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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设施规划与设计》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业工程专业（专升本）考试

计划中的一门重要课程，也可以作为物流管理、机械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类专

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从设施规划的发展概况入手，以设施规划的理论和方法为基

础，以设施规划在企业中的应用为导向，系统地介绍了设施选址、设施布置、物料

搬运与仓储设备、物料搬运系统设计、仓库运作管理与规划等内容的原理、方法和

应用。

《设施规划与设计》课程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本大纲仅针对理论部分，实

践部分大纲和考核要求另作说明。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考生在比较系统地了解、掌握设施规划与设计的基本概

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设施选址、设施布置、物料搬运与仓储设备、物料搬运

系统设计、仓库运作管理与规划等基本原理和知识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增

强考生学习、探究、应用知识的兴趣和能力。本门课程的设置旨在让考生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为其毕业后从事工业和服务设施规划、设

计和改善的相关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设施规划与设计》课程以《运筹学与系统分析》《基础工业工程》《工程经济》

等课程为先修课。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主要包括设施选址，设施布置，物料搬运与仓储设备，物料搬运

系统设计，仓库运作管理与规划。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其

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升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

上。各级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设施规划与设计的相关理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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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方法、应用等，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概念、方法的内涵及外延，能够

鉴别关于概念和方法中不甚精准的说法；掌握相关知识的联系与差异，并能根据考

核要求的不同层级对相关概念和方法进行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既有的知识和理论方法，对企业的一些设施的规

划与设计问题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或运用本课程中的特

定知识点，对一些具体内容进行简单计算和应用等。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理论联系实际，对本课程中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做到融会贯

通，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的原理和方法，针对企业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给出具有

建设性的意见和解决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考生了解设施以及设施规划的概念、设施规划的目的及研

究内容，理解设施规划的过程和 Lee氏 FacPlan模型，掌握设施规划所需要的原始信

息和数据等内容，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设施规划的概念和研究内容

识记：①设施、设施规划的概念；②设施规划的研究范围。

领会：①设施布置问题的分类及具体内容。

2．设施规划过程和 Lee氏 FacPlan模型

领会：①设施规划的过程；②设施规划所用的方法；③Lee 氏 FacPlan 模型；

④FacPlan框架的五个层次。

3．设施规划的原始信息和数据准备

领会：①设施规划与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流程设计之间的关系；②市场部门

应提供的信息；③产品设计的数据；④生产规模（生产纲领）的确定；⑤选定代表

产品应考虑的因素；⑥代表产品当量数的计算；⑦影响设施规划的主要因素。

简单应用：①与工厂速率有关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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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①设施、设施规划的概念；②设施规划的过程；③生产纲

领与工艺过程。

第二章 设施选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考生了解设施选址的概念和基本原则，领会设施选址应考

虑的因素，理解设施选址的步骤和内容，掌握设施选址方案的评价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概述

识记：①设施选址的概念。

领会：①设施选址的分类及各自的含义；②设施选址的两个层次。

2．影响设施选址的主要因素

识记：①设施选址的基本原则。

领会：①设施选址的考虑的因素（地区选择因素、地点选择因素、经济因素与

非经济因素）。

3．设施选址的步骤和主要内容

识记：①设施选址的步骤。

领会：①设施选址报告中应包括的内容。

4．设施选址的评价方法

识记：①设施选址评价方法的分类。

领会：①常用的定量评价方法（盈亏点平衡法、重心法、线性规划法、启发式

方法）及计算；②选址的定性评价方法（分级加权评价法）及计算；③综合评价法

（因次分析法）及计算。

简单应用：①根据给定的条件，对设施的备选场址方案进行评价和选择。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①设施选址的概念和分类；②设施选址应考虑的因素；③设

施选址的评价方法。

第三章 设施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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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考生了解设施布置的概念以及典型的生产部门布置方式，

理解设施规划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作业关系，掌握各种物流分析工具和技术以及活动

