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预发布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考试科目大纲的

通知

亲爱的考生：

欢迎您报考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

为方便您复习备考，现将我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及考试科目大纲进行预发布，最终定稿时间预计在 9月份，届时

请以学校统一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021 年 5月 28 日



附件：

武汉科技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说明：1.专业名称前加“（全日制）”的专业仅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加“（非全日制）”

的专业仅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加“（全日制、非全日制）”的专业同时招收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专业名称后带▲的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带★的为自主设置学科。

011 城市建设学院
联系人：彭老师 TEL：027－68893616

学术型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备注

0814（全日制）土木工程
01 岩土工程
02 结构工程
03 市政工程
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07 土木工程材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44 结构力学

845 水力学

846 工程传热学
（选一）

复试科目：
方向 01-02、
方向 05-07：
1.基础工程
2.混凝土结构（选一）
方向 03：

排水工程
方向 04：

暖通空调

0813（全日制）建筑学
01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02 建筑遗产保护与结构性能修复
03 建筑技术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建筑学综合

④834 建筑设计（3小
时）

复试科目：
场地设计作图（3.5
小时）

注：1.0813 建筑学、0814 土木工程专业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

2.考生在建筑设计及建筑专题设计科目中自备 A2（对开）的画板和工具，学校提供统一规格的画纸。

专业学位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备注

0859（全日制、非全日制）土木水利
01 结构设计理论与技术
02 施工技术与项目管理
03 道路与桥梁工程
04 岩土与地下工程
05 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及应用
06 水处理与环境保护技术
07 暖通空调与新能源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44 结构力学

845 水力学

846 工程传热学

（选一）

复试科目：

方向 01-05：

1.基础工程

2.混凝土结构（选一）

方向 06：

排水工程

方向 07：

暖通空调



135108（全日制）艺术设计
01 建筑环境设计及其理论
02 人居环境规划与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624 建筑学综合

④834 建筑设计（3小
时）

复试科目：

场地设计作图（3.5
小时）

注：1.0859 土木水利、135108 艺术设计专业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考；

2.考生在专业设计及建筑及环境设计科目中自备 A2（对开）的画板和工具，学校提供统一规格的画纸。

参考书目

初试科目参考书目：

844 结构力学 参考书目：

《结构力学（I、II）》（第四版），龙驭球、包世华、袁驷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845 水力学 参考书目：

《流体力学》（第三版），刘鹤年、刘京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年。

846 工程传热学 参考书目：

《传热学》（第六版），章熙民、朱彤、安青松、任泽霈、梅飞鸣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624 建筑学综合 参考书目：

《外国建筑史（19 世纪末叶以前）》（第四版），陈志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第二版），罗小未，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年。

《中国建筑史》（第七版），潘谷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年。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第四版），张文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

834 建筑设计（3小时快题）参考书目：

《建筑快题设计语汇表达》（第三版），叶茂乐 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年。

复试科目参考书目：

《基础工程》，赵明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混凝土结构》（第六版）（上册），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合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7 年。

《排水工程》（第五版）（下册），张自杰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年。

《暖通空调》（第三版），陆亚俊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场地设计作图》，不指定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大纲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844结构力学》考试大纲

一、大纲说明

本大纲适用于 0814（全日制）土木工程、0859（全日制、非全日制）土木

水利专业。

二、参考教材

《结构力学（I、II）》（第四版），龙驭球、包世华、袁驷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三、考试范围及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绪论

