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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30   科目名称：辐射防护与安全 

一. 考试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对辐射防护与安全基本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对辐射剂量、辐射探测、辐射

防护、辐射安全的理解与掌握；以及运用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有关辐射防护与安

全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1．电离辐射 

掌握电离辐射和放射性衰变，放射性的量和单位，电离辐射的类型，衰变常数、活度和

半衰期，半衰期的测量，了解其他辐射源的电离辐射；掌握电离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理

解γ和 x 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光电效应、康普顿散射、电子对生成，中子与物质的相互

作用。 

2．辐射探测方法与辐射探测仪器的使用 

掌握辐射探测的机理，电离辐射探测器，充气探测器，固体导体探测器，闪烁探测器，

中子探测器。了解辐射探测仪器的使用，表面污染测量，空气污染测量，个人剂量测量。 

3．辐射防护基本原理 

了解辐射的生物学效应；理解基本安全标准，剂量限值和剂量约束，辐射防护体系，辐

射防护最优化，个人剂量限值；掌握外照射危害的防护，辐射类型对外照射危害的影响，外

照射危害的控制，屏蔽计算；掌握内照射危害的防护，内照射危害的测量，工作场所的污染

限值，内照射危害的控制。 

4. 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 

掌握放射性废物，废物最小化，放射性废物的分类原则（液体废物分类、固体废物分类、

液态气态排放），了解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基本步骤，放射性废物活度的监测。了解核子仪的

安全使用，了解放射性示踪剂的安全使用，了解放射治疗、核医学的防护与安全。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满分 150 分。 

题型包括：填空题、辨析题、简答题、分析题等。 

四、参考书目 

1．《辐射防护基础教程》．王建龙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一版 

2．《辐射防护基础》. 李星洪编. 原子能出版社，1982，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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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F31   科目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一. 考试要求 

主要考察学生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对概率思想的理解与掌握；

对统计方法的理解与掌握；以及综合运用概率统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1、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随机事件的概念，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事件频率的概念和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握概率

的基本性质，古典概率、几何概率；条件概率的概念，概率的加法公式、乘法公式，全概率

公式、贝叶斯公式；事件的独立性概念。 

2、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随机变量的概念；分布函数的概念及性质；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律的概念，连续型

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的概念与性质；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均匀分布、指数分布和正态分

布；随机变量的函数的概率分布。 

3、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多维随机变量和联合分布的概念，二维随机变量和联合分布的概念、性质；二维离散型

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边缘分布和条件分布，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边缘分布和

条件分布；随机变量独立性的概念；两个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4、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的概念和性质；常用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切比雪夫不等式。  

5、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 

切比雪夫大数定律、贝努里大数定律和辛钦大数定律；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德

莫佛-拉普拉斯定理。 

6、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总体、个体、统计量、简单随机样本和样本统计量的概念，经验分布函数与直方图的作

法；χ2分布、t分布和 F分布的定义和α分位点；正态总体的一些常用抽样分布定理。 

7、参数估计 

参数点估计的概念，矩估计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量的评价标准（无偏性、有效性

与一致性）；区间估计的概念，单个、两个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置信区间。 

8、假设检验 

显著性检验的基本思想，假设检验的一般步骤，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单个和两个正态

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总体分布的χ2拟合检验法；总体独立性的χ2拟合检验法。 

9、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一元线性回归。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2.5 小时，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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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包括：填空题、计算题、证明题、应用题等。 

四、参考书目 

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金志明、李永乐编，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李贤平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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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F32   科目名称：环境工程学 

一. 考试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对环境工程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对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控制与固

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的理解与掌握；以及运用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有关化、

生、核等军事环境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1．水处理工程 

掌握废水的循环与污染，水的成分与性质，水处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掌握水中粗大颗

