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5 水产学院

目录

初试考试大纲..............................................................................................2

340

612

农业综合知识二........................................................ . . . . . . . . . . . . . . . . . . .2

生物化学 A.......................................................................................... 6

835 基础生物学......................................................................................... 8

416、816 普通动物学与普通生态学.......................................................9

417 普通生态学与鱼类学....................................................................... 13

复试考试大纲........................................................................................... 17

F0501 分子生物学.................................................................................... 17

F0502 水产养殖学综合考试....................................................................18

F0503 渔具渔法学.................................................................................... 22

F0504 渔业生物学.................................................................................... 23

F0505 水产专业综合考试........................................................................ 25



2

初试考试大纲

340 农业综合知识二

一、考试性质

《农业知识综合二》是中国海洋大学农业推广（渔业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

入学初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农业知识综合二》侧重于动物生产类综合知识的考查。考试内容应主要涵

盖动物生理学、动物遗传学、水产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等课程。要求考生认识生

命活动的基本规律，理解和掌握相关生理学、遗传学、营养学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能够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

考生对动物生理基础、动物遗传学基础、动物营养学等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

力。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1、熟悉记忆：动物生理学、遗传学和营养学名词记忆方面的考核。

2、分析判断：利用动物生理学、遗传学和营养学原理分析判断某一具体观

点和问题；

3、综合运用：利用动物生理学、遗传学和营养学综合分析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试卷由试题、答题卡和答题纸组成，选

择题和判断题的答案必须涂写在答题卡上，其他题目的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相应

的位置上。

3、试卷结构

①《动物生理学》考核比例为 33.3%，分值为 50 分；

②《动物遗传学》考核比例为 33.3%，分值为 50 分；

③《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考核比例为 33.3%，分值为 50 分。

四、考试内容

（一）动物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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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细胞生理学

细胞膜结构与跨膜物质转运、跨膜信号转导、生物电现象与兴奋性、肌肉收

缩。

2、中枢神经系统

神经元活动的一般规律、反射活动的一般规律、中枢神经系统的感觉机能、

中枢神经系统对运动机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对内脏机能调节。

3、血液生理

机体内环境与血液功能、血液的化学组成和理化特性、血细胞及其功能、生

理止血和血液凝固、血型和红细胞凝集。

4、血液循环

心脏的泵血功能及其评价、心脏泵血功能的调节、心肌兴奋性周期变化与收

缩活动的关系、动脉血压和动脉脉搏。

5、呼吸

呼吸方式与呼吸器官、鳃呼吸、气体交换与运输、呼吸运动的调节。

6、消化与吸收

消化生理概述、口腔内消化、胃内消化、肠内消化、消化活动的调节、吸收。

7、能量代谢及体温

机体能量的来源与消耗、动物的体温

8、排泄与渗透调节

排泄器官的结构与功能、尿的生成与调节、动物机体的水盐平衡和渗透压调

节。

9、内分泌

激素概述、动物内分泌器官与生理功能。

10、生殖

生殖概述、性腺的功能、哺乳动物的生殖活动、鱼类的生殖活动。

（二）动物遗传学

1、孟德尔遗传

表型和基因型；孟德尔定律的核心问题；遗传学数据的统计学方法。

2、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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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质与染色体；染色体的结构与类型；细胞周期；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中

的染色体行为；减数分裂的遗传学意义；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3、性别决定与伴性遗传

