考教材

李家乐，主编，2020年 8月第 2版，池塘养鱼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二、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试总分 200分。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 绪论

1. 池塘养殖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

2. 池塘养殖的现状及其发展历史；

3. 我国池塘养鱼的特色、成就及发展趋势。

第二章 主要养殖鱼类生物学

1. 传统养殖鱼类的生物学习性；

2. 新兴养殖对象的生物学习性；

3. 鱼类的摄食与食性；

4. 鱼类的生长；

5. 鱼类的繁殖习性；

6. 鱼类栖息习性和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

第三章 池塘养殖环境

1. 池塘的非生物环境；

2. 池塘的生物环境；

3. 池塘环境调控。

第四章 主要养殖鱼类人工繁殖

1. 鱼类人工繁殖的生物学；

2. 亲鱼的选择与培育；

3. 人工催产与授精；

4. 人工孵化与管理；

5. 鲤、异育银鲫、团头鲂、黄颡鱼的人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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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鱼类人工繁殖的中心任务， 怎样把握好“亲鱼培育”、 “人工催产”、 “人

工孵化”三关；提高三率（产卵率、受精率与孵化率）；

7. 区别静水池塘产卵的鲤（鲫）、团头鲂的不同之处；

8. 黏性卵的人工脱粘方法等。

第五章 鱼苗鱼种培育

1. 鱼苗、鱼种生物学；

2. 鱼苗培育；

3. 鱼种培育。

第六章 食用鱼的饲养

1. 池塘的准备；

2. 鱼种的放养；

3. 混养搭配和放养密度；

4. 轮铺轮放与套养鱼种；

5. 施肥与投饵；

6.日常管理。

第七章 池塘养殖新技术

1. 池塘循环水养殖技术；

2. 池塘生物絮团养殖技术；

3. 池塘养殖物联网工程。

第八章 池塘养殖生态工程

1. 生态工程的概念及基本原理；

2. 池塘养殖生态工程的特点、构建原则与建设要求；

3. 池塘养殖生态工程化设施；

4. 池塘养殖生态工程模式。

第九章 综合养鱼

1. 综合养鱼的特点及意义；综合养鱼的生物学原理；

2. 综合养鱼的模式；

3. 稻渔综合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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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活鱼运输

1. 活鱼运输的基本原理；

2. 鱼苗鱼种运输；

3. 亲鱼运输；

4. 食用鱼的运输。

第十一章 鱼类冬季养殖管理

1. 南方鱼类冬季养殖管理；

2. 北方鱼类冬季养殖管理。



6

《种子学》考试大纲

一、参考教材

种子学专业课程考试主要考查《种子学》和《种子生物学》两门课程，参考教

材如下：

《种子学》，胡晋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

《种子生物学》（第二版），胡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出版。

二、考试方式及题型

闭卷考试，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试总分 200分。

题型包括：名词解释题（40分）、填空题（40分）、选择题（40分）、判断题（20

分）、简答题（60分）。

三、考试内容

种子学部分

第一章 种子与种子学

（一）基本内容

1．种子学课程介绍；

2．种子的概念；

3．种子科学与种子产业技术发展介绍。

（二）基本要求

1．明确《种子学》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2．熟悉种子科学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动态；

3．掌握种子的涵义，了解种子产业与种子科学的发展动态。

第二章 种子的特性与生物学基础

（一）基本内容

1．种子休眠及其调控；

2．种子寿命和劣变衰老；

3．种子萌发及其生理生化变化；

4．种子活力的理论和测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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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要求

1．明确不同作物种子休眠的原因和意义；

2．掌握种子萌发的过程和生态条件；

3．掌握种子萌发与休眠的机理及其调控方法；

4．掌握种子的物理特性；

5．掌握种子寿命的概念和种子衰老的原因，如何延缓种子的寿命；

6．明确陈种子的利用条件；

7．熟悉种子活力的概念意义及其测定方法。

第三章 种子生产原理与技术

（一）基本内容

1. 种子生产的基本概念（任务，过程与技术路线，品种及其类型）；

2. 种子生产基本原理（繁殖方式，纯系学说，杂种优势理论，遗传平衡，混杂

退化）；

3. 种子生产条件与基地建设；

4. 种子生产技术（常规种子，杂交种子，无性系种子）；

5. 种子加速繁殖；

6. 种子生产质量控制；

7. 杂交水稻制种。

（二）基本要求

1．熟悉种子生产的原理和技术路线；

2．熟悉常规种子和杂交种子生产的要求、规范、技术；

3．掌握种子加速繁殖的技术。

第四章 种子加工原理与技术

（一）基本内容

1．种子加工概述；

2．种子干燥；

3．种子清选、精选；

4．种子处理；

5．种子包衣与丸化；

6．种子计量包装；

7．种子加工成套设备与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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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要求

1．明确种子干燥的原理、技术；

2．熟悉种子清选、精选的原理方法；

3．掌握种子处理的方法；

4．了解种子包衣的原理、作用与技术；

5. 了解种子计量包装的要求、原理与技术。

第五章 种子贮藏原理与技术

（一）基本内容

1．种子贮藏概述；

2．影响种子储藏的生物因素及其控制；

3．种子仓库及其设备；

4．种子入库工作；

5．常温仓库种子贮藏期间的变化和管理；

6．低温仓库种子贮藏和管理；

7．主要农作物种子的贮藏方法。

（二）基本要求

1．熟悉种子储藏的任务与中心工作；

2．熟悉种子的生命活动及其控制方法；

3．熟悉种子中有害生物的生命活动及其控制；

4．掌握种子发热、霉变的原因及控制；

5．了解种子贮藏方法、设施与管理。

第六章 种子检验原理与技术

（一）基本内容

1．种子质量和种子标准化；

2．种子检验概述；

3．扦样；

4．净度分析；

5．种子发芽试验；

6．品种纯度鉴定；

7．种子水分、重量和健康测定。

（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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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种子检验的有关概念和意义；

2．熟悉种子检验技术规程；

3. 掌握种子田间检验程序和方法。

种子生物学部分

第一章 种子生物学绪论

（一） 基本内容

1 种子及其重要性；

2 种子生物学的内容和任务；

3 种子学科的历史与发展；

4 我国种子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5 我国种子工程的实施。

（二） 基本要求

1 认识种子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类型；

2 掌握种子生物学的概念与内容；

3 种子学科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

第二章 种子的形态构造与分类

（一） 基本内容

1 种子的外部形态；

2 种子的内部构造与机能；

3 不同植物种子的形态构造特点；

4 种子的植物形态学分类。

（二） 基本要求

1 熟悉种子形态构造方面的名词解释；

2 掌握直生胚珠形成的种子与倒生胚珠形成的种子形态构造差异；

3 掌握主要植物种子所属的分类类型。

第三章 种子的化学成分及其调控

（一） 基本内容

1 种子的主要化学成分；

2 种子水分；

3 种子种的主要贮藏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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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子中的生理活性物质；

5 种子中的其他化学成分；

6 种子化学成分的因素及其调控。

（二） 基本要求

1 熟悉禾谷类种子的化学成分及其分布特点；

2 掌握种子中水分的存在状态与安全水分的确定；

3 了解影响种子化学成分的因素及其调控措施；

第四章 种子的形成、发育和成熟

（一） 基本内容

1．种子形成发育的一般过程；

2. 几种主要作物种子的形成和发育；

3. 种子发育中的异常现象；

4. 种子的成熟及其调控。

（二） 基本要求

1. 掌握种子形成发育的一般过程；

2. 主要植物种子的形成和发育；

3. 种子发育的异常现象；

4. 种子成熟和种子形成发育成熟和过程中的遗传表达以及影响因素。

第五章 种子休眠及其调控

（一）基本内容

1. 种子休眠的概念和意义；

2. 种子休眠的原因；

3. 休眠的调控机理；

4. 打破种子休眠的措施。

（二）基本要求

1. 掌握种子休眠的概念，不同类型、不同种子的休眠的类型和休眠的机理；

2. 内源休眠（深休眠、中休眠和浅休眠）、外源休眠；

3. 熟悉常见农作物、蔬菜作物、花卉作物和药材种子的休眠原因和具体的调控

技术；

4. 种子休眠基因目前的分子水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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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种子萌发

（一） 基本内容

1. 种子萌发过程及特点；

2. 种子萌发过程中的代谢；

3. 种子萌发的外界条件及其调控；

4. 特殊种子的萌发及调控。

（二） 基本要求

1. 掌握种子萌发所需的条件；

2. 种子萌发的变化过程、生理生化代谢；

3. 了解促进种子萌发的各种技术方法。

第七章 种子的活力

（一） 基本内容

1. 种子活力的概念和测定意义；

2. 种子活力的指标；

3. 种子活力测定方法及原理。

（二） 基本要求

1. 掌握种子活力的几个概念和作用；

2. 影响种子活力的各种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3. 种子活力与劣变之间的关系；

