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动物生理学、动物遗传学、动物营养与饲

料、动物繁殖学）考试大纲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江西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农业

知识综合二》侧重于动物生产类综合知识的考查。要求考生认识生命

活动的基本规律，理解和掌握相关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能够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考试内容主要涵盖动物遗传育种学、动物生理学、动物营养与饲

料学、动物繁殖学等课程。

一、《动物遗传育种学》考试大纲

绪论

1、 动物遗传育种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2、 动物遗传育种的发展简史

3、 动物遗传育种与动物生产的关系（重点）

第一章 遗传的基本规律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基因、等位基因、基因型、表现型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显性原理、复等位基因、分离定律、自由组合定律、

连锁互换定律；难点是三大遗传定律的实质与验证、交换率的计算、

三点作图。

1.1 几个基本概念

1.1.1 基因型、表现型与环境

1.1.2 显性效应及原理

1.1.3 复等位基因

1.2 分离定律

1.2.1 一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1.2.2 分离现象的假说与验证

1.2.3 分离定律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1.3 自由组合定律



1.3.1 两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1.3.2 自由组合定律的验证

1.3.3 自由组合定律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1.4 连锁互换定律

1.4.1 连锁与互换

1.4.2 互换率的测定

1.4.3 基因定位和遗传连锁图谱

第二章 群体遗传学基础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基因频率与基因型频率的计算、

Hardy-Weinberg 平衡的实质及其影响因素；难点是 Hardy-Weinberg

平衡的实质及其影响因素。

2.1 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计算

2.2 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的主要内容

2.3 影响 Hardy-Weinberg平衡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 数量遗传学基础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遗传力、重复力和遗传相关的估计方

法；难点是遗传力、重复力和遗传相关的估计。

3.1 数量性状的遗传

3.1.1 数量性状的概念及特征

3.1.2 数量性状的多基因假说

3.1.3 数量性状表型值与表型方差的剖分

3.2 数量性状的遗传力

3.2.1 遗传力的概念

3.2.2 遗传力的估计方法

3.2.3 遗传力的主要用途

3.3 数量性状的重复力

3.3.1 重复力的概念

3.3.2 重复力的估计方法

3.3.3 重复力的主要用途



3.4 性状间的遗传相关

3.4.1 遗传相关的概念

3.4.2 遗传相关的估计方法

3.4.3 遗传相关的主要用途

第四章 家畜的起源、进化与品种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家畜的驯养与驯化，家畜在驯化下的

变异，品种的概念及标准，畜品种的分类；难点是家畜品种的概念及

标准。

4.1 家畜的遗传与进化

4.1.1 家畜的祖先

4.1.2 家畜的驯化及其在驯化中的变化

4.2 家畜的品种

4.2.1 品种的概念及标准

4.2.2 品种形成的条件

4.2.3 品种的分类

第五章 家畜的生产性能测定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生产性能测定的内容和方法；难点是