性别决定的类型；伴性遗传种类及特点；剂量补偿效应和 Lyon假说。

4、基因的相互作用及与环境的关系

环境影响和基因的表型效应；外显率与表现度、表型模写；等位基因相互作

用、非等位基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

5、真核生物染色体作图

连锁互换定律；重组频率、染色体图距、三点测交作图；干涉与并发系数、

连锁群。

6、染色体变异

染色体结构变异类型；染色体结构变异各类型的细胞学和遗传学效应；染色

体数目变异类型和遗传学效应。

7、遗传的分子基础

DNA结构、DNA重复序列、基因组的结构解剖、基因的概念及其发展；DNA

合成的过程、DNA复制形式、中心法则。

8、基因表达与调控

原核基因转录的启动与终止、真核基因转录的启动与终止；基因活性的调控、

RNA的加工与调控。

9、基因突变与重组

基因突变的类型、基因突变的一般特征；物理诱变和化学诱变的机理和特点；

DNA损伤修复；Holliday模型、双链断裂模型。

10、核外遗传

母性影响；真核生物的核外遗传、原核生物的核外遗传；细胞器遗传。

11、数量性状遗传

数量性状与质量性状的特点、数量性状遗传的特征；遗传率；近交系数；杂

种优势理论。

12、群体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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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尔)群体、基因库、基因频率与基因型频率；遗传平衡定律的内容、遗

传结构；改变基因频率的因素及影响方式。

（三）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

1、蛋白质营养

分类；生理功能；分解和合成代谢；必需氨基酸、限制性氨基酸的概念和氨

基酸平衡理论；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凯氏定氮法的原理等。

2、糖类营养

分类；生理功能；糖代谢；水产动物糖类利用率低的原因等。

3、脂类营养

分类；生理功能；脂肪消化吸收；脂肪酸分类、生理功能及代谢；脂肪对蛋

白节约作用等。

4、能量营养

生物能量学和营养能量学的概念；表观可消化能和真可消化能；尿能和代谢

能；鱼类能量收支方程；鱼类对能量的分配与利用等。

5、维生素营养

维生素和抗维生素的概念；维生素种类、生理功能及缺乏症等。

6、矿物质营养

矿物质营养种类、生理功能及缺乏症等。

7、营养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蛋白质、脂类和糖类间的相互转化；蛋白质、脂类和糖类与维生素的关系；

蛋白质、脂类和糖类与矿物质的关系；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关系等。

8、鱼、虾类的摄食与消化吸收

影响鱼、虾摄食和消化的因素、鱼类的消化系统和消化酶、对虾的消化系统

和消化酶、消化吸收的途径和机制等。

9、水产动物繁殖期的营养

亲体的营养（繁殖过程中的能量分配和营养需要）和幼苗的营养（幼苗的生

理独特性、营养需要、人工配合微颗粒饲料的特性）等。

10、水产配合饲料与畜禽配合饲料的异同

原料粉碎粒度；水稳定性；饲料形状；营养成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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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产动物配合饲料原料

水产饲料原料分类；蛋白质饲料、能量饲料、粗饲料、青绿饲料、新型饲料

源的开发等。

12、水产动物配合饲料添加剂

水产饲料添加剂分类（营养性饲料添加剂、药物添加剂和改善饲料质量添加

剂）。

13、水产动物饲料配方的设计与加工

水产配合饲料的分类及优点；配合饲料配方的设计原则及方法；配合饲料的

加工工艺与设备等。

14、水产配合饲料的质量管理与评价

水产配合饲料质量评价（感官指标、显微镜检查、粒状饲料外形检查、颗粒

饲料物理性质检查、黏团性饲料黏弹性测定、营养学指标、卫生学指标）、水产

配合饲料的贮藏与保管等。

15、消化生理研究方法

消化系统形态结构和组织学研究；食性和消化特性研究；消化产物吸收与运

输的研究等。

16、饲养试验研究方法

可控环境的营养研究（目的意义、设备、试验动物选择与分组、试验饲料、

试验管理、结果处理与计算）；实际生产环境的营养研究（生产环境的要求与设

施、试验管理）等。

17、能量学研究方法

总能测定；可消化能测定；可代谢能测定；摄食热增耗测定；标准代谢测定

等。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612 生物化学 A

一、考试性质



7

《生物化学》是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的需要学习的基础课程，也是学生继续

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如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的基础。

主要考察考生的基本生物化学素养即对生化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二、考察目标

1、要求学生在分子水平上掌握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物质（蛋白质、核酸、酶、

维生素、糖、脂等）的组成、结构、性质、功能等内容。

2、要求学生掌握这类物质在体内的合成、降解、相互转化及调控等的代谢

规律程度，及对这些代谢活动与各种重要生命现象之间的关系。

3、要求学生掌握生物化学研究方法，学会综合运用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

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好基础。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试卷结构：选择 30%左右，名词解释 15%左右，填空 15%左右，判断 15%左右，

问答 25%左右.