4. 熟悉种子活力的测定的原理和各种方法。

第八章 种子寿命

（一） 基本内容

1. 种子寿命及其差异性；

2. 影响种子寿命的内在因素；

3. 影响种子寿命的环境条件；

4. 种子超干贮藏与寿命；

5. 种质资源保存；

6. 陈种子的利用及种子寿命预测。

（二） 基本要求

1. 掌握种子寿命的概念、种子寿命的差异性，影响种子寿命的各种因素；

2. 种子衰老与死亡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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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种子寿命的预测方法。

第九章 种子加工、贮藏的生物学基础

（一） 基本内容

1. 种子的吸附型和吸湿性；

2. 种子清选；

3. 种子干燥；

4. 种子处理；

5. 种子包衣、丸化及其应用前景；包衣剂、丸化剂的种类和作用；我国种衣剂

的型号和应用范围；

6. 种子引发及其研究进展。

（二） 基本要求

1. 领会种子清选、种子干燥的原理；

2. 掌握种子处理的原理和方法；

3. 了解种子的吸附性和吸湿性与种子加工干燥、贮藏的关系；

4. 种子引发及其研究进展。

第十章 顽拗型种子的生物学基础

（一） 基本内容

1. 顽拗型种子研究意义和鉴定；

2. 顽拗型种子的生物学特性；

3. 顽拗型种子的贮藏特性和方法；

4. 顽拗型种子的种类；

5. 种子引发及其研究进展。

（二） 基本要求

1. 认识顽拗型种子的分类；

2. 了解顽拗型种子的贮藏方法和关键措施；

3. 了解顽拗型种子的及其研究进展。

第十一章 种子新技术及其研究发展

（一） 基本内容

1. 种子引发及其研究进展；

2. 种子超干贮藏研究进展；

3. 种子超低温贮藏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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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物人工种子研究进展。

（二） 基本要求

1. 了解种子引发及植物人工种子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2. 掌握种子引发的概念、种子引发的效果；

3. 植物人工种子的概念、组成及优点；

4. 理解种子引发的原理及植物人工种子制备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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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要求

1. 掌握环境工程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知识。

2. 掌握主要污染物在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对环境、人

类及生物产生的危害机理。

3. 掌握防治环境污染的主要技术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

二、考试内容

1. 大气污染及其防治

①大气环境的结构、组成、大气污染的概念、大气污染源及污染物的类型；

②大气中主要污染物（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氟化物、

酸雨、光化学烟雾等）在大气环境中发生机制，对环境、人体、其他生物的危害；

③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子（风、湍流、温度层结与逆温、气温的垂直递减率

与干绝热递减率、大气稳定度等）的基本概念及如何影响大气污染的扩散；

④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技术，固体颗粒物的除尘装置（重力除尘器、旋风除尘

器、过滤除尘器、电降尘器及湿式除尘器）的工作原理及特性；气态污染物的控制

（吸收、吸附、催化转化等）的原理、装置。

2. 水污染及其防治

①水体污染的概念，污染源及污染物的分类、性质（耗氧有机物、富营养物质

污染、有毒有机物污染）；

②污水水质与水质指标的概念及水质指标的分类及常用的主要水质指标的含义

（pH、固体悬浮物、COD、BOD、DO、有毒有害物、细菌总数等），水体的自净

作用机理；

③污水的物理化学处理方法（格栅、沉淀、气浮、混凝、氧化还原、吸附等）

的原理及其处理设施的设计及计算；

④污水生物处理的基本概念，污水好氧生物处理方法（活性污泥法、生物接触

氧化法、SBR、曝气生物滤池等）的原理及其处理设施的设计、计算、运行与管理；

污水厌氧生物处理方法（UASB、IC 等）的原理及其处理设施的运行与管理；生物

脱氮除磷的工艺及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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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典型废水处理工艺及水的回用与最终处置。

3. 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

①固体废物的性质、来源、分类与特点；

②固体废物处理技术（压实、破碎、分选、脱水与干燥等方法）；

③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与最终处置。

4. 噪声污染与防治

①环境噪声的主要特征、噪声源的概念及按噪声源来分类的各种噪声；

②噪声污染的控制技术（吸声、消声、隔声）；

③环境噪声的综合整治对策。

三、考试方式及题型

1. 闭卷考试，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试总分 200分。

其中大气污染及其防治30%，水污染及其防治45%，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处置20%，

噪声污染与防治 5%。

2. 题型包括：名词解释 45分，填空题 30分，简答题 60分，计算题 40分，论

述题 25分。

四、参考教材

《环境工程学》第三版 蒋展鹏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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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技术》考试大纲

一、参考教材

冯艳梅、肖启明 主编，《植物保护技术（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6

月，第三版。

二、性质和任务

《植物保护技术》是高职院校植物保护等种植类专业主干课程教材，主要阐述

植物保护涉及到的各类有害生物及其发生危害规律、预测方法、防治技术与策略，

以及主要作物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和植物保护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等方面的理论和知

识。内容包括农业昆虫基础，植物病害基础，植物有害生物调查及综合防治技术，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果树、蔬菜的病虫害防治，以及农田杂草防除等。

三、目的与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主要植物有害生物的基本生物学特征、调查方法和重要农作物病

虫草害的防治技术。具体要求：

1. 熟悉昆虫外部形态特征、生态习性，以及重要的农业昆虫类群；

2. 熟悉植物病害的概念，以及主要植物病原物的特征及其危害特点；

3. 了解植物有害生物发生流行规律、调查方法及综合防治技术；

4. 识别重要农作物病虫害及其防治技术；

5. 熟悉昆虫和植物病害标本的采集、制作。

四、考试方式及题型

闭卷考试，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试总分 200分。

题型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判断题和问答题。

五、考试内容

项目 1 农业昆虫基础

1. 昆虫外部形态特征识别；

2. 昆虫一生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3. 农业昆虫主要类群；

4. 昆虫标本的采集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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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植物病害基础

1. 植物病害概述；

2. 植物病原真菌及其病害特点；

3. 植物病毒及其病害特点；

4. 植物病原细菌及其病害特点；

5. 植物其他病原及其病害特点；

6. 植物病害的诊断；

7. 植物侵染性病害发生发展规律。

项目 3 植物有害生物调查及综合防治技术

1. 植物有害生物调查；

2. 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

3. 农药的应用；

4. 农药的田间药效试验。

项目 4 粮食作物病虫害防治

1. 小麦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2. 水稻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3. 玉米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项目 5 经济作物病虫害防治

1. 棉花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2. 大豆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3. 花生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项目 6 果树病虫害防治

1. 苹果、梨病虫害防治技术；

2. 柑橘病虫害防治技术；

3. 桃病虫害防治技术；

4. 葡萄病虫害防治技术。

项目 7 蔬菜病虫害防治

1. 十字花科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

2. 葫芦科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

3. 茄科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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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豆科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

项目 8 农田杂草防除

1. 杂草的识别；

2. 除草剂的选择性与使用方法；

3. 农田杂草化学防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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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工程综合》考试大纲

一、参考教材

胡建生 主编，2021年，《机械制图（第 2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杨可桢 、 程光蕴 、 李仲生 、 钱瑞明 主编，2020年，《机械设计基础（第

七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姚为民 主编，2021年，《汽车构造（第七版）》（上下册），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社。

二、考试方式及题型

闭卷考试，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试总分 200分。

《机械制图及计算机绘图》《机械设计基础》《汽车构造》分别为 60分、60分和

80分。

题型包括：名词解释（10%）、单选题（30%）、判断题（20%）、简答题（20%）、

论述题（20%）。

三、考试内容

（一）《机械制图（第 2版》部分

第一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1. 制图国家标准简介

2. 尺寸注法

3. 几何作图

4. 平面图形分析及作图方法

5. 常用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6. 徒手画图的方法

第二章 投影基础

1. 投影法和视图的基本概念

2. 三视图的形成及其对应关系

3. 点的投影

4. 直线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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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的投影

6. 用换面法求实长和实形

第三章 立体及其表面交线

1. 几何体的投影

2. 截交线

3. 相贯线

第四章 组合体

1. 组合体的组合形式

2. 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3. 组合体的尺寸注法

4. 看组合体视图的方法

第五章 轴测图

1. 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2. 正等轴测图

3. 斜二等轴测图

4. 轴测剖视图

5. 轴测图的尺寸注法

第六章 图样的基本表示法

1. 视图

2. 剖视图

3. 断面图

4. 局部放大图和简化画法

5. 第三角画法简介

第七章 图样中的特殊表示法

1. 螺纹

2. 螺纹紧固件

3. 直齿圆柱齿轮

4. 锥齿轮

5. 蜗杆与蜗轮

6. 键联结和销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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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滚动轴承

8. 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第八章 零件图

1. 零件的表达方法

2. 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3. 零件图上技术要求的注写

4. 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

5. 读零件图

6. 零件测绘

第九章 装配图

1. 装配图的表达方法

2. 装配图的尺寸标注、技术要求及零件编号

3. 装配结构简介

4. 读装配图和拆画零件图

5. 装配体测绘

（二）《机械设计基础（第七版）》部分

第一章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1. 运动副及其分类

2.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

3.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4. 速度瞬心及其在机构速度分析上的应用

第二章 平面连杆机构

1. 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及其应用

2. 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3. 平面四杆机构的设计

第三章 凸轮机构

1. 凸轮机构的应用和类型

2. 从动件的运动规律

3. 凸轮机构的压力角

4. 图解法设计凸轮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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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析法设计凸轮轮廓