性能测定的方法。

5.1 生产性能测定

5.1.1 性能测定的概念及重要性

5.1.2 性能测定的目的和内容

5.2 性能测定的形式

5.2.1 测定站测定和场内测定

5.2.2 大群测定和抽样测定

5.2.3 个体、同胞与后裔测定

第六章 选择原理和方法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人工选择的实质和作用，质量性状的

选择，数量性状的选择反应及选择效果的影响因素；难点是对显性基

因的选择方法，选择反应及提高选择效果的措施，相关性状的选择反



应。

6.1 选择的概述

6.1.1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6.1.2 人工选择的实质和作用

6.1.3 数量性状与质量性状选择的区别

6.2 质量性状的选择

6.2.1 对隐性基因的选择

6.2.2 对显性基因的选择

6.3 数量性状的选择

6.3.1 选择差与选择反应

6.3.2 选择反应的影响因素

6.3.3 相关性状的选择反应

第七章 个体的遗传评定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育种值估计原理，单一亲属信息来源

的育种值计算，综合选择指数制订，最佳线性无偏估计（BLUP）的

基本原理及优势；难点是多种亲属信息来源的育种值计算，相关性状

的选择指数制订，BLUP估计育种值。

7.1 个体育种值的估计

7.1.1 育种值的概念及实质

7.1.2 育种值估计的基本原理

7.2 单性状的育种值计算

7.2.1 单一亲属信息来源的育种值计算

7.2.2 多种亲属信息来源的育种值计算

7.3 多性状的育种值计算

7.3.1 综合选择指数与简化选择指数

7.3.2 不相关性状的综合选择指数制订

7.3.3 相关性状的综合选择指数制订

第八章 个体选配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同质、异质选配的实质及用途，近交、



杂交选配的实质及用途，近交系数与亲缘系数的计算；难点是各种类

型选配的实质，近交系数与亲缘系数的计算。

8.1 选配的概念、作用及分类

8.1.1 概念

8.1.2 作用

8.1.3 分类

8.2 品质选配

8.2.1 同质选配的实质及用途

8.2.2异质选配的实质及用途

8.3 亲缘选配

8.3.1 近交选配的实质及用途

8.3.2 杂交选配的实质及用途

8.4 近交系数的计算

8.4.1 个体近交系数的计算

8.4.2 群体近交系数的计算

8.4.3 亲缘系数的计算

第九章 家畜品系与品种的培育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品系培育方法，专门化品系的组成及

培育，杂交育种的步骤，畜群杂交改良方法；难点是群体继代选育法，

专门化品系的组成及培育方法，杂交育种与杂交改良。

9.1 品系培育的概念和发展

9.1.1 概念

9.1.2 发展

9.2 品系的培育

9.2.1 系祖建系法

9.2.2近交建系法

9.2.3 群体继代选育法

9.2.4专门化品系的培育

9.3 品种的培育



9.3.1 杂交育种方法分类

9.3.2 杂交育种步骤

9.4 畜群的杂交改良

9.4.1 引入杂交及其注意事项

9.4.2 级进杂交及其注意事项

第十章 杂种优势及其利用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杂种优势的来源及度量方法，杂交方

式，杂种优势利用的几个主要环节；难点是杂种优势的计算，杂种优

势效果的预测，配合力测定。

10.1 杂种优势概述

10.1.1 杂种优势的概念

10.1.2 杂种优势学说

10.1.3 杂种优势的计算

10.2 杂交的方式

10.2.1 固定杂交方式

10.2.2轮回杂交方式

10.3 杂交优势利用的主要环节

10.3.1 亲本群体的选择

10.3.2 杂交效果的预测

10.3.3 配合力测定

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献

1. 李宁主编，动物遗传学(第 3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

2. 张沅主编，《家畜育种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二、《动物生理学》考试大纲

绪论

1、体液与内环境的概念

2、稳态的概念及其生理意义

3、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方式

第一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

1、细胞膜物质转运的方式及其机制

2、细胞的兴奋性与生物电现象，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的概念及其产

生机制

3、神经肌肉间的兴奋传递过程。

第二章 血液

1、血液的组成与理化性质，血浆蛋白的功能，血浆渗透压

2、红细胞与白细胞的生理功能

3、血液凝固与纤维蛋白溶解的机理，促进与延缓血液凝固的方法

4、血型的概念、意义及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第三章 血液循环

1、心肌的生物电现象及心肌的生理特性

2、心脏的泵血功能，心动周期、心率及心输出量的概念

3、动脉血压及其影响因素

4、微循环的组成及特点

5、组织液的生成及其调节

6、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与体液调节

第四章 呼吸

1、肺通气的原理，胸内压、肺内压、肺容量及肺通气量的概念

2、气体的交换过程及运输方式，氧离曲线的生理意义

3、神经体液因素对呼吸的调节机理

第五章 消化与吸收

1、动物的采食特点

2、消化道平滑肌的生理特性



3、胃肠道的运动及其调节

4、主要消化液的成分、分泌特点

5、主要胃肠激素的生理功能

6、反刍动物的消化特点

7、主要营养物质的吸收及其原理

第六章 能量代谢及体温

1、基础代谢和静止能量代谢的概念

2、动物的产热与散热过程

3、恒温动物的体温调节机制

第七章 排泄与渗透压调节

1、尿的理化性质

2、肾小球的滤过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3、肾小管与集合管的重吸收、分泌及排泄作用

4、尿生成的调节

5、水盐平衡和渗透压调节

第八章 神经系统

1、神经元活动的规律，神经纤维传导兴奋的特征，突触传递的特点

2、反射中枢活动的一般规律

3、神经系统的感觉与运动功能

4、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特点，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结构及功能