粒物质的去除，水中悬浮物质和胶体物质的去除，水中溶解物质的去除，水中有害微生物的

去除；理解废水处理微生物学基础，好氧悬浮生长处理技术，好氧附着生长处理技术，厌氧

生物处理技术，生物脱氮除磷技术，了解水处理厂污泥处理技术，废水土地处理技术，废水

人工湿地处理技术；了解再生水系统，废水的最终处置。 

2.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掌握大气的结构及组成，大气污染，大气环境质量控制标准，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方法；

掌握颗粒污染物控制，除尘技术基础，包括重力沉降、旋风除尘、静电除尘、袋式除尘、湿

式除尘；掌握气态污染物控制技术，包括吸收净化、吸附净化、催化转化、燃烧转化、生物

净化。 

3. 固体废物资源化与综合利用 

掌握固体废物的性质，理解固体废物的产量与减少产量的途径，了解城市垃圾的收集、

储存与运输；了解城市垃圾处理技术，包括城市垃圾压实技术，城市垃圾破碎技术，城市垃

圾分选技术，固体废物的脱水与干燥，危险废物的化学处理与固化；理解固体废物资源化的

意义与资源化，材料回收系统，生物转化产品的回收，城市垃圾焚烧与热转化产品的回收，

固体废物的最终处置。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满分 150 分。 

题型包括：填空题、辨析题、简答题、分析题等。 

四、参考书目 

1．《环境工程学》．蒋展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二版 

2．《环境工程学基础》．王新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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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86   科目名称：心理学综合 

一、考试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对军队心理服务理论与技能的理解

与掌握；对军事心理学理论与技术的理解与掌握，对军事教育训练心理学基本理论的了解和

掌握，以及能够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二、考试内容 

1．基础心理学 

主要心理学流派的基本观点和局限性，心理和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意识和注意，感知觉，

记忆和思维，情绪和情感，动机、需要与意志，能力、气质、性格，社会心理。 

2．军人心理学 

国内外军人心理服务现状与发展趋势，军人心理教育，军人心理咨询，军人心理评估，

心理危机干预，战时心理防护。 

3．军事心理学 

军事人员心理选拔，军事心理战，武器装备设计中的心理因素、特殊军事环境与军人适

应，军队领导心理。  

4．军事教育训练心理学 

军事训练的内涵、要素，军事训练规律、内容，军事训练方法，运动活动的具体心理过

程，运动技能的形成过程及其规律，心理技能训练基本方法。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满分 300 分。 

题型包括：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 

 

四、参考书目 

1.《普通心理学》．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四版 

2．《军事心理学》．冯正直主编．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9。第一版 

3．《军人心理学》．武国城主编．海潮出版社，2011。第一版 

4．《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军事训练学教程》．李奕辉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第二版 

5．《体育运动心理学简编》．毛志雄主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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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F85   科目名称：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概论 

一. 考试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对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基本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对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主

要任务、组织指挥、力量建设、基本战法、教育训练以及效能评估等方面的理解与掌握；以

及运用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信息化条件下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基本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1．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内涵 

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基本概念、本质联系及其地位作用。 

2．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主要任务 

凝聚军心民意、分化瓦解敌人、营造有利环境。 

3．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组织指挥 

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组织、指挥以及运行过程中的组织指挥。 

4．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力量建设 

当代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建设的新特点、主要任务及其建设原则。 

5. 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基本战法 

认知操纵、情绪诱导、意志震慑的基本形式和主要策略。 

6. 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教育训练 

基地化教育训练、模拟化教育训练、网络化教育训练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方式。 

7.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效能评估 

效能评估的基本理念、指标体系和方法。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2小时，满分 100 分。 

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 

四、参考书目 

《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导论》．欧立寿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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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91   科目名称：结构力学 

一、考试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对结构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的灵活应用。考查学生的分

析能力和解题技巧。要求携带的工具：三角尺、计算器。 

二、考试内容 

1．平面体系的机动分析 

计算自由度、约束、几何不变体系、几何可变体系和瞬变体系的概念。几何不变体系的

基本组成规则的运用。 

2．静定结构 

静定梁、静定平面刚架反力、内力计算和内力图的绘制；三铰拱的组成和类型，三铰拱

支座反力和内力的计算，三铰拱的受力特性，合理拱轴的概念；理想静定平面桁架的基本假

设和组成分类，零杆的判定，桁架轴力的计算方法——结点法、截面法及其联合应用，静定

组合结构的特点和计算；静定结构的特性。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虚功和虚功原理，单位荷

