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硕士（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095132）《综合知识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标 

    考察学生对农业知识的的理解、掌握情况及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侧

重于对农业生产的综合知识考查。 

二、考试试内容 

    我校根据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要求，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农

业综合知识一》考试内容涵盖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和土壤学三门课程。 

《遗传学》考试大纲 

    主要参考书目：《 遗传学 》，朱军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遗传学（第 3版），刘祖洞等

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 

   《遗传学》主要考核内容：遗传的细胞学基础、分子基础、经典遗传学三大定律、细胞质

遗传、基因工程和基因组学等。总体了解遗传学研究的范围、遗传学发展过程及其应用领域；

了解遗传学发展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其遗传观点、理论及其在遗传学发展中的作

用；了解遗传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并可用于生物现象的解释及育种应用。 

    “遗传的细胞学基础”考核重点：染色体的形态特征；有丝分裂、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

体形态、结构、数目的变化规律及其遗传学意义等；了解遗传领域、基因工程、组学等领域

的相关热点。 

    “遗传物质的分子基础”考核重点：DNA 作为遗传物质的证据；真核生物染色质的基本

结构；染色体的结构模型；中心法则的内涵及其发展；基因如何控制性状等。 

    “经典遗传学三大定律”考核重点：三大经典遗传规律的内容及细胞学基础；独立遗传

两对基因互作的各种类型、比例及相关遗传现象解释； 连锁遗传交换值的测定与计算方法；

三大经典遗传规律的理论意义及其在育种工作中的应用。 

    “细胞质遗传”考核重点：细胞质遗传的特点，与核基因遗传的异同，植物雄性不育类

型及其遗传方式，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原理与生产应用。 

    “基因工程和基因组学” 考核重点：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主要操作步骤，主要技术方

法及其原理，应用前景；基因组研究的内涵，基因组图谱构建的基本原理，主要方法与原理，

应用前景。 

   《农业生态学》考试大纲 

    主要参考书目：《农业生态学》，骆世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考试内容将涉及农业生态学的如下内容：生态系统及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农业生态系统

的生物学原理、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农业生态系统的调节和控制原理、农业生态工程及设

计原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原理等基本理论。

并考查学生运用上述知识的综合和分析能力。各部分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生态系统及农业生态系统结构 

1. 系统、生态、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 

2. 生态系统的结构、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 

3. 农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特征及异同 

（二）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学原理 2 

1. 种群、群落、顶级群落、生态位、生态容量、生态阈值群 

2. 生物种群结构及特征、生物群落结构及特征 

3. 生态位理论及应用 

（三）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 

1. 能量、物质、价值、信息、反馈 

2. 能量流、物质流、价值流与信息流的概念及特征 

3. 生态功能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见解分析 

4. 生态功能特征间的异同比较 

（四）农业生态系统的调节和控制原理； 

1. 自然调控、直接调控、间接调控、随动调控、最优调控、营养调控 

2. 调控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 

3. 调控农业生态系统的作用和意义 

（五）农业生态工程及设计原理 

1 工程、生态工程、农业生态工程、桑基鱼塘模式、多基循环模式 

2. 主要农业生态工程模式比较与分析 

3. 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的设计 

（六）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 

1. 资源、农业资源、可更新资源、流失性资源、贮藏性资源 

2 农业资源合理利用的主要理论依据 

3. 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农业资源的主要途径 

（七）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原理 

1 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石油农业、持续农业 

2 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3. 中国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与发展 

 



  《土壤学》考试大纲 

  主要参考书目：《土壤学》，耿增超等主编，科学出版社。 

（一）土壤重要性及土壤学发展趋势 

1. 土壤在人类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中的重要性；土壤圈的概念 

2. 土壤及土壤肥力 

3. 土壤的主要功能 

4. 了解土壤学的任务发展趋势，掌握我国土壤主要类型名称 

（二）土壤矿物质 

1. 土壤粒级及其特性 

2. 土壤质地和土体构型的概念 

3. 土壤质地测定方法（实验室、野外手摸质地） 

4. 掌握不同质地土壤的肥力特征和利用改良方法 

5. 层状硅酸盐粘土矿物的类型及性质 

（三）土壤有机质 

1. 土壤有机质的来源、组成与转化 

2. 土壤腐殖质的组成和性质 

3. 掌握土壤有机质在土壤肥力方面的作用 

4. 掌握土壤有机质的管理（土壤有机质的调节途径） 

（四）土壤水分、空气和热量 

1. 土壤水的类型划分及及有效性；土壤水分含量的测定 

2. 土水势及其分势 

3. 土壤水吸力 

4.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5. 土壤水分入渗；土面蒸发特性；了解土壤水的调节原理和技术（农业生产中合理灌

溉的原理与应用技术） 

（五）土壤结构与力学性质 

1. 掌握土壤容重，土壤三相组成，土壤孔隙及其分级；土壤孔隙度 

 2. 掌握土壤结构、结构体、结构性的概念；土壤结构体类型 

3. 团粒结构与土壤肥力的关系 

4. 土壤结构改良的措施 



5. 土壤物理机械性和土壤耕性的概念及类型 

6. 土壤空气的组成特点 

7. 土壤热量的来源；土壤热性质 

8. 掌握土壤水分、空气和热量的调节方法 

（六）土壤胶体与离子的吸附交换作用（土壤化学性质） 

1. 土壤胶体的概念、种类及性质 

 2. 土壤阳离子交换作用及其特点 

 3. 阳离子交换量；土壤盐基饱和度 

4. 交换性阳离子的有效度 

5. 土壤中的阴离子的负吸附 

（七）土壤酸、碱性的形成 

1. 土壤酸性、交换性酸、水解性酸 

2. 土壤酸性、碱性的形成原因；土壤酸度的调节 

3. 土壤缓冲性的概念及其机制 

（八）土壤养分特征  

1. 植物营养必需养分（大量、中量、微量元素） 

2. 土壤中氮的来源及其损失途径 

3. 土壤氮素的调控 

4. 土壤磷、钾的固定、流失及调控  

（九）土壤退化与土壤质量 

1. 土壤退化、土地退化的概念及二者差异 

2. 土壤退化的分类 

3. 我国土壤退化的背景与基本态势 

4. 土壤沙化的基本概念、类型、危害及防治途径 

5. 土壤质量的概念及土壤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 

 

三、分值设置及题型 

   （一）、《农业综合知识一》总分值为 150分，每门课程为 50分。 

   （二）、试题由名词解释、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 论述题等几种形式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