四、考试内容

1、蛋白质化学：氨基酸、蛋白质的共价结构、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蛋白质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氨基酸及蛋白质的分离纯化和表征

2、酶化学：酶通论、酶促反应动力学、酶的作用机制和酶的调节、维生素

和辅酶

3、核酸化学：重要核苷酸的结构和性质、核酸的一级、二级和高级结构及

特征、核酸的理化性质及常见研究方法和原理

4、代谢总论：基本概念、代谢的特点、新陈代谢研究方法

5、糖类及糖代谢：糖类化学、糖酵解作用、柠檬酸循环、生物氧化、糖的

其他代谢途径

6、脂类与脂代谢：脂类化学、脂肪酸的分解代谢、脂类的生物合成

7、蛋白质降解和氨基酸的分解代谢：蛋白质的降解过程；氨基酸的脱氨基

途径、尿素循环。

8、核酸的降解和核苷酸代谢：核酸降解过程；嘌呤碱和嘧啶碱基降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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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酸、脱氧核糖核苷酸合成与调节。

9、DNA 的复制和修复：DNA 的半保留复制、DNA 复制的起点和方式、DNA 的

半不连续复制、DNA 复制有关的酶和蛋白质、大肠杆菌 DNA 复制过程

10、RNA 的生物合成和加工：DNA 指导下 RNA 合成、RNA 的转录后加工、RNA

指导下的 RNA 和 DNA 的合成

11、蛋白质合成及转运：蛋白质合成的分子基础、蛋白质合成过程、蛋白质

合成后修饰、加工和转运

12、细胞代谢及基因表达调控：物质代谢途径的相互联系、物质代谢的特点、

代谢调节

五、是否需要计算器

否。

835 基础生物学

一、考试性质

《基础生物学》是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的需要学习的基础课程，也是学生继

续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如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的基

础。主要考察考生的基本生物学素养即对基础生物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二、考察目标

1、植物生物学

旨在全面考察考生是否具备开始硕士阶段学习所要求的基础植物学的水平，

以便顺利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和科研任务。考查考生是否掌握了植物生物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动物生物学

旨在全面考察考生是否具备开始硕士阶段学习所要求的基础动物学的水平，

以便顺利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和科研任务。考查考生是否掌握了动物生物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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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一般为名词解释、

填空、选择题、简答题和论述题五种类型。

四、考试内容

1、植物生物学（占 50%）

重点掌握如下内容：

（1）植物细胞与组织；

（2）植物体的形态结构和发育；

（3）植物的生理和调控；

（4）植物多样性和进化；

（5）植物与环境；

（6）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等。

2、动物生物学（占 50%）

重点掌握以下内容：动物体的基本构成；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各

主要动物类群的生物学特征与进化地位、形态结构与功能、分类及代表动物；动

物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进化理论与动物演化的基本知识等。

五、是否需要计算器

否。

416、816 普通动物学与普通生态学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为水产学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涵盖《普通动物

学》、《普通生态学》两部分内容。

《普通动物学》主要涉及动物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原生动物和后生动

物的形态、分类、习性、生殖发育与系统演化等。主要考察考生对动物学基础知

识的掌握情况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普通生态学》以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目的，

其内容主要包括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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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目标

本考试目标为：

1、《普通动物学》要求考生了解动物学的概念、发展史、动物分类与进化理

论的基础知识；熟练掌握各主要动物类群的外部形态、内部结构和生活习性；了

解各类动物的生殖、发育特点，动物体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各门类的系统演化关

系。

2、《普通生态学》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生态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生态学研

究基本方法，了解当前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动态与热点问题，初步具备利用生态学

基本原理与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实践中资源、人口和环境等生态学实际问题的能

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普通动物学》部分满分为 75 分，试卷结构：选择题 10 分；判断题 10 分；