§1.1 结构力学的学科内容和教学要点

§1.2 结构的计算简图及简化要点

§1.3 杆件结构的分类

§1.4 荷载的分类

基本要求：①了解结构力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②了解荷载的分类；③理解

结构计算简图的选取原则；④熟练掌握支座和结点的类型和特点；⑤掌

握杆件结构的分类。

2. 结构的几何构造分析

§2.1 几何构造分析的几个概念

§2.2 平面杆件体系的基本组成规律

§2.3 平面杆件体系的计算自由度

基本要求：①理解以下基本概念：几何不变体系、几何可变体系、瞬变体系、

常变体系、约束、多余约束、虚铰、刚片；②掌握几何不变体系的基本

组成规律，能熟练运用这些规律分析体系的几何特性；③了解平面杆系

的计算自由度；④了解结构的几何组成和静定性的关系。



3. 静定结构的受力分析

§3.1 静定平面桁架

§3.2 梁的内力计算

§3.3 静定多跨静定梁

§3.4 静定平面刚架

§3.5 组合结构

§3.6 三铰拱

基本要求：①熟练掌握结构指定截面内力的计算方法、等截面直杆内力图的

特征、分段叠加法；②能熟练绘制各种静定梁的弯矩图、剪力图、轴力

图；③熟练绘制各种静定刚架的内力图；④了解三铰拱的组成和受力特

点；⑤掌握三铰拱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反力及内力的计算；⑥了解三铰

拱的合理轴线的概念及确定方法；⑦能熟练地运用结点法、截面法等方

法求解桁架的内力；⑧掌握组合结构的计算方法。

4. 影响线

§4.1 移动荷载和影响线的概念

§4.2 静力法作简支梁内力影响线

§4.3 结点承载方式下梁的内力影响线

§4.4 静力法作桁架轴力影响线

§4.5 机动法作静定内力影响线

§4.6 影响线的应用

基本要求：①熟悉移动荷载和影响线的概念；②熟练掌握用静力法和机动法

作梁的影响线；③掌握用静力法做桁架的影响线；④能根据影响线计算

影响量值并确定荷载最不利位置；⑤了解简支梁的包络图并能计算其绝

对最大弯矩。

5. 静定结构位移计算的虚力法

§5.1 虚力法求刚体体系的位移

§5.2 虚力法求静定结构的位移

§5.4 荷载作用时静定结构的弹性位移计算

§5.5 图乘法



§5.6 温度改变时静定结构位移计算

§5.9 虚功原理

基本要求：①掌握刚体虚功原理和变形体虚功原理；②熟练掌握结构在荷载

作用下的位移计算方法；③熟练掌握图乘法；④掌握结构在温度改变时

的位移计算方法；⑤了解互等定理。

6. 力法

§6.1 力法的基本概念

§6.2 超静定次数的确定

§6.3 力法求解超静定刚架和排架

§6.4 力法解超静定桁架和组合结构

§6.5 力法解对称结构

§6.9 超静定结构位移的计算

§6.10 超静定结构计算的校核

基本要求：①熟悉超静定结构的概念和超静定次数的确定；②熟练掌握力法

的以下基本概念：力法基本未知量、基本结构和基本体系；③熟练掌握

力法的基本思路；④能熟练地运用力法求解各种超静定结构的内力；⑤

熟悉对称性在力法中的应用；⑥熟练掌握超静定结构位移的计算；⑦了

解超静定结构计算结果的校核。

7. 位移法

§7.1 位移法的基本概念

§7.2 杆件单元的形常数和载常数

§7.3 位移法解无侧移刚架

§7.4 位移法解有侧移刚架

§7.5 位移法的基本体系

§7.6 位移法解对称结构

基本要求：①熟练掌握位移法的以下基本概念：等直杆的形常数、载常数；

位移法的基本未知量、基本结构和基本体系；②熟练掌握位移法的基本

思路；③能熟练运用位移法求解超静定问题；④熟悉对称性在位移法中

的应用。



8. 渐近法