特点

5、脑的高级机能，条件反射的形成及其意义

第九章 内分泌

1、激素的概念与分类，激素的特点及其作用机制

2、下丘脑分泌的主要激素及其生理功能

3、垂体分泌的主要激素及其生理功能

4、下丘脑-垂体-靶腺轴的调节机制

5、甲状腺激素的结构、功能及其分泌的调节

6、甲状旁腺激素的结构、功能及其分泌的调节



7、胰岛激素的结构、功能及其分泌的调节

8、肾上腺激素的结构、功能及其分泌的调节

第十章 生殖与泌乳

1、动物的性腺发育特点及生殖周期的概念

2、雄性生殖生理，睾丸的生精作用，睾丸激素的功能及其调节

3、雌性生殖生理，卵巢的生卵作用，雌激素与孕激素的分泌特点、

生理功能及其调节

4、乳的生成过程及其调节，排乳反射及其调节

参考教材

1：杨秀平, 肖向红, 李大鹏 主编 动物生理学(第 3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2月 1日)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赵茹茜 主编 动物生理学(第 5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 7月 1日)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

规划教材

3：陈守良 编著 动物生理学(第 4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1日)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学校教材

4：左明雪 主编 人体及动物生理学(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1月 1日)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iCourse·教材



三、《动物营养与饲料学》考试大纲

（一）、动物营养学部分

绪 论

1、动物营养的概念和任务；

2、动物营养学在现代动物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3、动物营养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4、动物营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一章 动物与饲料的化学组成

