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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是在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
心组织编写的，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帮助勘察设计行业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更准确、更清晰地了解勘察设
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对他们的科学与技术基础知识的具体要求。
　　新考试大纲将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共基础知识要求定位在&ldquo;工程科学基础&rdquo;
、&ldquo;现代工程技术基础&rdquo;和&ldquo;现代工程管理基础&rdquo;三个方面，其中包含理论性、
方法性、技术性和知识性四个层次的基本要求。
　　上述的三个方面和它们所包含的四个层次知识要求是从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角度
提出的，是对工程师执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的检验。
它有别于高校基础课程教学的要求，但又和他们所受教育的背景有关；它不是对应考者学历资格的重
复检验，但又必须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状况保持必要的衔接。
　　从工程师公共基础知识检验的角度，编者在丛书中力图体现新考试大纲的下述基本精神：　　1
．对理论性问题，重基本概念　　描述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定理、定律，以及和从事工程设计工作的
工程师们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人们终身收益的知识精髓，是保证工程师能够跟上
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到&ldquo;与时俱进&rdquo;的重要条件，工程师们必须对此具有清晰的概念和深
刻的认识，要求&ldquo;招之即来，来之能用&rdquo;。
对于更进一步的要求，如奇异现象解释、疑难问题处理、综合问题求解等则不做要求；　　2．对方
法性问题，重要领　　方法指的是处理问题基本的科学方法，包括数学的、物理的、力学的、化学的
，以及社会和经济等各个基础学科的基本描述与分析方法，如问题的描述与建模、模型求解、统计方
法、数值计算，映射变换，物理实验，化学分析等等。
这些普遍的科学方法也都是人们终身受益的科学精髓，工程师们对这些基本方法的核心思想必须深刻
领悟，对这些方法的基本要领必须掌握。
但不强调解题技巧、难题求解以及复杂问题的综合分析等。
　　3．对技术性问题，重要点　　技术性问题，如技术名词、术语的含义、技术设备的基本原理、
应用系统的基本组成和主要功能等，要求具有明晰的概念和清楚的认识，而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如
技术设备和系统的设计方法与实现手段，以及和运行操作、维护管理有关的问题等，本丛书并不做特
别的强调。
　　鉴于现代电气与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各个专业领域核心技术中重要的、共有的组成部分，新大纲强
调了对该技术领域知识的检验，在本丛书中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4．对知识性问题，重知识面　　知识性问题是指那些对工程师而言是重要的、必要的常识性问
题。
知识性问题注重检验工程师们的知识面和应对科技进步挑战的潜力，并不要求对多学科、多领域知识
的系统掌握和深入理解。
知识性问题遍布大纲的各个部分，在信息与计算机、经济与法律法规部分则有更多体现。
丛书对知识性内容以简要、通俗的方式予以叙述或介绍。
　　应当指出，上述所不特别强调的问题或内容只是从对工程师公共基础知识背景检验或认定的角度
考虑的，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或内容对工程师不重要。
相反，这些问题和内容是重要的，但它们应当在专业基础以及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检验中去体现。
　　根据上述的基本精神和处理原则，读者不难理解本丛书的下述性质和作用：　　1．丛书是对大
纲条目内涵和外延的具体界定和详尽说明，它是一套准确反映考试要求的详解手册而不是教科书。
对于已有的知识，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温故知新；对于或缺的知识，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进一步学习的指
导，从而有效地加以补充。
　　2．执业资格考试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别于学校培养人才的合格性认定，它不是对学历背景的重新
检验，所以考试大纲不是高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的简单集合，它既包含高校课程的核心内容，也包括
对勘察设计工程师基本素质的特定要求。
读者必须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逐条落实自己的应考准备，不可因盲目通读大学课本而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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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将对此提供有益的帮助。
　　3．执业资格考试实质上是一种国家设立的某一专业领域资格的认定标准，内容结构既有公共性
，也有专业性，公共部分内容要求原则上不考虑个体差异的消弭或不同学历背景间的平衡。
本丛书也不是教科书，并不提供考试大纲条目内容所涉及知识体系的全貌，它只是一份详细的提纲，
为应考者提供脉络清晰的备考指导。
读者还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安排，作好切实的准备，该复习的复习、该补充的补充，没有
捷径可走。
　　为便于读者使用，丛书分四册编写：　　1．第1册《数理化基础》：，本册构成本丛书工程科学
基础的前3章，即数学基础、物理基础和化学基础3章，是工程科学基础要求的核心部分，包含描述物
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提要和必要的讲解。
对于学历基础厚实的读者，只要浏览本册，了解具体要求即可；对于基础欠缺的读者则需要认真补充
并深入理解有关的基础概念、理论和方法。