第四章 齿轮机构

1. 齿轮机构的特点和类型

2. 齿廓实现定角速比传动的条件

3. 渐开线齿廓

4. 齿轮各部分名称及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基本尺寸

5. 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啮合

6. 渐开线齿轮的切齿原理

7. 根切、最少齿数及变位齿轮

8. 平行轴斜齿轮机构

9. 锥齿轮机构

第五章 轮系

1. 轮系的类型

2. 定轴轮系及其传动比

3. 周转轮系及其传动比

4. 复合轮系及其传动比

5. 轮系的应用

6. 几种特殊的行星传动简介

第六章 间歇运动机构

1. 棘轮机构

2. 槽轮机构

3. 不完全齿轮机构

4. 凸轮间歇运动机构

第七章 机械运转速度波动的调节

1. 机械运转速度波动调节的目的和方法

2. 飞轮设计的近似方法

3. 飞轮主要尺寸的确定

第八章 回转件的平衡

1. 回转件平衡的目的

2. 回转件的平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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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转件的平衡试验

第九章 机械零件设计概论

1. 机械零件设计概述

2. 机械零件的强度

3. 机械零件的接触强度

4. 机械零件的耐磨性

5. 机械制造常用材料及其选择

6. 极限与配合、表面粗糙度和优先数系

7. 机械零件的工艺性、标准化和经济性

第十章 连接

1. 螺纹参数

2. 螺旋副的受力分析、效率和白锁

3. 机械制造常用螺纹

4. 螺纹连接的基本类型及螺纹紧固件

5. 螺纹连接的预紧和防松

6. 螺栓连接的强度计算

7. 螺栓的材料和许用应力

8. 提高螺栓连接强度的措施

9. 螺旋传动

10. 滚动螺旋简介

11. 键连接和花键连接

12. 销连接

第十一章 齿轮传动

1. 轮齿的失效形式和设计计算准则

2. 齿轮材料及热处理

3. 齿轮传动的精度

4.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作用力及计算载荷

5.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齿面接触强度计算

6.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轮齿弯曲强度计算

7. 圆柱齿轮材料和参数的选取与计算方法

8.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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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直齿锥齿轮传动

10. 齿轮的构造

11. 齿轮传动的润滑和效率

12. 圆弧齿轮传动简介

第十二章 蜗杆传动

1.. 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

2.. 圆柱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三）《汽车构造（第七版）》部分

第一篇 汽车发动机

第一章 汽车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及总体构造

1. 汽车发动机的类型

2. 往复活塞式内燃机的基本结构及基本术语

3. 往复活塞式内燃机工作原理

4. 发动机的总体构造

第二章 机体组及曲柄连杆机构

1. 概述

2. 机体组

3. 曲柄连杆机构

4. 减少振动和噪声的装置

第三章 配气机构

1. 配气机构的功用及组成

2. 配气定时及气门间隙

3. 气门组

4. 气门传动组

第四章 汽油机燃油系统

1. 汽油及其使用性能

2. 汽油发动机燃油系统

3. 电控汽油喷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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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柴油机燃油系统

1. 概述

2. 柴油及其使用性能

3. 机械式喷射系统

4. 电控柴油喷射系统

5. 柴油辅助供给装置

第六章 进排气系统

1. 概述

2. 进气系统

3. 排气系统

4. 增压系统

5. EGR 系统

第七章 发动机有害排放物净化系统

1. 概述

2. 汽油机排放物的净化装置

3. 柴油机后处理系统

第八章 发动机冷却系统

1. 冷却系统的功用及组成

2. 水冷系统主要部件的构造

3. 风冷系统

第九章 发动机润滑系统

1. 润滑系统的功用及组成

2. 润滑剂

3. 润滑系统主要部件的构造

4. 机油冷却器

第十章 发动机点火系统

1. 概述

2. 点火时刻

3. 电子点火系统

4. 微机控制点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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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动机点火新技术

6. 汽车电源

第十一章 发动机起动系统

1. 概述

2. 电动机

3. 汽车起动发电一体化系统

第十二章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醇类燃料及氢燃料发动机燃料系统

1. 概述

2. 天然气发动机燃料系统

3. 液化石油气发动机燃料系统

4. 醇类燃料发动机燃料系统

5. 氢燃料发动机燃料系统

第二篇 汽车传动系统

第十三章 汽车传动系统概述

第十四章 离合器

1. 离合器的功用及摩擦离合器的工作原理

2. 膜片弹簧离合器

3. 螺旋弹簧离合器

4. 离合器压盘的传力方式、踏板自由行程和离合器的通风散热

5. 从动盘总成和扭转减振器

6. 离合器操纵机构

第十五章 变速器与分动器

1. 变速器的功用和类型

2. 变速器的变速传动机构

3. 同步器

4. 变速器操纵机构

5. 分动器

第十六章 自动变速器

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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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力变矩器

3. 液力机械变速器

4. 自动变速器的操纵系统

5. 金属带式无级自动变速器

6. 双离合器式自动变速器

第十七章 万向传动装置

1. 概述

2. 万向节

3. 传动轴和中间支撑

第十八章 驱动桥

1. 概述

2. 主减速器

3. 对称式圆锥齿轮差速器

4. 差速锁

5. 限滑差速器

6. 变速驱动桥

7. 驱动车轮的传动装置与桥壳

第三篇 汽车行驶系统

第十九章 汽车行驶系统概述

第二十章 车架和承载式车身

1. 车架

2. 承载式车身

第二十一章 车桥和车轮

1. 车桥

2. 车轮与轮胎

第二十二章 悬架

1. 概述

2. 弹性元件

3. 减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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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独立悬架

5. 独立悬架

6. 多轴汽车的平衡悬架

7. 主动悬架和半主动悬架

第四篇 汽车转向系统与制动系统

第二十三章 汽车转向系统

1. 概述

2. 转向操纵机构

3. 转向器

4. 转向传动机构

5. 转向助力系统

第二十四章 汽车制动系统

1. 概述

2. 制动器

3. 人力驻车制动系统

4. 液压伺服制动系统

5. 气压动力制动系统

6. 制动力调节装置

7. 汽车电控制动系统

第五篇 汽车车身与电子、电气系统

第二十五章 汽车车身

1. 车身本体

2. 车门和车窗

3. 车身附属装置及安全防护装置

第二十六章 汽车仪表、照明及附属装置

1. 汽车仪表

2. 照明及信号装置

3. 汽车中央控制电动门锁和防盗装置



29

第二十七章 车载网络

1. 概述

2. CAN 总线

3. 其他车载网络

第六篇 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

第二十八章 新能源汽车

1.概述

2.纯电动汽车

3.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4.增程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5.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第二十九章 智能网联汽车

1.概述

2.智能网联汽车环境感知系统

3.典型智能网联汽车系统

知识点汇总

第一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知识点 1：制图国家标准（GB）对图幅、比例、字体、图线等的基本规定。

知识点 2：尺寸注法的基本原则（如尺寸线、尺寸界线、尺寸数字的标注规则）。

知识点 3：几何作图方法（如等分线段、正多边形、圆弧连接）。

第二章 投影基础

知识点 1：三视图的形成及其“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投影规律。

知识点 2：点的三面投影规律（点的投影到坐标轴的距离关系）。

知识点 3：直线和平面的投影特性（如投影面平行线、垂直线的投影特点）。

第三章 立体及其表面交线

知识点 1：基本几何体（棱柱、圆柱、圆锥等）的投影方法。

知识点 2：截交线的定义及求法（平面截切立体形成的交线）。

知识点 3：相贯线的概念及简化画法（两立体相交时的表面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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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组合体

知识点 1：组合体的组合形式（叠加、切割、综合）。

知识点 2：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步骤（形体分析、视图选择、投影作图）。

知识点 3：组合体尺寸标注的基本要求（完整、清晰、合理）。

第五章 轴测图

知识点 1：正等轴测图的轴间角和轴向伸缩系数（120°轴间角，简化系数 1）。

知识点 2：斜二等轴测图的特点（一个投影面与轴测投影面平行，常用于表达圆

或圆弧较多的物体）。

第六章 图样的基本表示法

知识点 1：剖视图的分类（全剖、半剖、局部剖）及其适用场景。

知识点 2：断面图的类型（移出断面、重合断面）及标注规则。

知识点 3：局部放大图的标注方法（用细实线圈出放大部位并标注比例）。

第七章 图样中的特殊表示法

知识点 1：螺纹的标注规则（如M10×1-6g，表示公称直径、螺距、公差带）。

知识点 2：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模数、齿数、分度圆直径）。

知识点 3：滚动轴承的简化画法（通用画法、特征画法）。

第八章 零件图

知识点 1：零件图的内容（一组视图、完整尺寸、技术要求、标题栏）。

知识点 2：表面粗糙度符号的标注方法（符号方向与表面轮廓方向一致）。

知识点 3：零件上常见工艺结构（倒角、退刀槽、凸台）的作用及画法。

第九章 装配图

知识点 1：装配图的特殊表达方法（拆卸画法、假想画法、夸大画法）。

知识点 2：装配图的尺寸类型（性能尺寸、装配尺寸、安装尺寸、总体尺寸）。

知识点 3：读装配图的基本步骤（概括了解、视图分析、工作原理分析）。

《机械设计基础（第七版）》部分

第一章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知识点 1：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公式（F=3n-2PL-PH）。