1、饲料、营养物质、营养的基本概念；

2、饲料与动物体的基本组成成分、基本功能及其变化规律；

3、饲料与动物体组成成分的差别；

4、饲料养分含量的一般表示方法。

第二章 动物对饲料的消化

1、动物的消化力与饲料的可消化性、表观消化率与真消化

率的概念及其区别；

2、各种动物对饲料的消化、吸收方式；

3、各类动物的消化特点；

4、影响动物消化率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 水的营养

1、水的性质和生理作用；

2、动物体内水的平衡及调节；

3、动物对水的需要量及其影响因素。

第四章 蛋白质的营养

1、蛋白质的组成、营养生理作用；

2、非蛋白氮、必需氨基酸、可消化氨基酸、可利用氨基酸及有

效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及限制性氨基酸、瘤胃降解蛋白质、瘤胃非

降解蛋白质的概念；理想蛋白、氮素循环、蛋白质周转代谢、氨基酸

的不平衡、缺乏及拮抗的含义；



3、非反刍动物、反刍动物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的特点；

4、蛋白质质量的评定方法；

5、瘤胃微生物对氮的消化与利用，以及瘤胃微生物蛋白的品质

特点及反刍动物对非蛋白质氮的利用。

第五章 碳水化合物的营养

1、碳水化合物的组成，分类和主要性质；

2、碳水化合物的含义、营养生理作用及反刍与非反刍动物饲料

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利用过程及异同；瘤胃中碳水化合物发酵

产生的各种挥发性脂肪酸（VFA）不同比例对能量利用效率的影响、

3、粗纤维在动物营养与饲养中的作用；影响动物对粗纤维利用

的主要因素；

4、NSP 的概念、营养特性即其正面与负面营养作用及消化吸收。

第六章 脂类的营养

1、脂类的组成、分子结构及主要性质；脂类在植物体和动物体

中的存在形式；

2、非反刍动物和反刍动物脂肪类消化、吸收和代谢的异同；脂

肪的额外能量效应及其可能的机制；

3、必需脂肪酸的概念、种类、生理作用与缺乏症以及动物必需

脂肪酸的来源及供给。

第七章 能值

1、动物体能量的来源及衡量单位；

2、饲料能量在动物体内的转化过程和各种能值（总能、消化能、

代谢能、净能、粪能、尿能、表观消化能、表观代谢能、真消化能、

真代谢能及热增耗）的概念及影响因素；猪、禽、反刍动物的能量评

定体系；

3、饲料能量利用效率及影响饲粮能量利用率的因素。

第八章 矿物质营养

1、动物体内矿物元素含量和分布；



2、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的基本概念、主要常量元素以及主要微

量元素的生理作用、特征性缺乏症及供给。

第九章 维生素的营养

1、维生素的基本概念及分类；脂溶性维生素与水溶性维生素的

比较；

2、脂溶性维生素及主要水溶性维生素的生理作用、特异性缺乏

症及供给。

第十章 饲料添加剂

1、饲料添加剂的概念、分类及发展方向；

2、抗生素、益生素、酶制剂等饲料添加剂的主要种类及其作用

特点、应用效果、使用方法和发展方向；添加剂的正确使用。

第十一章 各类营养物质的相互关系

1、能量和其他营养物质的相互关系

2、蛋白质、氨基酸与其他营养物质的关系

3、矿物质与维生素的关系

第十二章 营养需要与饲料营养价值评定的研究方法

1、评定饲料养分利用率及营养需要量中常用的方法；

2、化学分析法、消化试验法、代谢试验和生长试验法的方法、

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

第十三章 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

1、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的发展与形成过程；

2、动物营养需要、饲养标准的概念，饲养标准的基本特性、局

限性、内容与应用的基本原则，常用指标及衡量单位；

3、综合法与析因法的概念及其在实际生产中的意义和作用。

第十四章 动物的采食量

1、不同动物的采食方式；

2、采食量的基本概念，如何衡量采食量在动物生产中的作用和

意义，影响采食量的因素；

第十五章 营养与环境



1、温热环境与动物生产的关系；

2、温热环境对动物营养的影响：

3、动物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及保护环境的营养措施。

第十六章 维持的营养需要

1、维持营养需要、基础代谢、绝食代谢、内源尿氮、代谢粪氮的

概念；维持需要意义；确定维持营养需要的基本方法及影响维持营养

需要的因素；

2、动物在维持状态时对能量、蛋白质、矿物元素和维生素的需要。

第十七章 生长肥育的营养需要

1、生长、肥育的基本概念，动物生长发育和养分沉积的规律及其

影响因素；

2、确定生长肥育动物营养需要的方法和原理。

第十八章 繁殖的营养需要

1、营养对繁殖周期各阶段影响的基本规律；

2、繁殖周期中母畜和胎儿的营养生理规律；

3、母畜妊娠期的营养需要特点及需要模型；饲料营养水平与种公

畜配种能力的关系。

第十九章 泌乳的营养需要

1、各种动物的泌乳规律、乳的成分、标准乳与乳的形成；

2、营养对泌乳的影响：

3、泌乳奶牛对能量、蛋白质需要的计算方法。

第二十章 产蛋的营养需要

1、家禽产蛋营养生理特点、蛋的组成及形成生理；

2、产蛋的营养需要及影响因素。

第二十二章 产毛的营养需要

1．毛的成分和形成规律；

2．产毛的营养需要特点及影响产毛的营养因素。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周安国、陈代文主编，《动物营养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

版社，2011.