§8.1 力矩分配法的基本概念

§8.2 多结点的力矩分配

§8.3 力矩分配法解对称结构

§8.4 无剪力分配法

基本要求：①熟悉以下基本概念：转动刚度、传递系数、力（弯）矩分配系

数、固端弯矩、远端弯矩、近端弯矩；②熟练掌握力矩分配法原理，能

熟练使用力矩分配法；③掌握无剪力分配法。

9. 矩阵位移法

§9.1 概述

§9.2 结构体系的数值化

§9.3 单元分析

§9.4 连续梁的整体刚度矩阵

§9.5 刚架的整体刚度矩阵

§9.6 等效结点荷载向量

§9.7 矩阵位移法的计算步骤

基本要求：①熟悉矩阵位移法的基本思路、结构的离散化和位移及内力的正

负规定；②熟悉单元刚度矩阵的物理意义及两种坐标系下单元刚度矩阵

之间的关系；③能熟练应用单元集成法计算结构刚度矩阵；④熟练掌握

等效结点荷载的计算；⑤熟练掌握忽略轴线变形的矩形刚架的整体分

析；⑥了解一般结构的整体分析。

10. 结构动力计算基础

§10.1 结构动力计算的特点和动力自由度

§10.2 单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

§10.3 单自由度体系的强迫振动

§10.4 阻尼对振动的影响

§10.5 双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

§10.6 双自由度体系在简谐荷载下的强迫振动

基本要求：①熟练掌握单自由度体系自振频率的计算；②熟练掌握单自由度



体系在简谐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反应计算；③了解阻尼对振动的影响；④

熟练掌握多自由度体系自振频率和主振型的计算；⑤了解多自由度体系

的强迫振动；⑥了解用近似法求自振频率。

四、试卷结构

1、考试题型（包含但不仅限以下题型）

（1）填空题

（2）选择题

（3）判断与改错题

（4）分析与计算题

2、试卷分数：总分 150 分。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845水力学》考试大纲

一、大纲说明

本大纲适用于 0814（全日制）土木工程、0859（全日制、非全日制）土木

水利专业。

二、参考教材

《流体力学》（第三版），刘鹤年、刘京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年。

三、考试范围及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绪论

§1.1 水力学的定义、任务和研究方法

§1.2 作用在液体上的力

§1.3 液体的主要物理性质

基本要求：①理解流体的主要物理力学性质（流动性、密度和重度、黏性、

压缩性和膨胀性）；②掌握牛顿内摩擦定律，作用在流体上的力（质量

力与表面力）；③掌握连续介质模型、理想流体模型和不可压缩流体模



型的概念。

2. 水静力学

§2.1 静水压强及其特性

§2.2 液体的平衡微分方程及其积分

§2.3 重力作用下的静水压强基本公式

§2.4 液柱式测压计

§2.5 液体的相对平衡

§2.6 作用于平面上的静水总压力

§2.7 作用于曲面上的静水总压力

基本要求：①掌握绝对压强、相对压强、真空度、等压面、测压管水头、测

压管高度、压力体等基本概念；②掌握静止流体中压力的特性与静止液

体压强分布规律；③理解液体相对平衡的分析方法；④掌握等压面判别

方法、压强分布图及压力体图的绘制方法；⑤掌握与熟练运用流体静力

学基本方程，理解其物理意义；⑥掌握并能运用欧拉平衡微分方程及其

综合式；⑦掌握作用在平面上和曲面上的静水总压力的计算方法（解析