填空题 15 分；名词解释 10 分；简答题/论述题 30 分。

《普通生态学》部分满分 75 分，试卷结构：选择题 20 分；名词解释 10 分；

简答题 25 分；论述题 20 分。

四、考试内容

《普通动物学》部分：

1、基本概念与进化理论

动物学的定义及分支学科，动物学简史，动物机体构成，动物分类、命名基

础知识。

动物进化原理，生命起源与动物进化的例证，动物进化规律和进化谱系，动

物地理区划。

2、原生动物

原生动物的主要特征；鞭毛虫类、肉足虫类、顶复类（孢子虫类）和纤毛虫

类及代表动物的主要特征；原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3、多细胞动物总论

多细胞动物的共同特征；个体发育；多细胞动物的起源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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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孔动物门（海绵动物门）

多孔动物门的主要特征、进化地位。

5、刺胞动物门

刺胞动物门的主要特征；水螅纲、钵水母纲和珊瑚纲的主要特征及代表动

物。

6、旋裂动物（冠轮动物）

（1）旋裂动物（冠轮动物）的概念与主要门类。

（2）轮虫门：轮虫门的主要特征；轮虫的生活史。

（3）扁形动物门：扁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涡虫类、吸虫类和绦虫类及代

表动物的主要特征；寄生虫对寄生生活的适应及更换寄主的生物学意义。

（4）环节动物门：环节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多毛类、寡毛类、蛭类的主要

特征。

（5）软体动物门：软体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及其高级阶元的分类；双壳纲、

腹足纲和头足纲的主要特征及代表动物。

7、蜕皮动物

（1）蜕皮动物的概念与主要门类。

（2）线虫门：线虫门的主要特征及代表动物。

（3）节肢动物门：节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及其高级阶元的分类；甲壳亚门

（纲）、六足亚门（昆虫纲）的主要特征及代表动物；节肢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8、后口无脊椎动物

（1）棘皮动物门：棘皮动物门及其代表动物的主要特征；棘皮动物门的分

纲。

（2）半索动物门：半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9、脊索动物门

脊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分类和起源，各亚门的主要特征及其代表动物。

10、圆口纲

圆口纲的主要特征、分类和起源，圆口纲的原始性与适应寄生或半寄生生活

的主要特征。

11、鱼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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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纲的主要特征、分类、起源与进化，鱼类的洄游，鱼类的经济价值。

12、两栖纲

两栖纲的主要特征、分类、起源与进化，两栖纲动物从水中向陆地登陆成功

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式。

13、爬行纲

爬行纲的主要特征、分类、起源与进化，羊膜卵的主要特征及其在动物演化

史上的意义，爬行动物的经济价值。

14、鸟纲

鸟类适应飞翔生活的主要特征，鸟纲的分类及代表动物，鸟类的繁殖，恒温

在动物演化史上的生物学意义。

15、哺乳纲

哺乳纲的主要特征，各亚纲的主要特征及代表动物，胎生和哺乳在动物演化

史上的重要意义。

《普通生态学》部分：

1、绪论

（1）生态学定义

（2）生态学研究对象

（3）生态学的分支学科

（4）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5）生态学的发展趋势

2、有机体与环境

（1）生态因子概念及其分类

（2）环境因子（温度、水、光照、溶解盐类、溶解气体等）对生物的影响及生

物对环境的适应

（3）利比希最小因子、限制因子与耐受性定律

3、种群生态学

（1）种群的概念及特征

（2）种群的结构及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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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种遗传变异和选择

（4）物种形成

（5）生物的生态对策

（6）种内关系

（7）种群的动态及其调节

4、群落生态学

（1） 群落的概念及其特征

（2）群落的结构及动态

（3）种间关系及其特征

（4）生物群落的演替

5、生态系统生态学

（1）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

（2）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

（3）地球上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

6、应用生态学

（1）水域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

（2）人口、环境、资源问题

（3）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4）水域的富营养化和赤潮

（5）生态系统服务理论

五、是否需要计算器

否。

417 普通生态学与鱼类学

一、考试性质

本考试是水产学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涵盖《普通生态

学》、《鱼类学》两部分内容。

二、考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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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试的目标为：

1、《普通生态学》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生态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生态学研