知识点 2：运动副的分类（低副：转动副、移动副；高副：点或线接触）。

知识点 3：速度瞬心的定义及其在机构速度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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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平面连杆机构

知识点 1：铰链四杆机构的三种基本类型（曲柄摇杆机构、双曲柄机构、双摇杆

机构）。

知识点 2：急回特性的产生条件（极位夹角θ>0°）。

知识点 3：压力角与传动效率的关系（压力角越小，传动效率越高）。

第三章 凸轮机构

知识点 1：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等速、等加速等减速、余弦加速度）。

知识点 2：凸轮机构压力角对传力性能的影响（压力角过大易自锁）。

知识点 3：基圆半径与压力角的关系（基圆半径增大，压力角减小）。

第四章 齿轮机构

知识点 1：渐开线齿廓的定角速比传动特性。

知识点 2：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尺寸计算（分度圆直径 d=mz，齿顶高 ha=m）。

知识点 3：根切现象及避免方法（最少齿数 z_min=17，变位齿轮）。

第五章 轮系

知识点 1：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算（i=所有从动轮齿数积/所有主动轮齿数积）。

知识点 2：周转轮系的转化机构法（给整个轮系加-ωH，转化为定轴轮系）。

知识点 3：复合轮系传动比的分解步骤（先分离定轴与周转部分，再分别计算）。

第六章 间歇运动机构

知识点 1：槽轮机构的运动特性（从动轮间歇转动，拨盘每转一周槽轮转过一定

角度）。

知识点 2：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棘爪推动棘轮单向间歇运动）。

第七章 机械运转速度波动的调节

知识点 1：飞轮调节周期性速度波动的原理（储存和释放动能）。

知识点 2：飞轮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J=ΔW_max/(ω_m^2δ)）。

第八章 回转件的平衡

知识点 1：静平衡与动平衡的适用条件（静平衡：盘类零件；动平衡：长径比大

的转子）。

知识点 2：平衡质量的矢量相加法（通过矢量图确定配重大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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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机械零件设计概论

知识点 1：机械零件的失效形式（断裂、磨损、变形、腐蚀）。

知识点 2：接触应力的计算（赫兹公式）。

第十章 连接

知识点 1：螺纹连接防松方法（摩擦防松、机械防松、破坏螺纹副运动关系）。

知识点 2：普通平键连接的强度校核（挤压强度、剪切强度）。

第十一章 齿轮传动

知识点 1：轮齿的失效形式（齿面点蚀、轮齿折断、胶合、磨损）。

知识点 2：齿面接触强度计算的基本公式（σ_H≤[σ_H]）。

知识点 3：斜齿轮传动的重合度（大于直齿轮，传动更平稳）。

第十二章 蜗杆传动

知识点 1：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模数 m、蜗杆分度圆直径 d1、导程角γ）。

知识点 2：蜗杆传动的自锁条件（导程角γ≤当量摩擦角ρ_v）。

《汽车构造（第七版）》部分

第一章 发动机工作原理及总体构造

知识点 1：四冲程汽油机的工作循环（进气、压缩、做功、排气）。

知识点 2：发动机的总体构造（两大机构、五大系统：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

燃油、冷却、润滑、点火、起动系统）。

第二章 机体组及曲柄连杆机构

知识点 1：曲柄连杆机构的组成（活塞组、连杆组、曲轴飞轮组）。

知识点 2：活塞的功用（承受燃气压力并传递动力）。

第三章 配气机构

知识点 1：配气定时（进、排气门的早开晚闭）。

知识点 2：气门间隙的作用（补偿热膨胀，保证气门密封）。

第四章 汽油机燃油系统

知识点 1：电控汽油喷射系统的组成（传感器、ECU、执行器）。

知识点 2：空燃比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理论空燃比 14.7:1）。

第五章 柴油机燃油系统

知识点 1：柴油机燃油系统的特点（高压喷射、无点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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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2：共轨电控喷射系统的优势（喷油压力高且可调，喷油定时精准）。

第六章 进排气系统

知识点 1：涡轮增压的作用（提高进气密度，增加功率）。

知识点 2：EGR系统（废气再循环）的减排原理（降低燃烧温度，减少 NOx生

成）。

第七章 发动机有害排放物净化系统

知识点 1：三元催化转化器的作用（同时净化 CO、HC、NOx）。

知识点 2：柴油机颗粒捕集器（DPF）的工作原理（过滤并再生颗粒物）。

第八章 发动机冷却系统

知识点 1：水冷系统的主要部件（水泵、散热器、节温器）。

知识点 2：节温器的功能（调节冷却液循环路径，控制发动机温度）。

第九章 发动机润滑系统

知识点 1：润滑系统的功用（减摩、冷却、清洁、密封、防锈）。

知识点 2：机油泵的类型（齿轮泵、转子泵）。

第十章 发动机点火系统

知识点 1：点火提前角的影响因素（转速、负荷、燃油品质）。

知识点 2：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优点（精确控制点火时刻，适应工况变化）。

第十一章 发动机起动系统

知识点 1：起动机的组成（直流电动机、传动机构、控制装置）。

知识点 2：起动发电一体化系统（ISG）的功能（兼具起动和发电作用）。

第十三章 离合器

知识点 1：离合器的功用（平稳接合、暂时分离、过载保护）。

知识点 2：膜片弹簧离合器的特点（压紧力均匀，操纵轻便）。

第十五章 变速器与分动器

知识点 1：同步器的作用（使啮合齿轮转速同步，减少换挡冲击）。

知识点 2：分动器的功用（将动力分配到多个驱动桥）。

第十六章 自动变速器

知识点 1：液力变矩器的作用（传递扭矩，实现无级变速）。

知识点 2：双离合器变速器（DCT）的优势（换挡迅速，动力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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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万向传动装置

知识点 1：十字轴万向节的不等速性（需成对使用且相位差 90°以消除）。

第十八章 驱动桥

知识点 1：差速器的作用（允许左右车轮以不同转速转动）。

知识点 2：限滑差速器（LSD）的功能（限制打滑车轮的空转，提高通过性）。

第二十二章 悬架

知识点 1：独立悬架与非独立悬架的区别（车轮运动独立性）。

知识点 2：减振器的作用（衰减振动，提高行驶平顺性）。

第二十三章 汽车转向系统

知识点 1：转向系统的组成（转向操纵机构、转向器、转向传动机构）。

知识点 2：液压助力转向的原理（利用液压放大驾驶员操纵力）。

第二十四章 汽车制动系统

知识点 1：盘式制动器与鼓式制动器的优缺点（盘式散热好，鼓式制动力大）。

知识点 2：ABS系统的作用（防止车轮抱死，保持转向能力）。

第二十八章 新能源汽车

知识点 1：纯电动汽车（BEV）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

知识点 2：燃料电池汽车（FCEV）的能源转换原理（氢氧反应生成电能）。

第二十九章 智能网联汽车

知识点 1：环境感知系统的组成（摄像头、雷达、激光雷达）。

知识点 2：V2X通信技术（车与车、车与基础设施的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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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综合》考试大纲

一、参考教材

马长伟、曾名勇 主编，2012年，食品工艺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李宗军 主编，2014年，食品微生物学：原理与应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夏延斌、王燕 主编，2015年，食品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

二、考试方式及题型

闭卷考试，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试总分 200分。

《食品工艺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化学》分别为 70分、70分和 60分。

题型包括：名词解释、单选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一）《食品工艺学》部分

绪论

1. 食品工艺学的内容和任务；

2. 食品储藏加工的目的和类型；

3. 食品保藏的历史和发展。

第一章 食品的腐败变质及其控制

1. 引起食品腐败变质的主要因素及其特性；

2. 食品保藏的基本原理；

3. 栅栏技术；

4. 食品保存期限和食品标签。

第二章 食品的低温保藏

1. 食品低温保藏原理；

2. 食品冷却和冷藏；

3. 食品的冻结；

4. 食品的冻藏；

5. 食品的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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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食品罐藏

