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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学基础课程

离散数学与组合数学

离散数学与组合数学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分支，是计算机科学的基
础理论课程。

数理逻辑、集合论、图论与代数结构是离散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求考生对它们的基本概念有较深入的了解，能够系统地掌握命题演
算、谓词演算及朴素集合论的经典内容，掌握演绎推理的基本方法。 掌
握图论的基本定理和应用，熟悉代数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定理。

组合数学部分要求考生掌握各种基本的计数方法，线性常系数递
推关系的解法，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引理和 Ｐｏｌｙａ 定理的应用，容斥原理和鸽巢原
理的应用等。

主要内容包括：
（一） 命题逻辑的等值演算与推理演算
１．命题逻辑的基本概念、命题逻辑联结词与真值表，重言式
２．简单命题的形式化（简单自然语句的形式化）
３．等值定理、基本等值公式以及等值演算
４．命题公式与真值表的关系、联结词的完备集
５．析取范式、合取范式、主析取范式和主合取范式
６．命题逻辑的推理规则与推理演算，归结推理证明方法
７．命题逻辑公理系统的概念，公理系统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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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谓词逻辑的等值演算和推理演算
１．谓词、量词的基本概念及表示法
２．复杂自然语句的形式化
３．否定型等值式、量词分配等值式
４．范式、前束范式，Ｓｋｏｌｅｍ 标准形
５．基本推理公式及其证明方法
６．谓词逻辑的推理规则与推理演算，归结推理法
（三） 集合与关系
１．集合的概念、性质和基本运算，集合间的关系和特殊集合
２．有限集合的基数，包含排斥原理
３．集合论公理系统，无穷公理和自然数集合
４．二元关系的概念、关系矩阵和关系图
５．关系的逆、合成，关系的基本性质，关系的闭包
６．等价关系和划分，偏序关系与哈斯图
７．任意集合上的函数定义与性质、特殊函数，满射、单射与双射
８．集合的势、无限集合的基数
（四） 图论的基本概念、路与回路
１．图的基本概念与性质
２．图的代数表示
３．途径、路、回路、迹的定义
４．欧拉环游（欧拉闭迹）与欧拉迹
５．汉密尔顿路与回路
６．最短路径
７．连通性
８．有向图
（五） 树、平面图与图的着色
１．树的定义及等价条件
２．支撑树的计数
３．森林
４．最短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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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平面图与极大平面图
６．对偶图
７．色数与色多项式
（六） 代数结构
１．代数系统的概念
２．同构与同态
３．群的基本知识
４．循环群、群的同构
５．变换群和置换群、Ｃａｙｌａｙ 定理
６．陪集和群的陪集分解、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定理
７．正规子群与商群
８．同态、同态基本定理
９．环和域的概念
（七） 排列与组合
１．加法法则与乘法法则
２．排列与组合
３．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近似公式
４．排列的生成算法
５．组合的生成算法
６．可重组合
７．若干等式及其组合意义
（八） 母函数与递推关系
１．母函数
２．递推关系
３．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数列
４．线性常系数递推关系
５．整数的拆分和 Ｆｅｒｒｅｒｓ图像
６．指数型母函数
７．母函数和递推关系应用举例
８．错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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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数
１０．Ｃａｔａｌａｎ 数
（九） 容斥原理和鸽巢原理
１．容斥原理
２．棋盘多项式与有限制排列
３．一般公式
４．二项式反演与 Ｍｏｂｉｕｓ反演
５．鸽巢原理
６．Ｒａｍｓｅｙ问题和 Ｒａｍｓｅｙ数
（十） Polya 定理
１．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引理
２．Ｐｏｌｙａ定理
３．母函数型的 Ｐｏｌｙａ定理
４．图的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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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业知识课程

计算机系统结构

对计算机系统的结构、设计原理、关键技术以及这一领域的先进技
术和发展趋势有所了解。 掌握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基本结构和基本分析方法，建立起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概念。 掌握数据
表示、寻址方式、指令系统、中断系统、存储系统、输入输出系统、流水线
处理机、超标量处理机、互连网络、向量处理机、并行处理机和多处理机
等基础内容。 重点强调用量化的方法分析和评价一个计算机系统。

１．掌握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 熟悉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评
价方法。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方法、分类以及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发
展历程。

２．掌握数据表示方法、自定义数据表示等。 重点掌握指令系统设
计方法。 了解浮点数表示方法。

３．掌握 ＣＩＳＣ 计算机与 ＲＩＳＣ 计算机的不同特点，以及 ＲＩＳＣ 计算
机的概念及其关键技术。

４．掌握层次存储系统的基本原理、结构和并行存储器。 重点掌握
虚拟存储器和高速缓冲存储器的原理、地址映像与变换方法、层次存储
系统中的替换算法等。 了解网络存储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５．掌握输入输出系统的原理、特点、组织方式、基本输入输出方
式、中断系统的软硬件功能分配、中断优先级、中断屏蔽。 了解通道处
理机以及输入输出处理机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了解基本的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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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熟悉流水线的工作原理、分类、性能分析和调度技术。 重点掌
握流水线数据相关和控制相关的概念和相关的基本解决方法。 了解超
标量处理机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原理。 掌握单发射与多发射、多流水线
调度、资源冲突、性能分析方法，以及超流水线处理机、超标量处理机和
超标量超流水线处理机等。