关系的度量技术，熟悉作业空间需求方法，能初步运用系统化设施布置方法进行布

置方案的设计、评价和选择。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概述

识记：①设施布置的概念。

领会：①设施布置主要考虑的问题；②一般设施布置设计过程；③设施布置的

程序和方法（ReeD的工厂布置方法、Apple的工厂布置方法、Muther的系统布置设

计方法）以及具体内容；④ReeD、Muther和 Apple三人布置方法的特点；⑤整合的

设施布置设计步骤。

2．部门划分

识记：①典型的生产型部门布置方式。

领会：①确定设施需求的三个重要因素（流动、空间、作业单位的相互关系）；

②各种布置方式的示意图、适用场合以及优缺点；③部门划分和工作站归属的基本

原则；④布置分类图；⑤P－Q与设备布置形式的关系；⑥制造单元成功实现需要解

决的问题；⑦常见的制造单元构建方法；⑧DCA法的步骤。

简单应用：①DCA法的应用。

3．作业关系

识记：①作业关系的含义。

领会：①设施规划过程中需考虑的作业关系及其相关概念及主要内容。

4．物流分析

识记：①流动模式；②流动规划的层次结构；③流量度量方式及适用情况。

领会：①各种流动模式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及主要内容；②选择流动模式要考

虑的因素；③有效流动要遵守的原则及主要内容；④工厂物流分析的技术工具（线

图、多产品工艺过程表、从至表、工艺过程图）的表示方法、相关术语及应用过程。

简单应用：①根据给定的条件和要求，对线图、多产品工艺过程表、从至表、

工艺过程图等进行绘制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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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动关系分析

识记：①关系度量技术（相关图、活动关系表、无尺寸模块图）。

领会：①各种关系度量技术的含义、表示方法、相关术语及应用过程。

简单应用：①根据给定的条件，绘制相关图、活动关系表、无尺寸模块图。

6．作业空间需求计算

领会：①工作站的空间需求；②部门的空间需求；③部门空间估算的通道经验

值及应用；④通道的空间需求；⑤目视管理的空间需求。

简单应用：①根据给定的条件，计算部门的空间需求。

7．系统化设施布置方法

识记：①系统布置设计（SLP）的含义；②SLP法的五个要素、四个阶段。

领会：①总体区划和详细设计的工作内容；②布置设计的三要素；③SSLP六步

法；④基于 SLP法的设施布置过程（对本章内容的综合应用）以及用到的各种方法；

⑤动线型 SLP法相关概念和内容；⑥动线型 SLP法与传统 SLP法的异同。

简单应用：①部门的空间需求的计算；②作业单位位置相关图、面积相关图的

绘制。

综合应用：①基于 SLP法的设施布置（含各种图表的绘制）。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①典型的生产型部门布置方式；②物流分析；③活动关系

分析；④系统化设施布置方法。

第四章 物料搬运与仓储设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考生了解各种物料搬运和仓储设备的概念，熟悉各种设备

的类型以及工作原理，掌握各种设备的构成、优缺点以及技术参数。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概述

识记：①物料搬运与仓储设备分类。

领会：①设备选择原则。

2．输送和分拣设备

识记：①输送机械的概念；②分拣的概念。



7

领会：①输送机械的作用、优缺点；②输送机械的分类方式；③输送机械的主

要技术参数；④输送设备的主要类型以及相关的概念、术语和主要内容；⑤自动分

拣系统的主要组成；⑥自动分拣系统的特点；⑦自动分拣系统的类型。

3．起重机械和工业用车辆

识记：①起重机械的概念；②起重机械的工作特点；③自动导引搬运车的概念。

领会：①起重机械的分类；②起重机械的构成；③起重机械的主要技术参数；

④起重机械的经济性能指标（比功率、比重量、价值系统）及含义；⑤轻小型起重

设备、桥梁式起重机械、臂架式起重机械的概念、种类、组成及特点；⑥叉车的特

点、分类；⑦叉车的技术参数及其含义；⑧自动导引搬运车的特征、优势；⑨自动

导引搬运车的分类以及相关概念和特点（或优缺点）。

4．集装化设备

识记：①集装、集装单元、集装单元化、集装化设备的概念；②托盘、集装箱

的概念。

领会：①运用集装化设备的优点；②托盘的优缺点；③常见的托盘类型以及具

体内容；④集装箱应满足的条件；⑤集装箱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

5．仓储设备

识记：①仓储活动的基本功能、基本活动；②仓储设备的概念。

领会：①仓储设备的分类；②仓储设备的主要特点；③货架的主要功能特点；

④货架的分类；⑤几种常用货架的相关内容；⑥站台的基本作用；⑦进出货站台的

安排方式；⑧站台的周边设计形式；⑨堆垛机的特点；⑩堆垛机的分类及其具体内

容。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①物料搬运与仓储设备分类；②输送和分拣设备；③起重

机械和工业用车辆；④仓储设备。

第五章 物料搬运系统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考生了解物料搬运相关概念、主要活动、基本原则、作业

特点以及评价指标，熟悉物料搬运作业分析方法和物料搬运程式，能够初步运用系

统分析方法对物料搬运系统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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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概述