1. 食品罐藏的原理；

2. 食品罐藏；

3. 食品罐藏的基本工艺流程；

4. 罐藏食品的变质；

5. 罐藏新技术。

第四章 食品的干制保藏

1. 食品干制的原理；

2. 食品的干制过程；

3. 食品常用的干制方法；

4. 食品在干制过程的变化；

5. 干制品的包装和贮藏；

6. 干制品的干燥比和复水性；

7. 中间水分食品。

第五章 食品的腌制与烟熏

1. 食品腌制的基本原理；

2. 食品腌制剂及作用；

3. 食品常用的腌制方法；

4. 腌制品的食用品质；

5. 食品的烟熏。

第六章 食品的化学保藏

1. 概述；

2. 食品防腐剂；

3. 食品抗氧化剂。

第七章 食品的辐照保藏

1. 概述；

2. 食品辐照杀菌的基本原理；

3. 电离辐照杀菌作用的影响因素；

4. 辐照在食品保藏中的应用；

5. 辐照对食品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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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微生物学》部分

第 1章 绪论

1.1微生物及起源和特点

1.1.1微生物的概念

1.1.2微生物的起源与进化

1.1.3微生物的特点

1.1.4 微生物的命名

1.2微生物的分类地位

1.3微生物学科建立与发展历程

1.3.1微生物学科

1.3.2微生物学科发展历程

1.4食品微生物学及其发展历程

1.4.1食品微生物学

1.4.2食品生物学历史

1.4.3食品微生物学发展趋势

1.4.4食品微生物学发展大事记

第 2章 原核微生物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2.1原核细胞型微生物概述

2.2细菌

2.2.1 细菌的基本形态

2.2.2 细菌的大小

2.2.3 细菌的基本结构

2.2.4 细菌的特殊结构

2.2.5 细菌的生长繁殖

2.2.6 细菌的培养特征

2.3古菌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2.3.1 古菌的细胞结构

2.3.2 古菌与细菌的主要区别

2.4 放线菌

2.4.1 放线菌的形态结构

2.4.2 放线菌的生长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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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放线菌的培养特征

2.5蓝细菌

2.6其他原核微生物

第 3章 真核微生物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3.1真核细胞型微生物概述

3.2酵母菌

3.2.1 酵母菌形态与大小

3.2.2 酵母菌的细胞结构与功能

3.2.3 酵母菌的生长繁殖

3.2.4 食品中常见酵母菌及培养特征

3.3丝状真菌

3.3.1 丝状真菌的细胞结构与功能

3.3.2 丝状真菌的繁殖方式

3.3.3 丝状真菌的培养特征

3.3.4 食品中常见的丝状真菌

3.4蕈菌

第 4章 非细胞型微生物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4.1非细胞型微生物概述

4.2病毒与亚病毒因子

4.2.1 病毒的结构与大小

4.2.2 病毒的增殖

4.2.3 病毒的分类与命名

4.2.4 亚病毒因子

4.4 人类与病毒共存

第 5章 微生物的营养与生长繁殖

5.1微生物细胞的化学组成

5.1.1水分

5.1.2矿质元素

5.1.3有机物质

5.2微生物的营养物质

5.2.1微生物营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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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微生物培养基

5.2.3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5.2.4生物的营养类型

5.3微生物生长与繁殖

5.3.1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概述

5.3.2微生物的群体生长繁殖规律

5.4 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控制

5.4.1影响微生物生长繁殖的因素

5.4.2 微生物生长的控制方法

第 6章 微生物代谢

6.1新陈代谢概论

6.1.1代谢的基本概念

6.1.2微生物代谢的酶学基础

6.2分解代谢

6.2.1糖类的分解

6.2.2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分解

6.2.3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

6.3 合成代谢

6.3.1生物合成的三要素

6.3.2 糖类的生物合成

6.3.3氨基酸的生物合成

6.3.4脂类的生物合成

6.3.5次级代谢物的生物合成

6.4 微生物的代谢调控

6.4.1酶活性调节

6.4.3代谢的人工控制与应用

6.5微生物与合成生物学

6.5.1合成生物学概述

6.5.2主要底盘微生物

6.5.3 细胞工厂的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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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微生物遗传变异与育种

7.1 微生物遗传物质

7.1.1遗传物质基础的确定

7.2微生物的基因结构

7.2.1原核微生物的基因结构

7.2.2真核微生物的基因结构

7.2.3 特殊遗传结构

7.3微生物基因变异与遗传育种

7.3.1基因突变

7.3.2菌种分离筛选

7.3.3 菌种保藏

7.4基因编辑原理与应用

7.4.1基因编辑

7.4.2基因编辑技术

第 8章 微生物分类

8.1微生物分类概述

8.2原核微生物的分类系统概要

8.2.1 细菌的分类原则与层次

8.2.2 细菌的分类系统

8.3真菌分类系统概要

8.3.1 真菌分类学的主要历史发展时期

8.3.2真菌分类系统

8.3.3酵母菌分类的研究历史

8.4 微生物鉴定

第 9章 微生物生态学

9.1 生态学基本概念

9.1.1 生态学与生态系统

9.1.2微生物生态学

9.1.3种群和群落

9.1.4环境梯度和耐受限度

9.2微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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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微生物生态学研究方法

9.3.1 微生物纯培养

9.3.2 活的但不可培养微生物

9.3.3基于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9.4 人体微生物与健康

9.4.1 人体微生物分布

9.4.2肠道微生物与健康

9.4.3 饮食与肠道微生物

9.4.4 肠道微生物资源开发

9.5群体感应及生物被膜

9.5.1群体感应系统

9.5.2生物被膜与食品生物环境

第 10章 发酵食品微生物学

10.1 发酵食品概述

10.2粮谷发酵食品与微生物

10.3乳品发酵食品与微生物

10.4 果蔬发酵食品与微生物

10.5畜禽肉发酵食品与微生物

10.6水产品类发酵食品与微生物

10.7 食品微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10.7.1 食品微生物制剂

10.7.2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后生元等

10.7.3 微生物食物资源

（三）《食品化学》部分

第一章 水

1. 水和冰的结构和性质；

2. 食品中水的存在形式；

3. 水分活度；

4. 等温吸湿线；

5. 冻藏与食品稳定性的关系；

6. 水分活度与食品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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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碳水化合物

1. 食品中糖的分类和结构；

2. 单糖、双糖和多糖在食品应用方面的理化性质；

3. 非酶褐变：Maillard 反应、焦糖化作用；

4. 淀粉的物理、化学性质，淀粉的糊化与老化；

5. 果胶结构及分类，影响果胶形成凝胶的因素；

6. 功能性低聚糖的主要作用；

7. 膳食纤维的定义和主要作用。

第三章 脂类

1. 油脂的分类和功能；

2. 脂肪酸和脂肪的结构；天然脂肪酸具有的特点；

3. 油脂的晶体特性；塑性脂肪；

4. 乳浊液；乳化剂；

5. 油脂的劣变反应，如：油脂的氧化、水解；

6. 抗氧化剂；

7. 油脂的质量评价；

8. 油脂的精炼和加工。

第四章 蛋白质

1. 氨基酸、肽和蛋白质的结构、分类和一般性质；

2. 蛋白质的变性（变性对蛋白质功能性质的影响、常见的引起蛋白质变性因素）；

3. 蛋白质的食品功能性质（与水的相互作用、凝胶形成、织构化、乳化性质、

起泡性质、风味结合作用等）；

4. 加工对蛋白质物理、化学和营养价值的影响（热处理、低温处理、脱水与干

燥、辐射、碱处理）。

第五章 酶

1. 酶的化学本质，酶活力单位；

2. 固定化酶；

3. 内源酶对食品品质的影响；

4. 酶促褐变的概念和机理，酶促褐变的控制；

5. 食品中重要的酶，如：淀粉酶、果胶酶、蛋白酶、脂肪酶、脂肪氧合酶、葡

萄糖氧化酶等酶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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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能》考试大纲

一、考试要求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专升本分武术、跆拳道、健美操、篮球四个方向进行

考试，要求：

（一）考生掌握所考方向运动项目的基本功；

（二）武术方向考生掌握武术基本步型、手型、手法、步法、剑法、刀法、棍

法、枪法等，并能独立编创、完成一套武术动作；

（三）跆拳道方向考生掌握跆拳道运动技能中双飞踢、高位横踢技术，以及品

势或竞技实战技术。

（四）健美操方向考生掌握健美操运动项目的难度动作、具备基本身体素质能

力，以及能够进行成套动作的独立创编。

（五）篮球方向考生具备专项素质，掌握专项技术及具备实战能力。

二、考试内容与分值

分武术、跆拳道、健美操、篮球四个方向分别进行。报考某方向的考生只需测

试该方向的考试内容，四个方向分值均为 200分。

（一）武术方向考试内容与分值

1.左右正踢腿、左右仆步抡拍 20分

2.腾空飞脚、旋风脚 40分

3.自选套路 140分

（二）跆拳道方向考试内容与分值

分竞技、品势两项技能考试，考生在竞技、品势两项中任选一项进行考试，选

定后不得修改。

1.竞技技能

（1）双飞踢 30分

（2）左右高位横踢 30分

（3）实战能力 140分

2.品势技能

（1）横叉、竖叉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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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丽 80分

（3）平原 80分

（三）健美操方向考试内容与分值

1. 难度动作 60分

2. 身体素质测试 40分

3. 健美操成套动作 100分

（四）篮球方向考试内容与分值

1. 篮球场四线折返跑 50分

2. 投篮 25分

3. 多种变向运球上篮 25分

4. 比赛 100分

三、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一）武术方向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1.左右正踢腿、左右仆步抡拍

