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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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必须和我国工程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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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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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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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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理化基础》。
本书分数学、物理和化学共三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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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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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子或晶体的稳定存在说明其中的原子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较强的相互吸引作用。
化学上将这种分子或晶体中原子（或离子）间强烈的相互吸引作用称为化学键。
化学键可大致区分为电价键（主要形式为离子键）、共价键（或称原子键）和金属键三种基本类型。
此外，在分子之间还普遍存在着一种较弱的相互吸引作用，通常称为分子间力或范德华力。
有时分子间或分子内的某些基团之间还可能形成氢键。
　  1.键参数　  化学键的性质可以用某些物理量来描述。
表征化学键性质的物理量都可称为键参数。
例如可以用成键两元素电负性差来衡量键的极性的相对强弱；用键能来衡量键的强度。
　  （1）键能&mdash;&mdash;一般就是指气体分子每断裂单位物质的量的某键（6.022&times;1023个化
学键）时的焓变。
键能可作为衡量化学键牢固程度的键参数，键能越大，键越牢固。
对双原子分子来说，键能在数值上就等于键解离能。
多原子分子（例如CH4）中若某键不止一个，则该键键能为同种键逐级解离能的平均值。
除可通过光谱实验测定解离能以确定键能外，还可以利用生成焓计算键能。
　  （2）键长&mdash;&mdash;分子内成键两原子核问的平衡距离称为键长（Lh）。
键长可以用分子光谱或x射线衍射方法测得。
同种键在不同分子中的键长基本上是个定值。
这说明一个键的性质主要取决于成键原子的本性。
两个确定的原子之间，如果形成不同的化学键，其键长越短，键能就越大，键就越牢固。
　  两个相同原子所组成的共价单键键长的一半长度，即为该原子的共价半径。
A-B键的键长约等于A和B共价半径之和。
　  （3）键角&mdash;&mdash;在分子中两个相邻化学键之间的夹角称键角。
像键长一样，键角数据可以用分子光谱或x射线衍射法测得。
　  如果知道了某分子内全部化学键的键长和键角数据，那么这个分子的几何构型就确定了。
可见，键角和键长是描述分子几何结构的两个重要参数。
　  2.共价键　  价键理论（俗称电子配对法）的基本要点是：　  1）两原子接近时，各自具有的自旋方
向相反的未成对的价电子可以相互配对，成为两个原子的公用电子对，形成共价键。
　  2）成键电子的原子轨道如能重叠越多，所形成的共价键就越牢固（即最大重叠原理）。
　  （1）共价键的特征共价键的特征是具有饱和性和方向性。
　  1）共价键的饱和性。
按照价键理论，原子的一个未成对电子，如果跟另一个原子的自旋方向相反的电子配对成键后，就不
能跟第三个原子的电子配对成键。
一个原子有几个未成对的价电子，一般就只能和几个自旋方向相反的电子配对成键。
说明一个原子能形成的共价键的数目是有限的，这决定共价键具有饱和性。
　  稀有气体，由于原子没有未成对电子，原子间不成键，因此以单原子分子的形式存在。
　  但是，原子中有些本来成对的价电子，在特定条件F，也有可能被拆为单电子而参与成键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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