法与图解法），并能综合运用流体静力学基本知识分析求解实际工程问

题。

3.水动力学基础

§3.1 液体运动的两种方法：拉格朗日法和欧拉法

§3.2 连续性方程

§3.3 液体的运动微分方程（欧拉方程）

§3.4 伯努利方程与动量方程

§3.5 液体微团运动的分析

§3.6 平面流动和几种基本的平面势流

基本要求：①了解描述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熟悉恒定流、均匀流性质；②

理解恒定总流连续性方程和三维流动连续性微分方程的表达式及物理

意义；③理解理想流体运动微分方程；④掌握流体运动总流分析法，具

体运用实际流体恒定总流的连续性方程、能量方程、动量方程求解总流

问题的能力。



4.相似原理和量纲分析

§4.1 相似原理

§4.2 模型实验

§4.3 量纲分析

基本要求：①掌握量纲的基本概念和量纲和谐原理；②掌握量纲分析的瑞利

法和定理，以及雷诺准则、弗劳德准则、欧拉准则、柯西准则等相似准

则。

5.水头损失

§5.1 水头损失的分类

§5.2 雷诺实验与流态

§5.3 沿程水头损失与切应力的关系

§5.4 圆管中的层流运动

§5.5 液体的紊流运动

§5.6 紊流的沿程水头损失

§5.7 局部水头损失

§5.8 边界层与绕流阻力

基本要求：①理解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的物理概念；②掌握液流型

态的判别方法、圆管中层流运动规律，了解紊流特征、紊流时均化的概

念；③熟悉局部水头损失的成因；④掌握沿程阻力和局部水头损失的计

算。

6.有压管流

§6.1 短管的水力计算

§6.2 长管的水水计算

§6.3 管网水力计算基础

§6.4 有压管流中的水击

基本要求：①掌握短管、简单长管、串联并联长管、沿程泄流、枝状管网的

水力计算；②了解环状管网水力计算方法，能够进行简单的水泵选型；

③了解水击现象的发生过程及水击压强的计算方法。

7.明渠流动



§7.1 明渠均匀流

§7.2 无压圆管均匀流

§7.3 明渠非均匀流的基本概念

§7.4 水跃和水跌

基本要求：①掌握明渠均匀流的特点、产生条件及影响因素，能正确使用明

渠均匀流的基本公式求解各类水力计算问题和无压圆管的水力计算；②

了解明渠恒定非均匀流的三种流态及其判别方法。

8.孔口、管嘴出流与堰流

§8.1 孔口出流

§8.2 管嘴出流

§8.3 堰流

基本要求：①掌握孔口、管嘴出流水力计算；②了解薄壁堰、实用堰和宽顶

堰的分类；③掌握堰流的基本公式，能利用堰流基本公式进行流量的计

算；④了解小桥孔径的水力计算。

9.渗流

§9.1 概述

§9.2 管嘴出流

§9.3 堰流

基本要求：①掌握渗流模型的概念与渗流基本定理-达西定理；②理解无压恒

定非均匀渐变渗流基本方程；③掌握普通井完整井和自流完整井水力计

算的方法，并能进行出水量的基本计算；④了解管涌和流土的概念。

四、试卷结构

1、考试题型（包含但不仅限以下题型）

（1）选择题

（2）判断题

（3）填空题

（4）名词解释

（5）计算题

2、试卷分数：总分 150 分。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846 工程传热学》考试大纲

一、大纲说明

本大纲适用于 0814（全日制）土木工程、0859（全日制、非全日制）土木

水利专业。

二、参考教材

《传热学》（第六版），章熙民、朱彤、安青松、任泽霈、梅飞鸣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年。