（1）左右正踢腿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行抱拳礼，听到信号后原地快速完成左右正踢腿。

评分标准：姿势正确、方法清楚、用力顺达、快速有力。踢腿时，摆动腿挺膝

伸直、足跟过肩，脚尖勾起绷落；收髋猛收腹，踢腿过腰后加速，要有寸劲。10秒

钟完成踢摆 18次为满分 10分，踢摆次数在规定时间内每减少 1次扣 1分，依次类

推（详见表 1-1）。凡摆动腿未挺膝伸直、支撑腿未挺直、上体未正直、摆动腿足跟

未过肩达两条及以上不计算有效个数。

表 1-1 左右正踢腿评分标准

考试内容 个数 分数 个数 分数

左右正踢腿

（10秒钟）

18 10 12 4
17 9 11 3
16 8 10 2
15 7 9 1
14 6 8 0
13 5

（2）左右仆步抡拍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行抱拳礼，听到信号后原地快速完成左右仆步抡拍。

评分标准：姿势正确、方法清楚、用力顺达、快速有力。向上抡臂时要贴近耳，



45

向下抡臂时要贴近腿；右仆步抡拍时眼随右手，左仆步抡拍时眼随左手；以腰带臂，

快速连贯。每击扣地面为 1次，10秒钟完成左右抡拍 12次为满分 10分，抡拍次数

在规定时间内每减少 1次扣 1分，依次类推（详见表 1-2）。凡左右仆步未屈蹲完整、

未完成拍地、抡臂不完整不计算有效个数。

表 1-2 左右仆步抡拍评分标准

考试内容 个数 分数 个数 分数

左右仆步抡拍

（10秒钟）

12 10 6 4
11 9 5 3
10 8 4 2
9 7 3 1
8 6 2 0
7 5

2.腾空飞脚、旋风脚

（1）腾空飞脚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行抱拳礼，听到信号后原地启动完成助跑腾空飞脚。

评分标准：姿势正确、方法清楚、用力顺达、快速有力、有明显腾空，击拍脚

脚面绷平，在空中的最高点完成击响动作必须连续快速、准确响亮，在空中上体正

直，微向前倾。采用 10 分制打分，最后折合为 20分，即分值*2=腾空飞脚最后得分，

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1位（详见表 1-3）。

表 1-3 腾空飞脚评分标准

等级

（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10-8.6 分）
凡符合起跳脚先着地，且其余三点（左腿屈膝，连续击掌、拍脚，摆动腿

脚尖过肩）符合三点技术要求。

良（8.5-7.6 分）
凡符合起跳脚先着地，且其余三点（左腿屈膝，连续击掌、拍脚，摆动腿

脚尖过肩）符合两点技术要求。

中（7.5-6 分）
凡符合起跳脚先着地，且其余三点（左腿屈膝，连续击掌、拍脚，摆动腿

脚尖过肩）符合一点技术要求。

差（6 分以下）
凡起跳脚未先着地，且其余三点（左腿屈膝，连续击掌、拍脚，摆动腿脚

尖过肩）均不符合技术要求。

（2）旋风脚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行抱拳礼，听到信号后原地启动完成助跑旋风脚。

评分标准：姿势正确、方法清楚、用力顺达、有明显腾空。拍脚快速有力、准

确响亮、脚高过肩、旋转度数超过 360度；抡臂、踏跳、转体、里合等环节协调一

致。采用 10 分制打分，最后折合为 20分，即分值*2=旋风脚最后得分，分数至多可

到小数点后 1位（详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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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旋风脚评分标准

等级

（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10-8.6 分）
动作标准、协调，起跳高度高，摆腿脚尖超过肩部且速度快，

击响声音大，空中姿态舒展大方，转体度数超过 360度。

良（8.5-7.6 分）
动作协调，起跳高度良好，摆腿脚尖超过肩部，速度良好，

有击响，空中姿势良好，转体度数小于 360度，大于 270度。

中（7.5-6 分）
起跳高度一般，摆腿脚尖达肩部，速度一般，有击响，

空中姿势一般，转体度数小于 270度大于 180度。

差（6 分以下）
起跳未腾空，踢腿时速度慢且脚尖未达肩部，无击响，

空中姿态差，转体小于 180度。

3.自选套路

考试方法：考生在下列自选项目中任选一个自选拳术或器械进行测试。自选拳

术包括：长拳、南拳、太极拳；自选器械包括：剑术、刀术、南刀、太极剑、枪术、

棍术、南棍。考生自备器械，着武术比赛服装、武术鞋或运动鞋（考生身上任何部

位不准佩戴配饰，女生头上只允许扎黑色头绳）候考，听到点名后上场行抱拳礼，

开始演练套路。

评分标准：自选套路内容规定、评分方法与标准按国际武术联合会《武术套路

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19）》进行，考生根据规则要求自行编排并独立完成全套动作。

完成套路时间太极拳及太极器械为 1分 30秒-2分钟，其它拳术及器械不少于 1分钟。

考官根据考生的动作质量、演练水平和难度进行综合评定，采用 10分制打分，最后

折合为 140分，即分值*14=拳术套路最终得分，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1位。

（1）动作质量的评分标准（5.0分）

运动员现场完成套路时，动作规格与要求不符，一次扣 0.1分，在一个动作中连

续出现两个以上错误，应累计扣分；出现移动、晃动、跳动、遗忘、器械触底、脱

把、碰身、变形、平衡静止时间不足，每一次扣 0.1分，附加支撑一次扣 0.2分，倒

地、器械掉地扣 0.3分。

（2）演练水平的评分标准（3.0分）

演练水平按劲力、协调、节奏、编排、风格的评分标准分为 3档 9级，其中 3.00-2.51

为好，2.5-1.91分为一般，1.90分以下为不好。

（3）难度的评分标准（2.0分）

包括动作难度分值 1.4分和连接难度分值 0.6分。

①动作难度：完成⼀个A级动作难度计 0.20分，完成⼀个B级动作难度计 0.30

分，完成⼀个C级动作难度计 0.40分。动作难度的累计分如超过 1.40分，按 1.40分

计算。每个动作难度的分值只计算⼀次。作降分处理的动作难度，只能编排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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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组）难度中。动作难度不符合要求，不计算动作难度分。

②连接难度：完成⼀个A级连接难度计 0.10分，完成⼀个B级连接难度计 0.15

分，完成⼀个C级连接难度计 0.20分，完成⼀个D级连接难度计 0.25分。连接难度

的累计分如超过 0.60分，按 0.6分计算。每个连接难度的分值只计算⼀次。作降分

处理的连接难度，只能编排在最后⼀组难度中。连接难度不符合要求，不计算连接

难度分。

③考生必须根据规定选做难度，确认难度完成程度参照国际武术联合会《武术

套路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19）》。

（4）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套路，在 10分制评分中扣除应扣分数。太极拳

及太极器械类套路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时间 5秒（含 5秒）扣 0.1分，5秒以上 10

秒以内（含 10秒）扣 0.2分，以此类推。其他拳术和器械套路时间少于规定时间 2

秒（含 2秒）扣 0.1分，2秒以上 4秒以内（含 4秒）扣 0.2 分，以此类推。

（二）跆拳道方向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考生须穿跆拳道竞技或品势道服进行考试，竞技技能考试自备护裆、护齿、手

套。考评组提供头盔、护胸、护臂、护腿。

1.竞技技能

（1）双飞踢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行跆拳道礼，听到信号后原地快速连续使用双飞踢击打沙

袋。

评分标准：以右架预备姿势为例，重心移至左腿，右腿提膝大腿带动小腿向前

横踢，动作不停，在右脚落地的同时，迅速起左腿横踢。两脚不可同时着地，两腿

交替连贯进行，两臂协调摆动，准确、有力、符合双飞踢技术标准的击打，方被视

为有效击打。以 20秒钟内完成的次数确定成绩，男生 70个为满分，女生 65个为满

分（详见表 2-1）。如出现以下情况，视为动作未完成：踢击沙袋部位男子低于 0.95

米标志线，女子低于 0.75米标志线；没有击打动作或击打动作不明显；未使用脚背

击打。

表 2-1 跆拳道男子、女子双飞踢评分标准

个数
分数

个数
分数

个数
分数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0 30.0 53 16.5 18.0 36 8.0 8.0
69 29.0 52 16.0 17.0 35 7.5 7.5
68 28.0 51 15.5 16.0 34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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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
分数