识记：①物料搬运的含义。

领会：①物料搬运的主要活动；②物料搬运的指标；③物料搬运的作业的特点、

物料搬运的目标；④物料搬运的原则。

2．物料搬运作业分析和方法选择

识记：①物料搬运程式的七个变量（6W1H）及其含义；②物料搬运方法的概念；

③物料搬运设备的概念。

领会：①物料的基本分类方法；②物料的主要特征；③物料分类的程序；④物

料活性系数α分析（概念、计算、改进）；⑤物料搬运路线的类型；⑥物料搬运路线

的选择原则；⑦物料搬运设备的选择原则；⑧物料搬运设备的选择因素；⑨物料搬

运集装单元化设计相关内容。

简单应用：①平均物料活性系数的计算。

3．物料搬运系统分析方法

识记：①SHA方法的分析过程（四个阶段）及其具体内容；②物料搬运系统设

计五要素。

领会：①SHA方法的流程；②各项移动的分析内容及方法（含各种图表）；③物

料搬运方案及其分析评价。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①物料搬运的含义、主要活动、指标，物料搬运作业分析；

②物料搬运系统分析（SHA）方法。

第六章 仓库运作管理与规划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考生了解仓库管理的概念及其主要内容，熟悉仓库运作管

理的流程以及管理控制手段，掌握仓库系统规划设计的目标、流程以及方案评价方

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1．概述

识记：①仓库的管理（仓储管理）的概念；②仓储管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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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现代仓库的组成；②仓库的分类；③仓库各功能环节的含义及主要活

动；④仓储管理的原则。

2．仓库运作管理

识记：①仓库作业管理的概念；②仓库的基本作业流程；③仓库作业管理要求

（“三化”、“三保”、“三清”、“两齐”、“四一致”、“五防”）；④入库作业管理、出库

作业管理、储存保管作业管理的概念；⑤库存管理与控制的含义。

领会：①仓库作业的实物流过程；②仓库作业的信息流过程；③物品入库、出

库作业流程；④储存保管作业内容；⑤储存管理作业管理的原则；⑥装卸搬运作业

管理相关概念和术语；⑦常用的库存管理与控制方法（定期库存管理法、ABC库存

管理法、CVA库存管理法、定量库存管理法）的概念及应用。

简单应用：①库存物品的 ABC分类；②定量库存管理法中相关量的计算。

3．仓库系统规划设计

识记：①仓库系统规划的概念；②仓库网点规划的概念、内容；③仓库系统布

局规划的概念；④仓储设备、仓库设备规划的概念；⑤库容量的概念；⑥吞吐量的

概念。

领会：①仓库系统规划设计目标与流程；②仓库网点规划与选址相关内容；③

仓库系统布局规划相关内容；④仓储设备规划相关内容；⑤储存系统规划相关内容；

⑥仓库系统规划方案评价。

简单应用：①装卸搬运设备数量的计算；②仓库空间损失的计算。

4．自动化立体仓库

识记：①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定义；②自动化立体仓库的构成。

领会：①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分类；②自动化立体仓库的优缺点；③自动化立体

仓库的设计步骤。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①仓库运作管理；②仓库系统规划设计。

第七章 设施布置问题求解及其计算机辅助设计和仿真

（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八章 某阀门制造企业设施规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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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为实践课内容（参见实践考试大纲），在理论考试中不作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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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其目

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本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本课程自学

考试的范围和标准。大纲进一步规定了课程自学和考试的内容、范围的同时，一般

均附有题型，使考试标准具体化。自学考试的大纲是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也是对

课程进行自学及助学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本内容与范围，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

考核的依据，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

本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完全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

教材里都能找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设施规划》第 2版，周宏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基

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知识

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识点是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章

节的基本要求中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根据本课程的学习要求以及本课程的特点，考生自主学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学习本课程前，应仔细阅读课程大纲的第一部分，了解课程的内容、性质、

任务，熟知课程的基本要求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课程之间的联系，以便使以后的学

习能紧紧围绕课程的基本要求。

2．本课程是工业工程专业的重要课，在学习每一章教材内容前，应先认真阅读

大纲中关于该章的考核的知识点、自学的要求以及考核的要求，注意对各知识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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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掌握程度的要求，以便在学习教材时有所侧重。

3．本大纲使用的教材全面介绍了设施规划与设计的基本理论、相关概念及方法。

考生应根据大纲要求，首先全面系统地学习各章内容，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掌握重

点，有目的地深入学习重点章节。

4．考生要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学习。在学习

中切忌死记硬背，而应当把课程内容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加深领会教材内容，进

而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灵活运用。

5．设施规划与设计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在理解教材各章中基本概

念和原理的基础上，认真学习教材中的案例和各种计算示例，理解解题方法；根据

大纲要求，认真做好每一章后面的思考题，在解题过程中，应领会含义，理解概念，

举一反三。

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良好计划和组织学习是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