三、 考试范围及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绪论

§1.1 热传递的基本方式

§1.2 传热过程

基本要求：①了解导热、热对流、热辐射、热阻等基本概念；②理解和掌握

导热、对流传热、辐射传热和传热过程的计算公式；③导热、热对流和

热辐射三种热传递的方式；④传热过程及传热系数的概念。

2.导热理论基础

§2.1 基本概念及傅里叶定律

§2.2 热导率

§2.3 导热微分方程式

§2.4 导热过程的单值性条件

基本要求：①理解温度梯度及热流矢量的概念；②了解影响物质热导率，特

别是建筑、保温材料热导率的主要因素；③理解导热问题的数学描述及

变热导率问题的处理方法；④理解单值性条件并能针对不同边界条件写

出完整的数学描写表达式；⑤掌握导热的基本理论；⑤傅里叶定律的物

理意义及适用条件；⑥影响导热系数的主要因素；⑦单值性条件及给定

导热现象的完整数学描述；⑧单值性条件及给定导热现象的完整数学描



述。

3. 稳态导热

§3.1 通过平壁的导热

§3.2 通过复合平壁的导热

§3.3 具有内热源的平壁导热

§3.4 通过圆筒壁的导热

§3.5 通过肋壁的导热

§3.6 通过接触面的导热

§3.7 二维稳态导热

基本要求：①掌握通过一维平壁的稳态导热问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算；②

掌握通过复合平壁的稳态导热问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算；③掌握具有

内热源的平壁稳态导热问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算；④掌握通过圆筒壁

的稳态导热问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算；⑤掌握通过肋壁的稳态导热问

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算；⑥了解产生接触热阻的原因与影响因素；⑦

理解热阻和形状因子的意义；⑧掌握稳态导热问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

算；⑨通过一维平壁和圆筒壁的稳态导热问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算；

⑩具有内热源的平壁稳态导热问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算。

4.非稳态导热

§4.1 非稳态导热过程的类型和特点

§4.2 无限大平壁的瞬态导热

§4.3 半无限大物体的瞬态导热

§4.4 其他形状物体的瞬态导热

§4.5 周期性非稳态导热

基本要求：①理解非稳态导热过程的特点和有关准则的意义；②了解无限大

平壁在第三类边界条件下非稳态导热分析解的结论及其应用；③能用集

总参数法、一维无内热源问题的计算线图法、规则形状物体的二维问题

乘积解法求解非稳态导热问题；④了解半无限大物体非稳态导热过程的

特点、渗透厚度的意义；⑤理解半无限大物体周期性导热过程的特点、

蓄热系数的意义；⑥了解非稳态导热问题温度场和导热量的计算；⑦集



总参数法、无限大平壁在第三类边界条件下非稳态导热分析解的结论及

其应用；⑧用集总参数法求解非稳态导热问题。

5. 对流传热分析

§5.1 对流传热概述

§5.2 对流传热微分方程组

§5.3 边界层传热微分方程组

§5.4 相似理论基础

基本要求：①理解对流传热机理及其影响因素；②掌握牛顿冷却公式的应用

及对流传热微分方程组的导出方法、结构、各项意义及各方程组间的关

系；③掌握边界层概念及几种典型情况边界层的形成与发展状况；④理

解相似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对流传热实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⑤掌握