载法计算位移的一般公式，荷载作用下的位移计算，图乘法，支座移动时的位移计算，温度

变化引起的位移计算，线弹性结构的互等定理。 

3．超静定结构 

超静定结构的概念和超静定次数的确定，力法基本原理与力法典型方程，对称结构的简

化计算，支座移动下超静定结构的内力，超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及内力图的校核；位移法的

基本原理及基本未知量的确定，等截面杆的形常数与载常数，位移法的基本体系与典型方程，

位移法计算超静定梁和刚架；力矩分配法的基本概念，用力矩分配法计算连续梁和无侧移刚

架；影响线的概念，静力法和机动法作静定梁的影响线，最不利荷载位置的确定，简支梁绝

对最大弯矩的计算。 

4．矩阵位移法 

单元刚度矩阵、结构刚度矩阵、单元刚度矩阵的坐标应变换、先处理法计算平面刚架、

等效结点荷载。 

5.  结构动力学 

结构振动的自由度、单自由度结构的动力计算。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满分 150 分。 

题型包括：判断题、填空题、选择题、分析计算题等。 

四、参考书目 

1．《结构力学》（上下册）．李廉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五版 

2．《结构力学》（Ι、Ⅱ）．龙驭球 包世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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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F91  科目名称：混凝土结构 

一. 考试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构件设计计算的理解与

掌握，包括对混凝土、钢筋等结构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的掌握；常见基本构件的受力变形特

点、设计原理、设计方法和构造要求的理解与掌握以及具备对军事结构工程中常见构件进行

设计和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绪论 

混凝土的基本概念，混凝土与钢筋协同工作原理，混凝土结构的特点（优点、缺点）；

混凝土的发展阶段，发展趋势和应用。 

第二章 钢筋和混凝土材料的力学性能 

钢筋的品种和级别，钢筋的强度和变形性能，混凝土结构对钢筋性能的要求；混凝土的

强度，混凝土的变形性能，徐变和收缩；粘结的概念，粘结应力的特点，粘结破坏机理，影

响粘结强度的因素。 

第三章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方法 

作用、作用效应及结构抗力，结构的预定功能及结构可靠度，结构的安全等级，混凝土

结构构件设计计算方法；荷载标准值、材料强度标准值的确定；结构极限状态，结构可靠度，

分项系数。 

第四章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斜承载力计算 

受弯构件概念、分类和应用，梁、板构造要求；适筋梁受力特点、破坏形态、受力性能；

正截面计算基本假定；单双筋矩形截面、T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无腹筋梁斜

截面受剪性能及影响斜截面受剪承载力主要因素；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截面确定，计算步

骤；斜截面受弯承载力计和钢筋构造要求。 

第五章 钢筋混凝土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 

受压构件分类、应用和一般构造要求；轴心受压普通箍筋柱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和轴心受

压螺旋箍筋柱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力性能分析；矩形、工字形截面对

称配筋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 N和 M的关系。 

第六章 受弯构件的变形和裂缝计算 

裂缝分类和成因，裂缝控制目的和要求；影响裂缝宽度的因素；变形控制的目的和要求，

最小刚度原则，提高受弯构件刚度的措施。 

第七章 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知识 

预应力混凝土的一般概念和分类，预应力的施加方法，锚具，预应力混凝土的材料和特

点；预应力损失种类及控制。 

第八章 梁板结构 

梁板结构形式，肋梁楼盖单向板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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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课程考核中，还包含专业外语的理解和掌握，即通过翻译混凝土结构或结

构力学等方面外文文献来考查学生对专业外语的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题型包括：简答题、分析题、翻译题等。 

四、参考书目 

1．《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四版），沈蒲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2 月。 

2．《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二版），梁兴文 史庆轩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