　　2．第2册《力学基础》：本册构成本丛书工程科学基础的后3章，即第4～6章。
它根据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对工程力学基础的特殊要求编写，包含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流体力学三
个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的提要与讲解。
建议所有读者都应精读本册并认真准备，借应考之机全面充实自身的力学知识，提高力学修养，加强
运用力学知识分析工程问题的能力。
　　3．第3册《电气与信息技术基础》：现代工程技术基础包括诸多方面，但作为勘察设计行业各个
专业共同的基础，则非电气与信息技术莫属。
电气与信息包括电工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三个领域，它们的核心任务都是处理信息，所以本
丛书以信息为主线，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集中于一册中加以说明。
本册共分三章编写，即丛书的第7～9章，分别阐述对电工电子、信号与信息，以及计算机三个方面的
知识性要求，其中信号与信息是信息处理的核心概念，电工电子是信息处理的核心技术，而计算机则
是信息处理的主要工具。
读者对本册的内容会感到似曾相识却又相距甚远，觉得自己的知识不甚完整、概念不甚明晰。
所以，尽管本册的内容是知识性的，还是应当予以足够重视，通过必要的学习建立现代信息技术更清
晰的概念，获取现代信息技术更全面的知识，增强自己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4．第4册《工程经济与法律法规》：本册构成丛书的最后两章，即第10章、第11章。
工程经济与法律法规是工程设计的社会要素，它和前面那些科学与技术要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
，新大纲强化了这方面知识的考核要求也就不言而喻了。
尽管在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中设立了经济与法规的相关课程，但在学生的学习进程中却往往得不到足
够的重视，所以，读者要特别关注本册的内容，通过强化学习来增强自身的社会意识，做一个基础知
识全面、综合素质优秀的合格的设计工程师。
　　本丛书的编写是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大纲修订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写
的思路是明晰的，谅必会有益于读者。
但是，由于编写时间紧促，必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还望读者及各方面人士不吝指教。
　　赵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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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组编，由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委员会主编，根据最
新修定的2009版的《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大纲》同步编写的一套辅导丛书中的一本——
《电气与信息技术基础》。
本书分电工电子技术、信号与信息技术、计算机共三章，完全按照考试大纲要求的知识点、深度和广
度对这三门基础课进行了系统且简明扼要的阐述，并穿插了历年的有代表性考题配合讲解，以便考生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并掌握考试要点和解题诀窍，从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效地抓住要点，梳理出
脉络，进行备考复习，顺利通过考试。
     本书适合于所有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各专业的备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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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是一种电磁式自动电器，它的最核心的电器部分是激磁线圈和三对常
开主触点及若干对常开、常闭辅助触点（允许流过主触点的电流强度高于允许流过辅助触点的电流强
度），如图7.3-9所示，其中图b所示主触点通常串接在三相电源刀闸（也可以是空气开关）与三相异
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之间，图a所示激磁线圈和图c、图d所示辅助触点用于组织控制电路，KM是交流
接触器的文字符号，在控制电路中，交流接触器的不同电器部分会根据需要连接在不同的位置上，文
字符号则是表示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媒介。
　  一旦交流接触器的激磁线圈中流过足够强度的电流，就会在由此产生的磁力的作用下，使器件中
的所有常开触点立即闭合，所有常闭触点立即断开，线圈失电或电流强度不够时，所有触点立即恢复
常态。
　  2.电动机的基本控制方法　  （1）实现电动机持续运行的自锁控制通过自锁控制电路（图7.3-10）
实现电动机的持续运行的控制称为电动机的自锁控制。
其中，图7.3－10a是电动机的供电电路（又称主电路），因为在电闸QS和电动机M之间串联了一组交
流接触器的常开主触点KM1－3，若想将电源电压送入电动机，就必须使交流接触器的激磁线圈通电
，为此需要搭建一个为线圈KM送电的电路，如图7.3-10b所示。
图中按钮SB的最大特点是，其触点的通与断取决于按钮是否被按下。
如果希望电动机长时间工作，则需要KM长时间通电，为此按钮不能抬起，图7.3.10c给出了只需按一
下2SB就能保证KM长时间通电的有效方案。
当按下2SB后，接触器线圈通电，与2SB并联的触点：KM4闭合，由于该触点为接触器线圈提供了另一
条电流通路，因此2SB抬起后，线圈能继续通电工作。
另外，1SB是为停止KM工作而加入的。
　  （2）实现电动机正反转的互锁控制图7.3-11是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运行的电路，其中，图a
是主电路，图b是控制电路。
图a电路中，交流接触器1KM的触点接通后，电动机得到的电流相序和2KM的触点接通后的电流相序
相反，如果假设1KM1-3接通后电动机正转运行的话，2KM1-3接通时电动机则反转运行，但是不允
许1KM1-3和2KM1-3同时接通，否则，将出现电源短路事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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