基本的对流传热规律和相似准则的意义；⑥理解对流传热机理及其影响

因素；⑦理解相似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对流传热实验研究中的指导作

用；⑧掌握牛顿冷却公式的应用及对流传热微分方程组的导出方法、结

构、各项意义及各方程组间的关系。

6. 单相流体对流传热

§6.1 管内受迫对流传热

§6.2 外掠圆管对流传热

§6.3 自然对流传热

基本要求：①掌握管内受迫对流传热的机理，准则关联式的选用和计算方法；

②掌握外掠圆管对流传热的机理；③掌握自然对流传热的机理，准则关

联式的使用条件和范围；④理解表面传热系数的影响因素；⑤掌握管内

受迫对流传热和自然对流传热的机理，掌握管内受迫对流传热的机理，

准则关联式的选用和计算方法。

7.凝结与沸腾传热

§7.1 凝结传热

§7.2 沸腾传热

§7.3 热管

基本要求：①理解凝结传热的主要影响因素，掌握凝结传热关联式的应用；



②理解沸腾传热机理、沸腾曲线；③了解热管工作原理及其特点；④掌

握凝结与沸腾传热的发生条件；⑤理解凝结传热的主要影响因素，掌握

凝结传热关联式的应用；⑥理解沸腾传热机理、沸腾曲线。理解凝结传

热的主要影响因素；⑦理解沸腾传热机理、沸腾曲线。

8. 热辐射的基本定律

§8.1 基本概念

§8.2 热辐射的基本定律

基本要求：①理解热辐射的本质和特点；②掌握热辐射的基本定律；③了解

影响实际物体表面辐射特性的因素；④理解热辐射的本质和特点，掌握

热辐射的基本定律；⑤掌握热辐射的基本定律。

9. 辐射传热计算

§9.1 黑表面间的辐射传热

§9.2 灰表面间的辐射传热

§9.3 角系数的确定方法

基本要求：①理解角系数、有效辐射的概念；②能计算充满透明介质的由两

个和三个表面组成的封闭空腔中每个表面的净辐射换热量；③能用代数

法和图线法确定角系数；④掌握辐射传热的计算方法；⑤掌握辐射传热

的计算方法；能用代数法和图线法确定角系数；⑥能计算充满透明介质

的由两个和三个表面组成的封闭空腔中每个表面的净辐射换热量。

10. 传热和换热器

§10.1 通过肋壁的传热

§10.2 复合传热时的传热计算

§10.3 传热的强化和削弱

§10.4 换热器的形式和基本构造

§10.5 平均温度差

§10.6 换热器计算

基本要求：①能应用热阻概念分析传热过程；②理解有复合传热时传热过程

的计算方法；③了解工程强化和削弱传热的一般原理与途径；④了解常

见间壁式换热器的类型、特点及工作原理；⑤掌握对数平均温度差的计



算，掌握换热器效能、传热单元数的概念；⑥会应用平均温差法及

ε—NTU法进行换热器的设计计算和校核计算；⑦了解工程强化和削弱

传热的一般原理与途径；⑧会应用平均温差法及ε—NTU法进行换热器

的设计计算和校核计算；⑨对数平均温度差的计算。

四、试卷结构

1、考试题型（包含但不仅限以下题型）

（1）选择题

（2）判断题

（3）填空题

（4）名词解释

（5）计算题

2、试卷分数：总分 150 分。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624建筑学综合》考试大纲

一、大纲说明

本大纲适用于 0813（全日制）建筑学、135108（全日制）艺术设计专业。

二、参考教材

《外国建筑史（19 世纪末叶以前）》（第四版），陈志华，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10 年。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第二版），罗小未，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年。

《中国建筑史》（第七版），潘谷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年。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第四版），张文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

三、考试范围及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外国建筑史部分

3. 欧洲早期文明及古典建筑

§1.1 玛斯塔巴、金字塔、峡谷陵墓和神庙建筑的特征；

§1.2 古典柱式的定义、特点和发展；

§1.3 古罗马的建筑技术与空间、建筑理论发展成就；

基本要求：①理解巨型纪念性建筑基本特征；②掌握古典柱式的特点；③掌

握古罗马建筑空间特征。

4. 中古时代建筑

§2.1 拜占庭建筑形制；

§2.2 西欧中世纪的建筑类型和特色；

§2.3 哥特式教堂的形式、技术、构造特点；

基本要求：①掌握西欧中世纪的建筑类型和特色并可绘制相应建筑外观形式

图；②掌握哥特式教堂的结构特征并可绘制出结构关系图。

3. 欧洲文艺复兴建筑

§3.1 文艺复兴的理论、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3.2 巴洛克与洛可可建筑

§3.3 古典主义建筑

基本要求：①了解文艺复兴的理论，熟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代表人物及其作

品；②掌握巴洛克与洛可可建筑基本特征；③理解古典主义建筑表现形

式并可绘制其主要外观特征。

4. 18 世纪下~19 世纪下欧美建筑

§4.1 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的特征；

§4.2 新材料、新技术与新类型。

§4.3 量纲分析

基本要求：①掌握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的特征；②了解新材

料、新技术与新类型；。

5. 19 世纪下~20 世纪初欧美对新建筑的探求

§5.1 新建筑运动的派别和宗旨；

§5.2 新建筑运动相应的代表建筑

基本要求：①了解新建筑运动的派别；②掌握新建筑运动相应的代表建筑。

6. 新建筑运动高潮——“现代主义”建筑

§6.1“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理论、精神，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6.2 熟悉勒 . 柯布西耶生平及建筑思想、建筑作品；