个数
分数

个数
分数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67 27.0 50 15.0 15.0 33 6.5 6.5
66 26.0 49 14.5 14.5 32 6.0 6.0
65 25.0 30.0 48 14.0 14.0 31 5.5 5.5
64 24.0 29.0 47 13.5 13.5 30 5.0 5.0
63 23.0 28.0 46 13.0 13.0 29 4.5 4.5
62 22.0 27.0 45 12.5 12.5 28 4.0 4.0
61 21.0 26.0 44 12.0 12.0 27 3.5 3.5
60 20.0 25.0 43 11.5 11.5 26 3.0 3.0
59 19.5 24.0 42 11.0 11.0 25 2.5 2.5
58 19.0 23.0 41 10.5 10.5 24 2.0 2.0
57 18.5 22.0 40 10.0 10.0 23 1.5 1.5
56 18.0 21.0 39 9.5 9.5 22 1.0 1.0
55 17.5 20.0 38 9.0 9.0 21 0.5 0.5
54 17.0 19.0 37 8.5 8.5 20 0 0

（2）左右高位横踢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行跆拳道礼，听到信号后原地快速使用高位横踢技术连续

击打脚靶。

评分标准：考生左右腿交替使用高位横踢技术击打脚靶，每个技术动作须路线

正确、步法灵活、动作连贯、速度快、力量足、有气势、击打准确及效果明显，方

被视为有效击打。以 20秒钟内完成的次数确定成绩，男生 40个为满分，女生 36个

为满分（详见表 2-2）。考官对考生所完成有效击打的次数进行计数，无效击打不予

计数。靶位高度：以受测试者的头部高度为准。

表 2-2 跆拳道男子、女子高位横踢技术评分标准

个数
分数

个数
分数

男 女 男 女

40 30 27 7 12
39 28 26 6 10
38 26 25 5 9
37 24 24 4 8
36 22 30 23 3 7
35 20 28 22 2 6
34 18 26 21 1 5
33 16 24 20 0 4
32 14 22 19 3
31 12 20 18 2
30 10 18 17 1
29 9 16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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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8 14

（3）实战能力

考试方法：体重分级按照中国跆拳道协会审定的竞赛规则执行（表 2-3），在同

一体重级别内，考生随机配对进行实战，若无同一体重级别考生，则相邻或相近级

别随机配对进行。配对考生在跆拳道垫子上进行实战，共一局，实战时间为 2分钟。

若双方实力悬殊，为保护考生安全，主考官可提前终止实战。指定专门协考人员按

照最新《世跆联竞技竞赛规则》进行执裁。

表 2-3 跆拳道实战体重分级表

男 子 -54KG -58KG -63KG -68KG -74KG -80KG -87KG ＋87KG

女 子 -46KG -49KG -53KG -57KG -62KG -67KG -73KG ＋73KG

评分标准：考评员参照跆拳道实战能力评分细则（表 2-4），独立对考生的礼仪、

精神、意志品质、技术运用（准确性、协调性、灵活性、连贯性、速度、击打效果

等）、战术运用、临场应变能力、得分意识、高难度技术运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采用 10分制打分，最后折合为 140分，即分值*14=跆拳道实战能力最终得分，分数

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1位。

表 2-4 跆拳道实战能力评分标准

等级（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10-8.6分）

礼仪规范，精神状态好，勇猛顽强；进攻积极主动，

防守动作到位，反击快速、及时，击打目标准确、有力度，

技术正确、 熟练、协调和规范；临场应变能力强；进攻、防守、反击意

识明确，战术运用恰当；高难度技术使用得当。

良（8.5 -7.6分）

礼仪较规范，精神状态好；进攻较积极主动，防守动作较到位，击打目

标较准确且有一定力度，技术较正确、熟练、协调和规范；

临场应变能力较强；进攻、防守、反击意识较明确，

战术运用较恰当；高难度技术使用较得当。

中（7.5- 6分）

礼仪基本规范；有主动进攻，防守或反击动作基本到位，击打目标基本

准确但力度小，技术基本正确和协调；临场应变能力一般；

战术运用基本恰当。

差（6分以下）

礼仪不规范；进攻不积极主动，防守消极，反击动作不到位，击打目标

不准确且无力度，技术不正确；临场无应变能力；

战术运用不恰当。

2.品势技能

（1）横叉、竖叉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行跆拳道礼，听到信号后两手在体前扶地或侧举或叉腰，

两腿伸直（横叉左右；竖叉前后）分开，两大腿内侧充分接触地面形成直线，脚内

侧着地。

评分标准：横叉、竖叉累计计分，满分为 40分，男子横叉、竖叉离地累计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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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5公分为满分，超过 25公分记为 0分；女子横叉、竖叉离地累计 0公分为满分，

超过 20公分记为 0分；男子、女子均为每增加 1公分扣 2分（详见表 2-5）。

表 2-5 跆拳道男子、女子横叉、竖叉评分标准

公分
分数

公分
分数

男 女 男 女

0 40 40 13 24 14
1 40 38 14 22 12
2 40 36 15 20 10
3 40 34 16 18 8
4 40 32 17 16 6
5 40 30 18 14 4
6 38 28 19 12 2
7 36 26 20 10 0
8 34 24 21 8
9 32 22 22 6
10 30 20 23 4
11 28 18 24 2
12 26 16 25 0

（2）高丽、平原品势技能

考试方法：考试内容为高丽、平原 2套品势动作，考生按考试顺序依次候考，

按协考员执裁口令入场并依次完成高丽、平原两套品势动作，高丽完成后，原地等

待，待协考员口令后进行平原品势考试。

评分标准：每套动作的满分为 80分。分别从三个维度对考生的动作进行评分，

分别为准确度、熟练度和表现力，每出现一个轻微失误扣 0.1分，严重失误扣 0.3分，

单个动作可累计叠加扣分（详见表 2-6）。每套动作采用 10分制评分，最后折合为 80

分，即分值*8=每套动作得分，两套动作得分之和为品势技能最终得分，分数至多可

到小数点后 1位。

表 2-6 品势评分标准

等级

（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

（10-8.6分）

动作和姿势的准确性、正确性好；动作速度缓急、重心移动掌握好；动作力度

强弱、熟练度掌握好；每个动作视线、呼吸、气的表现统一到位。

良

（8.5 -7.6分）

动作和姿势的准确性、正确性良好；动作速度缓急、重心移动掌握良好；动作

力度强弱、熟练度掌握良好；每个动作视线、呼吸、气的表现统一良好。

中

（7.5- 6分）

动作和姿势的准确性、正确性一般；动作速度缓急、重心移动掌握一般；动作

力度强弱、熟练度掌握一般；每个动作视线、呼吸、气的表现一般。

差

（6分以下）

动作和姿势的准确性、正确性差；动作速度缓急、重心移动掌握差；动作力度

强弱、熟练度掌握差；每个动作视线、呼吸、气的表现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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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美操方向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1.难度动作

（1）A组地面难度（20分）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听到信号后完成A组地面难度（动力性力量、静力性力量

及旋腿类）任意一个分值在 0.5分及以上的难度动作。

评分标准：以竞技健美操竞赛规则为标准，评定难度动作是否完成。

（2）B组空中难度（20分）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听到信号后完成B组空中难度（动力性跳步、姿态跳步、

纵劈腿跳/跃）任意一个分值在 0.5分及以上的难度动作。

评分标准：以竞技健美操竞赛规则为标准，评定难度动作是否完成。

（3）C组站立难度（20分）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听到信号后完成C组站立难度（转体、柔韧）任意一个分

值在 0.3分及以上的难度动作。

评分标准：以竞技健美操竞赛规则为标准，评定难度动作是否完成。

表 3-1 难度最低完成标准

根命名 最低完成标准

提臀腾起 有清晰的腾空阶段，腾空阶段必须展示屈体姿态 (至少 90°)
分切 有清晰的腾空阶段，处于腾空阶段时，在完成分切之前肩部应高于臀部

高锐角腾起 有清晰的腾空阶段，身体在腾空之前必须要展示高锐角姿态

支撑 支撑 2秒，不能触地。

锐角支撑 支撑 2秒，不能触地。

水平支撑/分腿水平支撑

支撑 2秒，不能触地。

身体不能超过水平面 20 ° 以上。

腿部不能低于水平面 20 ° 以上。

托马斯
从起始姿势开始，摆腿至直臂支撑两腿腾空。两臂支撑身体进行旋转（两

臂交替支撑）。

直升飞机
从摆动腿启动与另一条腿交叉姿势开始。旋腿时必须以背部支撑地面。

必须至少完成 3/4周转体。结束方向必须与起始方向相同。

空转 两脚同时落地。

自由倒地 两手、两脚同时落地。

给纳 两手、两脚同时落地。

旋子 身体不能高于或低于水平面 45° 以上。

水平旋 身体不能高于或低于水平面 45° 以上。

团身跳 大腿必须至少要达到与地面平行的高度。

科萨克 腿部必须至少要达到与地面平行的高度。

屈体跳 腿部必须至少要达到与地面平行的高度。

屈体分腿/ 横劈腿跳 腿部必须至少要达到与地面平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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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命名 最低完成标准