究基本方法，了解当前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动态与热点问题，初步具备利用生态学

基本原理与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实践中资源、人口和环境等生态学实际问题的能

力。

2.《鱼类学》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鱼类的形态结构特征及功能、鱼类分类及

生物学特性，掌握鱼类形态和分类的基础知识、基本研究方法，了解重要经济鱼

类的地理分布、生物学和经济意义等。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普通生态学》部分满分 75 分，试卷结构：选择题 20 分；名词解释 10 分；

简答题 25 分；论述题 20 分。

《鱼类学》部分满分为75分，试卷结构（形态部分70%、分类部分30%）：名

词解释10分、选择题20分、问答题35分、检索表编写（限鲤形目或鲈形目）10

分。

四、考试内容

《普通生态学》部分：

1、绪论

（1）生态学定义

（2）生态学研究对象

（3）生态学的分支学科

（4）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5）生态学的发展趋势

2、有机体与环境

（1）生态因子概念及其分类

（2）环境因子（温度、水、光照、溶解盐类、溶解气体等）对生物的影响及生

物对环境的适应

（3）利比希最小因子、限制因子与耐受性定律

3、种群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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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群的概念及特征

（2）种群的结构及增长模型

（3）物种遗传变异和选择

（4）物种形成

（5）生物的生态对策

（6）种内关系

（7）种群的动态及其调节

4、群落生态学

（1） 群落的概念及其特征

（2）群落的结构及动态

（3）种间关系及其特征

（4）生物群落的演替

5、生态系统生态学

（1）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

（2）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

（3）地球上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

6、应用生态学

（1）水域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

（2）人口、环境、资源问题

（3）生物多样性与保育

（4）水域的富营养化和赤潮

（5）生态系统服务理论

《鱼类学》部分：

1.鱼类形态部分

（1） 鱼类的外部形态、常用测量指标。

（2） 鱼类皮肤的基本形态结构，衍生物的来源、种类及形态结构。

（3） 硬骨鱼类骨骼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功能。

（4） 鱼类肌肉的种类、形态结构及功能，发电器官的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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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鱼类消化系统的组成和各器官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6） 鱼类鳃的基本构造及功能，辅助呼吸器官，鳔的构造与功能。

（7） 鱼类循环系统的组成与功能，心脏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8） 鱼类泌尿生殖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功能，渗透压调节机理，鱼类的生殖方式。

（9） 鱼类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各部分的功能。

（10）鱼类感觉器官的种类、形态结构及其功能。

（11）鱼类主要内分泌器官的种类和功能。

2.鱼类分类部分

（1） 分类的基本概念。

（2） 分类的基本方法。

（3） 鱼类分类系统的结构体系。

（4） 检索表的编写与应用。

（5） 圆口纲及代表种的主要特征。

（6） 软骨鱼纲及各亚纲、总目、目、科、属、代表种的主要特征与生物学特性。

（7） 硬骨鱼纲及各亚纲、总目、目、科、属、代表种的主要特征与生物学特性。

五、是否需要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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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试大纲

F0501 分子生物学

一、考试性质

《分子生物学》是中国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学专业及动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

学复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察目标

本考试力求反映水生生物学及动物学硕士研究生对分子生物学基础知识掌

握的情况，测评考生的基本知识素质和综合能力，考察考生对分子生物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掌握，反映考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具体要求考生详细了解核酸、

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系统掌握基因复制、转录、翻译以及基因表

达调控的分子机制。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笔试，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试卷结构：

试卷结构：选择题的比例为 20%，分值为 20分；名词解释的比例为 20%，

分值为 20分；简答题的比例为 30%，分值为 30分；论述分析题的比例为 30%，

分值为 30分。

四、考试内容

1、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及分子生物学基本概念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历程；分子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发展方向。

2. 染色体与 DNA

染色体的组成及 DNA的结构；DNA复制的基本特征及 DNA复制的过程；

DNA的修复与转座。

3. 生物信息的传递

转录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过程；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 mRNA的特征，真核生

物 RNA的转录后加工；遗传密码的特征及核糖体的组成；翻译的基本概念与基

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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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因的表达与调控