（二）、饲料学部分

第一章 绪论：

饲料及饲料学定义 ；饲料学性质、任务和内容 ；世界饲料业发展概

况 ；中国饲料业发展概况 ；饲料业发展趋势。

第二章 饲料化学：

碳水化合物、含氮化合物 、脂类 、矿物质 、维生素的主要种类、

性质、在饲料中存在形式及其在动物体内的消化代谢过程和生理作

用。

第三章 饲料营养价值评定：

饲料营养成分化学分析；能量测定及计算，蛋白质生物学价值，氨基

酸可利用率的评定。

第四章 饲料分类：

国际饲料分类法，中国饲料分类法和习惯饲料分类法；分类依据；各

类饲料的特点。

第五章 青绿饲料：

青绿饲料的营养特性及影响因素；主要青绿饲料种类、营养特点、加

工方式和应用方法。

第六章 青贮饲料：

青贮饲料的营养特点、制作原理、过程和影响因素；青贮饲料的质量

评价及利用。

第七章 粗饲料：

青干草、草粉、稿秕与饲用林产品饲料种类、营养特点、加工调制原

理与方法、应用方法。

第八章 能量饲料：

谷实饲料、糠麸饲料、块根块茎及其加工副产品和其他能量饲料的种

类、代表品种、营养特点、加工贮存方法和饲用价值。



第九章 蛋白质饲料：

植物性、动物性、单细胞蛋白质饲料和非蛋白氮饲料的种类、代表品

种、营养特点、加工贮存方法和饲用价值。

第十章 营养性饲料添加剂：

营养型饲料添加剂的种类、作用及其在饲料中的合理应用。

第十一章 非营养型饲料添加剂：

非营养型饲料添加剂的种类、作用及其在饲料中合理应用。

第十二章 饲料配方设计与配合饲料生产：

全价饲料、浓缩饲料、预混料的概念，配方设计方法与技巧，配合饲

料生产工艺，饲料质量管理内容和规程。

第十三章 饲料与畜产品品质：

饲料与胴体品质和肉品质、饲料与禽蛋品质、饲料与牛奶品质、饲料

与毛品质关系等及其影响机制。

参考书：

1. 王成章 王恬《饲料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四、《动物繁殖学》考试大纲

一、雄性动物生殖生理和人工授精

1、性成熟及性行为

（1）性发育阶段

（2）影响性成熟的因素

（3）性行为的表现

（4）引起性行为的机理

2、精子的发生和形态

（1）精子的发生

（2）精子的形态结构

3、精液组成和理化特性

（1）精液组成

（2）精液中成分及其功用

（3）精液的功能

4、精子的生理特性

（1）精子的糖酵解

（2）精子呼吸

（3）精子的活力

5、外界因素对体外精子的影响

（1）温度

（2）光照和辐射

（3）pH 值

（4）渗透压

（5）稀释倍数

（6）电解质

（7）化学作用

6、采精

（1）采精前的准备

（2）采精技术操作—公畜调教、采精方法、公猪的采精。



（3）采精频率

7、精液品质检查

（1）检查的条件和要求

（2）检查的内容与方法—外观与精液量、精子活力、密度、精子形

态、精子抗力。

8、精液的稀释和保存

（1）稀释的目的

（2）稀释液中各种成分及其作用

（3）配制稀释液的要求

（4）稀释倍数的确定

（5）精液稀释时注意的事项

9、精液保存

（1）精液的保存方法

（2）常温保存—原理、猪精液常温保存方法。

（3）低温保存—原理、方法。

（4）冷冻保存—冷冻保存精液的原理、冷冻保存稀释液、冷冻精液

剂型、牛冷冻精液操作技术。

10、输精

（1）输精前准备

（2）输入精液量和精子数

（3）输精时机的确定

（4）输精方法

二、雌性动物生殖生理

1、卵泡的发育和卵子的发生

（1）卵泡的发育

（2）卵子的发生和卵子的形态结构

（3）卵子与卵泡发育的关系

（4）卵子的形态构造

（5）卵母细胞成熟机理



2、排卵和黄体的形成

（1）排卵—排卵的类型、排卵的部位、排卵的过程。

（2）黄体—黄体的形成过程、黄体的类型。

3、雌性动物的发情周期

（1）发情的概念和特征

（2）发情周期的概念和类型

（3）发情周期阶段的划分及其各阶段的特点

（4）发情周期的调节机理

4、乏情、产后发情和异常发情

（1）乏情

（2）产后发情

（3）异常发情（安静发情、断续发情、短促发情、孕后发情）

5、发情鉴定

（1）发情鉴定方法—观察外部表现、阴部检查法、直肠检查卵巢变

化（适用于牛、马、驴等大家畜）、公畜试情。

（2）牛、猪的发情鉴定

三、繁殖技术

1、诱发发情

（1）诱发发情的概念和机理

（2）诱发发情的方法

2、同期发情

（1）同期发情的概念和机理

（2）同期发情与诱发发情的区别

（3）同期发情的机理和控制黄体消长的途径

3、排卵控制

（1）诱发排卵

（2）诱发产双胎

4、诱发分娩

（1）诱发分娩的概念



（2）诱发分娩的方法

5、胚胎移植概述

（1）胚胎移植的概念

（2）胚胎移植的发展概况

（3）胚胎移植的程序

6、胚胎移植的操作程序

（1）供体和受体的选择

（2）同期发情

（3）供体的超数排卵和受精

（4）胚胎采集

（5）胚胎检查

（6）保存和培养

（7）胚胎移植

7、配子和胚胎的生物工程技术

（1）胚胎的分割

（2）胚胎和卵母细胞的体外保存技术

（2）体外受精

（3）胚胎的性别鉴定

（4）卵子和胚胎的显微外科手术

（5）精子的性别分离

（6）核移植

（7）基因转移

（8）胚胎的嵌合

参考书：

1. 杨利国主编，《家畜繁殖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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