习，一定要跟紧课程并认真完成作业，认真完成作业对课程内容的理解非常有帮助。

为了在考试中做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很好地理解。对于学习进

度，你可以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在阅读课本时，你可以根据

自己的学习习惯，做好读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

如：红色代表重点；绿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

对于一些能够帮助理解的参考资料，可以做一些批注，如在空白处记录相关网站或

文章。

2．如何考试。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

有助于教师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解答问题时，要审清题目，回

答所提出的问题，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或者答非所问。

3．如何处理紧张情绪。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

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

缓解紧张情绪。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如何克服心理障碍。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一

定不要紧张，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索”纸条。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

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进考场，因此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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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

排进行。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认真钻研指定教材，

明确本课程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对考生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避免考生在自学时可

能出现的各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方向。

2．社会助学者应对考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向考生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

苦钻研教材，主动提出问题，依靠自己学懂”的学习方法。

3．社会助学者应注意对考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使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

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作出判断和解决问题。对考生提出的问题，社

会助学者应以启发引导为主。

4．社会助学者应努力引导考生将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联系起来，

将基本知识转化为识记工作能力，全面培养和提升考生的综合素质。

5．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与一般

之分，但考试内容是全面的，而且重点与一般是相互影响的，不是截然分开的。社

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在此

基础上再突出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同兼顾一般结合起来，切勿孤立地抓重点，

把考生引向猜题押题。

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的内

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大纲中按照不同知识点的

重要程度分别确定其考核要求。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

考生只准携带 0.5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橡皮等必需

的文具用品和不带存贮功能的普通计算器。

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

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章

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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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的范围的题目，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

所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的

偏题或怪题。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

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

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 2:3:3:2。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

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念。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

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切勿混淆。

6．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改

错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分析计算题（具体示例见附录）。在命题工作

中必须按照本课程大纲中所规定的题型命制，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可以略少，但不

能超出本考试大纲对题型规定。

附录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放在托盘上的物品，其物料活性系数是（ ）

A．1 B．2 C．3 D．4

参考答案：B

2．设施规划（或设计）的对象是（ ）

A．生产工艺 B．产品 C．主要生产设备 D．整个系统

参考答案：D

二、多项选择题

1．比较常用的布置方案评价方法包括（ ）

A．重心法 B．启发式方法 C．因次分析法

D．盈亏点平衡法 E．费用对比法

参考答案：ABD

2．常见的托盘主要有（ ）

A．平托盘 B．柱式托盘 C．箱式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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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轮式托盘 E．滑片托盘

参考答案：ABCDE

三、填空题

1．设施选址一般分 4个阶段：准备阶段、地区选择阶段、 阶段和撰写设施选址报告。

参考答案：地点选择。

2．相关图采用一种“ ”代码来反映各单位之间的关系。

参考答案：密切程度。

四、判断改错题

1．SLP 法将物流强度转化为五个等级，其中符号 E表示超高物流强度。

参考答案：×。“超高”改为“特高”。

2．轨距是指有轨运行的起重机械行走轨道中心线之间的水平距离。

参考答案：√。

五、名词解释题

1．指定储存

参考答案：将要求储存的物品根据其类型存储在预先指定的位置，称为指定储存。

六、简答题

1．简述移动式起重机的主要技术参数。

参考答案：

（1）工作幅度。

（2）起重力矩。

（3）支腿跨距。

（4）工作速度。

七、论述题

1．试比较动线型 SLP 法与传统 SLP法的不同。

参考答案：

动线型 SLP 法与传统 SLP法相比有三点不同。

（1）设计基于的基本数据和背景资料不同。传统 SLP 法的设计基于 P、Q、R、S、T等基

本要素；动线型 SLP 法主要依赖于 E、I、Q、R、S、T、C等要素。

（2）在程序上有所改变。针对现代企业的特点，在传统 SLP 法的程序模式上，动线型 S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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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加入了设施布置类型的确定、详细布置设计及动线分析阶段。

（3）动线型 SLP 法更强调设施布置设计的柔性。一般来说，现代企业布置设计的柔性、弹

性可以从布置设计、建筑技术和机械制造等多方面来考虑，采取多种措施。

八、分析计算题

1．某集团计划新修建一家小型制造厂，为三个重型机器厂 A、B、C提供零部件。下表列出

了各厂位置的坐标和产品需求量。请用重心法为新厂选择一个最佳位置。（注：计算结果保留两

位小数）

重型机器厂 位置坐标（x，y） 需求量（件/每年）

A 300，320 4000

B 375，470 6000

C 470，180 3000

参考答案：

新厂位置的坐标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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