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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福建理工大学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专业课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名称: 材料性能学

二、招生学院： 生物与化学研究院

三、招生专业（专业代码）： 材料与化工（085600）

基本内容: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与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主要面向金属及功能材料与建筑

材料两个方向。本课程主要需要掌握材料各种主要性能的基本概念、物理本质、变化规律及其性能指

标的工程意义，正确掌握评价材料性能的指标及测试方法，了解影响材料性能的主要因素及材料性能

与其化学成分、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提高材料性能的主要途径，以便在零件设计和制造过程中能正

确选择并合理使用材料，改进和发展新工艺，充分发挥材料性能潜力。了解新材料新技术发展对材料

性能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方法，为研制新材料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

以致用的能力和实际操作仪器设备的动手能力，以及具备通过自学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二、考纲范围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1.掌握材料的强度、硬度、

弹性、塑性、韧性、疲劳、

磨损、腐蚀、热学、磁学、

电学和光学等的基本概念、

宏观现象和微观本质。

第一章 材料的弹性变形 弹性变形机理，弹性变形力学性

能指标，非理想的弹性变形

第二章 材料的塑性变形 材料的塑性变形机理，冷变形金

属的回复与再结晶，塑性变形的

力学性能指标

第三章 材料的断裂与断

裂韧性

材料的断裂，断裂强度，断裂韧

性，断裂韧性在工程中的应用

第七章 材料的疲劳性能 金属材料的疲劳性能，陶瓷材料

的疲劳性能，高分子材料的疲劳

性能

第八章 材料的磨损性能 金属材料的磨损性能，陶瓷材料

的磨损性能，高分子材料磨损性

能，耐磨性的测量方法

第十章 材料在环境介质

作用下的腐蚀

金属材料的应力腐蚀，陶瓷材料

在环境介质作用下的腐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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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材料在环境介质作用下的腐

蚀

第十二章 材料的热学性

能

晶格振动，热容，热膨胀，热传

导，热稳定性

第十三章 材料的磁学性

能

基本磁学性能，抗磁性和顺磁

性，铁磁性与反铁磁性

第十四章 材料的电学性

能

导电性能，热电性能，半导体导

电性的敏感效应，介质极化与介

电性能

第十五章 材料的光学性

能

材料的线性光学性质，材料的非

线性光学性质，光学材料及其应

用

2.能够运用材料的断裂韧

性、其他状态下的力学性能、

物理性能，为相关力学工程

和复杂工程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

第四章 材料的扭转、弯

曲、压缩性能

应力状态软性系数，扭转，弯曲，

压缩

第五章 材料的硬度 硬度的意义及试验方法，布氏硬

度，洛氏硬度，维氏硬度，显微

硬度，其它硬度

第六章 材料的冲击韧性

及低温脆性

冲击韧性，低温脆性

第七章 材料的疲劳性能 循环载荷及疲劳断裂的特点，疲

劳破坏机理

第九章 材料的高温蠕变

性能

高温蠕变，高温蠕变性能指标及

其影响因素

第十章 材料在环境介质

作用下的腐蚀

应力腐蚀断裂指标，应力腐蚀机

理，预防应力腐蚀的措施

3.理解材料性能与其成分组

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影响材

料性能的主要因素和提高材

料性能主要途径，了解各类

性能指标参数测试的最新方

法和手段，熟练掌握材料相

关性能指标的工程意义，学

会用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

问题，培养自学获取新知识

的能力。

绪论 材料发展历史概要，材料与材料

科学的发展历史，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重大贡献、材料及

新材料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

进步的作用和贡献。

第四章 材料的扭转、弯

曲、压缩性能

扭转力学性能的特点及应用，弯

曲力学性能的特点及应用，压缩

力学性能的特点及应用

第五章 材料的硬度 布氏硬度的特点及应用，洛氏硬

度的特点及应用，维氏硬度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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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及应用

第六章 材料的冲击韧性

及低温脆性

冲击载荷的能量性质，冲击力学

性能的应用，韧脆转变温度及低

温脆性影响因素

第七章 材料的疲劳性能 疲劳断口形貌及疲劳破坏机理，

影响疲劳强度的因素

第九章 材料的高温蠕变

性能

蠕变的一般规律，影响蠕变性能

的主要因素，高温疲劳性能，高

温蠕变性能指标，影响材料高温

蠕变性能的因素

三、其他相关考试要求

考试方式：笔试、开卷；满分分值：100 分；答题时间：180 分钟。

参考书目：

《材料性能学》，付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考试说明：


	本课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与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主要面向金属及功能材料与建筑材料两个方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