§6.3 熟悉密斯. 凡 . 德 . 罗生平及建筑思想、建筑作品；

§6.4 熟悉阿尔托生平及建筑思想、建筑作品。

基本要求：①掌握“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理论、精神，代表人物；②掌握

阿尔托生平及建筑思想；③了解密斯. 凡 . 德 . 罗生平及建筑思想、

建筑作品。

7. “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

§7.1 现代到后现代建筑思潮

§7.2 现代到后现代建筑代表人物与作品

§7.3“高技”与“简约”倾向的代表人物与作品

§7.4 新理性主义、新地域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与作品

基本要求：①掌握后现代建筑思潮；②分析后现代建筑代表人物建筑思想与



作品；③了解新理性主义、新地域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与作品。

（二）中国建筑史部分

1. 绪论

§1.1 中国古建筑体系与特征及单体建筑的构成

§1.2 斗栱及屋顶式样；

§1.3. 中国古建筑美学特征

基本要求：①掌握中国古建筑体系与美学特征及单体建筑的构成；②掌握结

构组成体系及构件名称；③掌握斗拱的组成与组合关系。

2. 住宅与聚落

§2.1 传统民居的历史背景

§2.2 典型传统民居的布局特点，

§2.3 传统民居建筑结构技术，装饰风格

§2.4 聚落与自然环境

基本要求：①了解传统民居的历史背景；②掌握典型传统民居的布局特点；

③掌握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3. 园林与风景建设

§3.1 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成机制及历史沿革

§3.2 明清皇家苑囿的造园原则、造园手法

§3.3 明清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原则和手法

基本要求：①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成机制；②掌握明清皇家苑囿的造园原

则、造园手法；③掌握明清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原则和手法。

4. 宗教建筑

§4.1 佛教寺院的演变

§4.2 佛塔的演变，各类型的造型特点，结构形式 的演进

§4.3 石窟的类型、特点

基本要求：①熟悉佛塔各种类型的造型特点与结构形式；②了解石窟的类型、

特点；③了解道教建筑特点与佛教寺院的演变。

5. 宫殿、坛庙、陵墓

§5.1 宫殿、坛庙、陵墓的发展过程；



§5.2 宫殿、坛庙、陵墓的设计方法和原则

§5.3 典型实例

基本要求：①了解宫殿、坛庙、陵墓的发展过程；②掌握宫殿、坛庙、陵墓

的设计方法和原则；③熟悉典型宫殿、宫殿、坛庙、陵墓布局特征。

6. 古代木构建筑演变

§6.1 古代木构建筑的基本体系

§6.2 中国古代建筑结构的相关名词术语

§6.3 大木作和小木作的构造方式相关详部做法

基本要求：①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结构的相关名词术语；②掌握相关详部做法；

③掌握大木作和小木作的构造方式并可绘图表达。

7. 建筑意匠

§7.1 社会文化意识与古建筑的关系

§7.2 选址与布局

基本要求：①熟悉社会文化意识与古建筑的关系；②掌握选址与布局反映建

筑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

（三）公共建筑设计原理部分

1. 绪论

§1.1 公共建筑的定义与公共建筑类型

§1.2 公共建筑的适应性及其设计特点和标准

§1.3 办公住宅、文教住宅、博览建筑等以及公共综合体建筑各自的适

用范围与设计特点。

基本要求：①掌握公共建筑的定义与公共建筑类型；；②熟悉公共建筑的适

应性及其设计特点和标准；③掌握办公住宅、文教住宅、博览建筑等以

及公共综合体建筑各自的适用范围与设计特点。

2. 总体环境设计

§2.1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2.2 环境布局的基本组成

§2.3 环境营造的方法

基本要求：①掌握建筑与环境的关系；；②掌握环境布局的基本组成，了解

