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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考试内容包括电路、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三部
分内容，综合考察考生电子信息基础知识及应用实践能力。 

（一）电路 

1. 考试内容 
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定律、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及安全用电，

变压器以及继电接触控制系统等内容。 
2. 考试要求 

（1）掌握电压与电流参考方向；电路的基本定律；电路的有载工作、开路与短
路状态；电位的计算方法。 

（2）掌握支路电流法、叠加原理、节点电压法和戴维宁定理。 
（3）熟悉电路的暂态分析方法，包括电路的暂态、稳态、零输入响应、零状态

响应及全响应等概念，时间常数的物理意义；掌握换路定则及初始值的求法和一阶线
性电路分析的三要素法（针对 RC和 RL电路）。 

否  



（4）掌握正弦交流电路正弦量的相量表示，复数的四则运算，正弦交流电路的
相量分析法（单一参数的交流电路及复合参数的交流电路），相量图，有功功率和功
率因数，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谐振及串联谐振的条件和特征；熟悉提高功率因数的
意义及理解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5）熟悉.对称三相负载 Y 和△联接下的相线电压、相线电流关系，掌握三相四
线制供电系统中单相及三相负载的正确联接方法，解中线的作用，对称三相电路电
压、电流及功率的计算，接地和接零保护。 
（6）熟悉变压器的基本结构，绕组的同极性端，变压器的额定值；掌握变压器电

压、电流和阻抗变换的计算方法。 
（7）熟悉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基本构造，转动原理，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机

械特性；掌握起动和反转的基本方法和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铭牌计算。 
（8）熟悉常用低压电器的结构（例如按钮，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熔断器等）、

功能和用途；掌握自锁、联锁的作用和方法，过载、短路和失压保护的作用和方法，
基本控制环节的组成、作用和工作过程，简单的控制电路原理图的分析、简单的控
制电路的设计。 

（二）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 

1. 考试内容  
计算机与计算思维（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基本工作

原理及算法）、互联网与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基础（人工智能概述、
搜索与博弈及机器学习）等方面的理论基础。  

2. 考试要求 
(1) 掌握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计算机的基本逻辑结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功

能。 
(2) 理解各种网络接口设备的功能。 
(3) 理解大数据对于科学研究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大数据应用案例。理解云计算

的概念、云计算的关键技术。 
(4) 掌握算法（枚举算法、递推算法、递归算法）的主要描述工具。 
(5) 理解人工智能+的概念，了解人工智能当前主要的应用领域。 
(6) 理解人工智能搜索的本质、状态空间表示法、深度优先、宽度优先搜索的基

本原理，及博弈和极大极小过程的相关概念。 
(7) 理解机器学习的分类及依据、学习系统的基本模型。。 



（三）信息技术应用实践 

考试内容： 
信息技术发展现状、趋势及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

矿山及企事业单位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实施模式与流程、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构
成与特征、标准化体系、工程伦理等，并能结合工程实际案例进行规划设计。  

二、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 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分，其中三部分各占 50分，考试总时间为 180分钟。  

2. 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 试卷内容结构  

(1) 填空题与选择题： 30%； 
(2) 解答题（包括证明题）：70％。 

 

要求：1.参考书目应尽量考虑通用性和出版时间（出版时间不宜太早，以方便考生购买）；非正式出版物以及正在出版过程中的书不能作参考书；参

考书应注明书名、编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份等。如：《高级英语》（修订版）第１、２册，张汉熙主编，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2.请标注是否允许考生使用无字典存储、编程和查询功能的计算器，如不标注理解为不允许使用计算器；绘图及其他科目考试时如有其他说明

的请在“备注”栏内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