交换腿跃 摆动腿在起跳前（引腿或摆腿）低于水平面不能超过 45 °。

剪式变身跳
摆动腿在起跳前（引腿或摆腿）低于水平面不能超过 45 °。必须要在空

中展示交换腿动作。

（矢状面） 纵劈腿跳 必须要在空中展示矢状劈腿动作 (身体正向面向前腿) 。

单足转体 必须前脚掌撑地完成动作。

水平控腿转体 必须前脚掌撑地完成动作。控腿低于水平高度不能超过 15° 。

垂地劈腿 支撑腿必须保持在垂直位置。支撑腿不能离开地面。

搬腿平衡 必须前脚掌撑地完成动作。抱腿完成完整的转体。

依柳辛 摆动腿完成完整的一圈旋转。

2.身体素质测试

（1）左腿纵叉（10分）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听到信号后完成左方向纵叉。

评分标准：原地地面劈左叉，劈叉时注意绷直膝盖、脚尖，后胯跟到地为满分

10分，后胯离地 1cm扣 1分，依次类推（详见表 3-2）。

（2）右腿纵叉（10分）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听到信号后完成右方向纵叉。

评分标准：原地地面劈右叉，劈叉时注意绷直膝盖、脚尖，后胯跟到地为满分

10分，后胯离地 1cm扣 1分，依次类推（详见表 3-2）。

表 3-2 左、右纵劈腿评分标准

考试内容 离地距离 （厘米） 分数

左、右纵叉

0 10
1 9
2 8
3 7
4 6
5 5
6 4

（3）30秒两头起（20分）

考试方法：考生上场躺好在规定区域，听到信号后快速完成两头起。

考试标准：每次起至屈体折叠时手指与脚尖齐平，全程不允许屈膝、分腿，还

原地面时不允许无控制地砸地，否则不算。30秒钟完成两头起（男生 25次，女生

20次）为满分 20分，在规定时间内每少 1次扣 2分，依次类推。

3.健美操成套

考试方法：考生着健美操比赛服装、健美操鞋、白色袜子（考生身上任何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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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佩戴配饰，女生扎丸子头、穿丝袜）候考，听到点名后上场，举手示意，摆好

造型，开始成套套路。

评分标准：考生根据规则要求自行编排并独立完成成套动作，成套动作必须包

括操化动作、过渡连接动作、难度动作与技巧动作，时间为 1分 20秒（±5秒）。考

官根据考生的艺术表现、完成质量和难度分值进行综合评定，采用 100分制打分。

（1）艺术表现的评分标准（30分）

考官需要对创编的所有内容与音乐的完美契合程度进行评价，旨在对考生是否

在尊重健美操运动内涵的前提下，将竞技体育转化为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特质的艺

术表演进行评价。（注：艺术表现扣分标准参照《国际体操联合会 2022-2024周期健

美操评分规则》）。

表 3-3健美操成套动作艺术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差 一般 好 很好 完美

音乐 3.0-3.9 4.0-4.6 4.7-5.3 5.4-5.9 6.0
操化内容 3.0-3.9 4.0-4.6 4.7-5.3 5.4-5.9 6.0
主体内容 3.0-3.9 4.0-4.6 4.7-5.3 5.4-5.9 6.0

成套艺术性 3.0-3.9 4.0-4.6 4.7-5.3 5.4-5.9 6.0
艺术表现 3.0-3.9 4.0-4.6 4.7-5.3 5.4-5.9 6.0

表 3-4艺术评分参考范围

艺术得分 成套动作

28.8-30 完美的成套

27-28.5 很好的成套

24-26.7 较好的成套

21-23.7 一般的（平均水平）的成套

18-20.7 低水准的成套

15-17.7 差的成套

（2）难度的评分标准（45分）

单人项目成套难度动作包含 9个，无论男生、女生均需展示五个类别的难度，

成套当中每个难度动作需达到 0.3分及以上的分值，同一类别的难度不能超过 2个。

每完成一个难度动作得 5分，若难度未达到最低完成标准则不给分数。

（3）完成质量的评分标准（25分）

完成质量评判从成套主体内容及难度动作进行，扣分分值 1分到 4分不等，详

情见表。

表 3-5 健美操成套完成质量评分标准

档次 差 一般 好 很好 完美

评分标准 1.0-5.0 5.1-10.0 10.1-15.0 15.1-20.0 2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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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篮球方向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1.专项素质

（1）篮球场四线折返跑

1）测试方法：（如图 1所示）测试者A按 1、2、3、4顺序跑完全程。从一侧端

线开始，听到信号后出发，至近侧罚球线急停，转身迅速折回至起跑的端线，急停

转身，跑至中线，折回端线，急停转身跑向另一侧罚球线，折回至原起跑的端线急

停转身，跑至另一侧端线，折回冲刺至原起跑的端线。每一次折回都必须有一只脚

踏线后方能折回，否则，第一次不踏线给予警告，第二次不踏线则被判为犯规而取

消该次测试成绩。

图 1

2）评分标准（表 4-1）

表 4-1 篮球场四线折返跑评分表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男 女 男 女

50 28 32 26 35.5 39.5
49 28.5 32.5 24 36 40
48 29 33 22 36.5 40.5
47 29.5 33.5 20 37 41
46 30 34 18 37.5 41.5
45 30.5 34.5 16 38 42
44 31 35 14 38.5 42.5
42 31.5 35.5 12 39 43
40 32 36 10 39.5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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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男 女 男 女

38 32.5 36.5 8 40 44
36 33 37 6 40.5 44.5
34 33.5 37.5 4 41 45
32 34 38 2 41.5 45.5
30 34.5 38.5 1 42 46
28 35 39

2.专项技术

（1）投篮

1）测试方法：学生在投篮区域外进行 1分钟投篮，考生必须以自投自抢的方式

进行，投篮方式不限，记投中次数。每人测两次，记其中一次最佳成绩。投篮区域

（如图 1所示）：以端线的中点为圆心，以 5.8米为半径画圆的以外区域。投篮时不

得出现带球跑或两次运球，否则将被判为例，投中无效；投篮时，如出现脚踏线或

者在投篮区域内投篮，则投中无效。

图 2

2）评分标准（表 5-2）

表 4-2 投篮评分表

男：成绩（个） 10 9 8 7 6 5 4 3 2 1

女：成绩（个） 8 7 6 5 4 3 2 1
分值 25 23 21 19 17 15 13 11 9 7

（2）多种变向运球上篮

1）测试方法：学生在球场端线中点站立，面向球场，用右手运球至①处，以考

生开始运球时球落地开表，在①处做背后运球变向，换左手向②处运球，至②处做

左手后转身运球变向，换右手运球至③处，右手跨下运球后右手上篮。球中篮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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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左手运球返回③处，做背后运球，换右手运球至②处做右手后转身运球变向，

运球至①处在左手跨下运球左手上篮。中球后做同样动作再重复一次，回到原处停

表。（如图 3所示）篮球场地上的标志①②③为以 40厘米为半径的圆圈，①③到端

线的距离为 6米、到边线的距离为 2米。②在中线上并到中圈中心距离为 2.8米。要

求考生在考试时必须任意一脚踩到圆圈线或者圆圈内地面，方可变向，否则视为无

效，不予计分；运球上篮时须投中，投不进可进行补投，若球不中继续带球前进，

视为无效，也不予计分。每人测试两次，记其中一次最佳成绩。

图 3

2）评分标准

表 4-3 多种变向运球上篮评分表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5 39.5 42.5 15 51 54 5 71 74
24.5 40 43 14.5 52 55 4.5 72 75
24 40.5 43.5 14 53 56 4 73 76
23.5 41 44 13.5 54 57 3.5 74 77
23 41.5 44.5 13 55 58 3 75 78
22.5 42 45 12.5 56 59 2.5 76 79
22 42.5 45.5 12 57 60 2 77 80
21.5 43 46 11.5 58 61 1.5 78 81
21 43.5 46.5 11 59 62 1 79 82
20.5 44 47 10.5 60 63
20 44.5 47.5 10 61 64
19.5 45 48 9.5 62 65
19 45.5 48.5 9 63 66
18.5 46 49 8.5 64 67
18 46.5 49.5 8 65 68
17.5 47 50 7.5 66 69
17 47.5 50.5 7 67 70
16.5 48 51 6.5 68 71
16 49 52 6 69 72
15.5 50 53 5.5 7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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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战能力

（1） 比赛

1）测试方法：将考生分成两队进行比赛。（原则上采用五人制全场比赛的形式

进行综合评定，如考生人数未达到该比赛形式要求，则采用三人制半场比赛的形式

进行考核。）

2）评分标准：测试员参照实战评分表（表 4-4），从动作的正确、协调、连贯程

度、技术、战术水平以及配合意识等方面，独立对考生进行综合评定。按 100分制

打分，所打分数至多可以到小数点后 1位。

表 4-4 实战能力评分表

等级 优 良 中 差

分值 100—80 79—60 59—30 30分以下

标准

动作正确，协调、

连贯、技术运用

合理、运用效果

好；战术配合意

识强、实战效果

较好。

动作正确，协调、

技术运用较合

理、运用效果较

好；战术配合意

识较强、实战效

果较好。

动作基本正确，

协调；技术运用

基本合理、运用

效果一般；战术

配合意识一般、

效果一般。

动作不正确，不

协调；技术动作

不合理、运用效

果差；战术配合

意识差、效果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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