空间组合的手法；③掌握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与创造环境的方法。



3. 公共建筑的功能关系与空间组合

§3.1 功能组成

§3.2 空间分类

§3.3 空间组合关系

基本要求：①掌握主要使用部分、辅助使用部分和交通联系部分的划分方法；

②掌握不同功能建筑的空间分类方法；③掌握人流特点和人流组织设计

与空间组合方法。

4. 公共建筑的造型艺术问题

§4.1 形式美规律

§4.2 空间比例尺度与序列导向

§4.3 统一与变化的构图原则

基本要求：①理解民族形式与地域文化；②掌握构图技巧与形式美规律；③

掌握比例尺度与序列导向、统一与变化的形式美构图原则。

5. 公共建筑的空间组合综合分析

§5.1 分隔性、连续性建筑空间组合

§5.2 高层性、综合性建筑空间组合

§5.3 观演性、集中性建筑空间组合

基本要求：①理解分隔性、连续性建筑空间组合分析方法；②掌握高层性、

综合性建筑空间组合分析方法；③掌握观演性、集中性建筑空间组合分

析方法。

6. 公共建筑的技术经济问题分析

§5.1 公共建筑结构选型原则

§5.2 建筑设备技术和经济实用原则

基本要求：①了解公共建筑结构选型原理；②了解建筑设计与建筑设备技术

和经济实用的关系。

四、 试卷结构

1、考试题型（包含但不仅限以下题型）

（1）单项、多项选择题

（2）条目解释



（3）判断题

（4）画图题

（5）简答题

（6）论述题

2、试卷分数：总分 150 分。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834建筑设计》考试大纲

一、大纲说明

本大纲适用于 0813（全日制）建筑学、135108（全日制）艺术设计专业。

二、参考教材

《建筑快题设计语汇表达》（第三版），叶茂乐 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7 年。

三、考试范围及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

意识，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既有能力在建筑方案设计中，通过总体布局、平面布置、空间组织、交通组

织、构造设计等解决功能性问题，也能较熟练地运用建筑美学的基本原理和构图

法则，通过空间组合、形体塑造、立面构图、结构与构造、工艺技术与材料运用

等表现建筑艺术的魅力。同时熟练掌握建筑设计手工表现技法，形象并规范地表

达自己的设计意图。

考试范围：建筑规模适当的中小型民用建筑的新建或改、扩建。以建筑单体

设计为主，包含规划和场地设计、建筑构造设计或建筑知识运用等相关内容。同

时应适当思考建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环境、地域文化中的建筑设计等问题。

涉及的建筑类型包括：（1）文化类建筑，如：俱乐部、文化馆或小型会议

中心、展览馆等；（2）科教类建筑，如：图书馆、教学楼、行政办公楼等。（3）

旅游接待类建筑，如：中小型旅馆、大型茶社、中小型餐饮娱乐建筑等；（4）



商业、办公类建筑，如：特色办公楼、专业商场等；（5）中小型改、扩建民用

建筑等。

基本要求：考试时间为 3小时。最后完成的正图为 A2 不透明绘图纸 1张，

图纸规格必须保持一致，若有不合要求图纸一律作废。草稿纸及考卷在考试后一

律回收。

绘图方式一般为工具（尺规）绘图或徒手绘图（均按指定比例）。设计方

案表现方法不限，可墨线、铅笔、彩笔、毛笔、油画棒等绘制；效果图大小及表

现形式必须能清楚地表达设计意图，主要的效果图不得小于 A3 大小。考生可准

备马克笔、彩铅、水彩、水粉、油画棒等表现工具，还需准备尺规、针管笔、铅

笔、炭笔等绘图工具。

考生应充分尊重考试要点，不得照搬现有建筑设计，如发现“背造型”套

用于快题设计中，成绩一律作零分处理。

四、试卷结构

1、考试题型

3小时快速设计。包含但不仅限以下内容：场地利用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处理；

建筑功能布局的合理性；建筑造型与空间操作；设计图纸的表达效果；设计图纸

的完整性（是否满足任务书针对图纸内容的各项要求；图纸是否画完等）。

2、试卷分数：总分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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