７．了解向量处理机的基本概念、向量处理方式、向量处理机结构、
存取模式和数据结构、提高向量处理机性能的方法：链接技术、向量循
环、向量递归技术、典型的向量处理机和向量处理机的性能评价方
法等。

８．掌握互连网络的基本概念、作用、互连函数、特性和性能参数，
以及静态互连网络、动态互连网络和消息传递机制。 了解典型的互连
网络及其特性。

９．了解并行处理机模型、基本结构、几种典型的并行处理机结构
和并行处理机算法；了解多处理机结构、特点、性能、几种多处理机的性
能模型、多处理机的 Ｃａｃｈｅ一致性。 掌握大规模并行处理机（ＭＰＰ）、对
称多处理机（ＳＭＰ）、集群计算机系统等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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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

要求考生对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基本原理有较深入的
了解，掌握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网络互联的基本概念和实用技术，以
及网络应用与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 其主要内容包括：

１．计算机网络和网络体系结构的概念。
２．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
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体系结构和各层协议。
４．网络互联技术。
５．典型网络应用。
６．网络安全的概念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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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 件 工 程

要求重点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结合当前我国软
件企业对软件开发的需求，掌握并能运用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实用
的软件开发技术和基本的管理技术；了解软件工程学科的知识结构。

主要内容包括：
（一） 软件工程概念与软件工程的基本要素
（二） 软件过程
１．软件开发通常需要做哪些工作以及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即软

件生存周期过程

（１） 基本过程
（２） 支持过程
（３） 组织过程
２．定义过程的基准框架，即软件生存周期模型
（１） 瀑布模型
（２） 增量模型
（３） 演化模型
（４） 螺旋模型
（５） 喷泉模型
３．软件项目生存周期过程的规划与监控
（１） 软件项目生存周期过程定义
（２） 软件项目生存周期过程的规划
（３） 软件项目生存周期过程的监控
４．能力成熟度模型（ＣＭＭ）
（１）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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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等级框架以及每一等级的关键过程域和基本特征
（３） ＣＭＭ 等级的内部结构
（三） 软件需求与软件需求规约
１．软件需求的定义和分类。
２．常用的需求发现技术。
３．需求规约及其格式。
（四） 系统规约及软件设计
１．结构化方法（学）。
２．面向对象方法（学）。
（五） 软件测试
１．软件测试的概念以及软件测试过程模型。
２．白盒测试技术及其应用。
３．黑盒测试技术及其应用。
（六） 软件工程管理
１．软件工程管理活动。
２．软件规模、开发成本和进度估算。
（七） 软件质量、质量特征以及软件质量保证
１．软件质量的概念及质量模型。
２．软件质量保证活动。
（八） 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 CASE （Computer－Aided Software

Engineering）工具与环境
１．ＣＡＳＥ 的分类。
２．集成化 ＣＡＳＥ 环境的概念。
３．ＣＡＳＥ 环境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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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原理

知道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是研究解释和模拟人类
智能、智能行为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 其主要任务是建立智能信息处
理理论，进而设计可以展现某些近似于人类智能行为的计算机系统。
它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并会用知识表示方法、推理
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等来求解简单问题，如证明定理、处理分类、建造
专家系统、对自然语言短语做句法分析等。 具体包括：

１．了解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人工智能的求解方法。
２．掌握启发式搜索概念，会用搜索方法求解简单问题。
３．掌握专家系统结构，会建造专家系统。
４．掌握归结推理方法，会用归结法证明定理。 掌握不确定推理方

法。 了解其他的推理方法。
５．掌握知识表示方法，会用来表达某一具体的场景。
６．掌握机器学习概念，会用实例学习方法进行学习，知道统计机

器学习方法及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算法。 了解数据挖掘的过程，会用关
联规则、Ｂａｙｅｓ等算法做数据挖掘。

７．掌握自然语言理解的过程，会用基本的词切分和语法分析方法
对自然语言短语做分析。

８．掌握神经网的工作原理，会用来求解简单问题。 了解遗传、群
蚁等优化算法及如何使用这类算法。

９．了解 Ａｇｅｎｔ概念和多 Ａｇｅｎｔ 合作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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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形学

要求了解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形系统所必需的基本原理，并掌握技
术基础知识，其主要内容包括：

１．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形系统基本知识
计算机图形学研究对象及应用领域；图形系统硬软件；图形标准和

ＯｐｅｎＧＬ 等相关开发技术基础知识。
２．基本图形生成和几何变换
了解直线和二次曲线生成的常用算法；字符和区域填充的实现方

法；窗口视图变换；二维图形裁剪的原理与方法；二维和三维图形的各
种几何变换及其表示。

３．三维物体的表示与显示处理
各种不同类型曲面的参数表示；物体的定义、性质及各种几何表示

方法；投影变换原理与实现；观察空间的定义和转换；三维裁剪。
４．真实感图形绘制技术
常用光反射模型（简单、增量式和局部光反射模型）及其实现算

法；简单光透射模型；光线跟踪显示技术；颜色模型、纹理映射、消隐显
示以及辐射度方法等实现真实感图形的常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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