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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

202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考试大纲

学院代码：019

学院名称：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085400，电子信息

第一部分 复试

复科目名称：C语言程序设计

一、考试形式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主要考试题型：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画图综合题、编程题。

二、复试内容

C语言程序设计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业务课。

考查要点和内容：

1、C语言程序的结构

基本要求：程序的构成，main函数和其他函数；头文件，数据说明，函数

的开始和结束标志以及程序中的注释；源程序的书写格式。

考核重点：头文件，程序的构成，main函数和其他函数。

2、数据类型及其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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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C的数据类型(基本类型，构造类型，指针类型，无值类型)及其

定义方法；C运算符的种类、运算优先级和结合性;不同类型数据间的转换与运

算；C表达式类型(赋值表达式，算术表达式，关系表达式，逻辑表达式，条件

表达式，逗号表达式)和求值规则。

考核重点：C的数据类型及其定义方法，C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不同

类型数据间的转换与运算，C表达式的应用。

3、基本语句

基本要求：表达式语句，空语句，复合语句；输入输出函数的调用，正确输

入数据并正确设计输出格式。

考核重点：C语言的 5种基本语句使用。

4、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基本要求：用 if语句实现选择结构；用 switch语句实现多分支选择结构；

选择结构的嵌套。

考核重点：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5、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基本要求：for循环结构；while和 do-while循环结构；continue语句和 break

语句；循环的嵌套。

考核重点：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6、数组的定义和引用

基本要求：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初始化和数组元素的引用；字符串

与字符数组。

考核重点：数组的定义和使用，排序算法(选择法、冒泡法)程序设计。

7、函数

基本要求：库函数的正确调用；函数的定义方法；函数的类型和返回值；形

式参数与实在参数，参数值传递；函数的正确调用，嵌套调用，递归调用；局部

变量和全局变量；变量的存储类别(自动，静态，寄存器，外部)，变量的作用域

和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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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重点：函数的定义与使用；函数的参数传递；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使用。

8、编译预处理

基本要求：宏定义和调用(不带参数的宏，带参数的宏)；“文件包含”处理。

考核重点：宏定义和使用。

9、指针

基本要求：地址与指针变量的概念，地址运算符与间址运算符；一维、二维

数组和字符串的地址以及指向变量、数组、字符串、函数、结构体的指针变量的

定义；通过指针引用以上各类型数据；用指针作函数参数；返回地址值的函数；

指针数组，指向指针的指针。

考核重点：各种指针变量的定义和使用。

10、结构体(即“结构”)与共同体(即“联合”)

基本要求：结构体和共用体类型数据的定义和成员的引用；通过结构体构成链

表，单向链表的建立，结点数据的输出、删除与插入；用 typedef说明一个新类型。

考核重点：结构体的定义和使用。

11、文件操作

基本要求：文件类型指针(FILE类型指针)；文件的打开与关闭(fopen，fclose)；

文件的读写(fputc，fgetc，fputs，fgets，fread，fwrite，fprintf，fscanf函数的应用)，

文件的定位(rewind，fseek函数的应用)。

考核重点：文件顺序读写与随机读写的程序设计。

三、参考书目

1、谭浩强.《C程序设计(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2、谭浩强.《C程序设计(第五版)学习辅导》.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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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加试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名称：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

考试大纲：

科目一：通信原理考试大纲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课程总体要求

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通信原理科目考试内容包括《通信原

理》课程主要内容，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

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通信中的实际问题。

四、考试内容

第一章 绪论

1、通信系统组成

2、通信系统的分类及通信方式

3、信息及其度量

4、主要性能指标

第二章 随机信号分析

1、随机过程的数字特征

2、平稳随机过程的相关函数与功率谱密度的计算

3、平稳随机过程通过线性系统的特点和计算

第三章 信道

1、恒参信道特性及其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2、随参信道的特点及其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3、信道容量的概念及香农公式的含义及计算。

第四章 数字基带传输系统



第 5 页 共 7 页

1、基带传输的常用码型变换和基带信号的频谱特性的计算

2、无码间干扰的基带传输特性及计算

3、部分响应系统的概念及应用

4、基带传输系统的抗噪声性能

5、检测系统性能的实验手段—眼图的作用

第五章 数字带通传输系统

1、二进制数字调制原理和调制信号特点

2、二进制数字调制系统的抗噪性能及计算

3、二进制数字调制系统性能比较

第六章 模拟信号的数字传输

1、模拟信号量化

2、脉冲编码调制（PCM）的特点

3、增量调制（△M）的特点

4、时分复用和频分复用的概念及应用

第七章 同步原理

1、载波同步的方法

2、位同步方法

3、群同步方法和同步保护措施

4、网同步基本概念

五、参考书目

1、通信原理：《通信原理》，樊昌信编著。

2、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程佩青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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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数字信号处理考试大纲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课程总体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主要考察学生掌握《数字信号处理》中连续时间信号的

时域、频域、复频域分解的数学方法，理解其物理含义及特性。使学生建立数字

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和数字滤波器的基本设计方

法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思维推理能力和分析运算能力，培养学生从数学概念、物理

概念及工程概念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考试内容

第一章 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

1、离散时间信号——序列

2、线性移不变系统

3、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及时域解法-时域离散系统的输入、输出表示法

4、连续时间信号的抽样

第二章 z变换和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

1、序列的 Z变换

2、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序列的傅里叶变换

3、模拟信号、理想抽样信号、序列以及它们的拉普拉斯变换、z变换、傅里叶

变换的关系；s平面到 z平面的映射

4、离散线性移不变（LSI）系统的频域表征

第三章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1、傅里叶变换的四种可能形式

2、周期序列的傅里叶级数-离散傅里叶级数（DFS）

3、离散傅里叶变换（DFT）-有限长序列的离散频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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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1、直接计算 DFT的运算量，减少运算量的途径

2、按时间抽选（DIT）的基 2FFT算法（库利-图基算法）

3、按频率抽选（DIF）的基 2FFT算法（桑德-图基算法）

4、DIT-FFT与 DIF-FFT的异同

5、离散傅里叶反变换（IDFT）的快速算法 IFFT

第五章 数字滤波器的基本结构

1、IIR滤波器的基本结构

2、FIR滤波器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无限脉冲响应（IIR）数字滤波器设计方法

1、数字滤波器的基本概念

2、数字滤波器技术指标

3、模拟原型低通滤波器设计

4、模拟频带变换法设计各种频率响应的模拟滤波器

5、模拟滤波器数字化为数字滤波器的映射方法

6、数字频域频带变换

第七章 有限脉冲响应（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1、线形相位 FIR数字滤波器的条件和特点

2、窗函数法

四、参考书目

1、《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五版）》．程佩青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2、《数字信号处理（第二版）》．吴镇杨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3、《数字信号处理》 (第四版) ，高西全、丁玉美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