原核细胞基因表达调控的主要方式；乳糖操纵子、色氨酸操纵子等操纵子系

统；真核生物基因表达的主要调控元件及调控方式。

五、是否需要计算器

否。

F0502 水产养殖学综合考试

一、考试性质

《水产养殖学综合考试》是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涵盖《虾蟹类增养殖学》、《贝类增养殖学》、《鱼类增养殖

学》等内容。

二、考察目标

本考试力求反映水产养殖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虾

蟹类增养殖学、贝类增养殖学、鱼类增养殖学等方面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为

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高

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水产养殖学专业人才。

1、《虾蟹类增养殖学》要求考生系统理解虾蟹类生物学及基本养殖原理与理

念，掌握虾蟹类养殖与管理的流程与关键技术，能够运用所学理论、技术及管理

原则，综合分析具体实践问题。

2、《贝类增养殖学》具体考察考生对贝类养殖基础理论和生产技术的掌握与

运用能力，测试考生对贝类养殖的生物学原理、苗种培育技术、养成技术等知识

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

3、《鱼类增养殖学》要求考生全面、系统了解鱼类增养殖理论和技术，熟悉

主要养殖鱼类的生物学特点，掌握水产经济鱼类的人工繁殖、苗种培育、商品鱼

饲养以及活鱼运输、鱼类越冬等关键技术、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和管理技术，

综合分析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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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试为闭卷笔试，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试卷结构：

1、《虾蟹类增养殖学》考核比例为 40%，分值为 40 分。简答题 60%，论述题

40%。

2、《贝类增养殖学》考核比例为 30%，分值为 30 分。专业术语和基本理论占

30%；苗种培育及养成技术占 30%；综合应用与分析占 40%。

3、《鱼类增养殖学》考核比例为 30%，分值为 30 分，其中简答题 20 分、论

述题 10 分。

四、考试内容

《虾蟹类增养殖学》部分：

（一）养殖生物学基础理论与概况

1．虾蟹类养殖生物学

虾蟹类的生长、繁殖与生态习性；主要分类特征；习见种类。

2．养殖概况

虾蟹类主要养殖种类及其养殖特性；主要生产方式及特点；主要养殖模式。

（二）虾蟹类苗种生产技术

1、苗种生产工艺流程与技术关键

2、亲体培育

亲体来源与培育技术；促熟培育技术与工艺。

3、水处理工艺及水质维护技术

水质指标与水处理基本原则；水质管控原则、工艺流程与技术特征。

4、饵料系列与投喂技术

虾蟹类苗种生产饵料系列的组成及确立原则；投喂管理技术。

5、重要病原种类及控制策略与方法

（三）虾蟹类养成生产技术与管理

1、养成生产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组成；技术关键。

2、苗种中间培育

苗种中间培育的作用，中间培育工艺与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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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质与底质调控及管理技术

虾蟹类养殖水质标准；养殖系统水质与底质要素、调控技术及管理策略。

4、投喂技术

饵料与饲料种类及特性；投喂量确定及调整方法；投饲管理技术。

5、健康管理

虾蟹类健康养殖理念；健康管理原则及策略；主要技术途径及其特征。

《贝类增养殖学》部分：

1、贝类养殖的概念和发展概况

贝类和贝类养殖学的定义；贝类与人类的关系；贝类养殖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2、增养殖贝类的生物学

贝类的基本特征、外部形态、结构与功能；贝类的生态、繁殖和生长。

3、贝类的苗种培育

（1）半人工采苗：贝类的生活史；半人工采苗的原理、不同生活型贝类的

采苗方法；采苗预报；采苗效果的检查。

（2）室内人工育苗：育苗基本设施；水处理方法；饵料种类和基本要求；

人工育苗的一般方法。

（3）土池半人工育苗：土池半人工育苗的应用范围及一般方法。

4、贝类的养殖技术

（1）固着型贝类：牡蛎的经济种类、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半人工采苗

与养成、人工育苗和养成技术；育种及新技术应用。

（2）附着型贝类：扇贝的经济种类、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半人工采苗、

人工育苗和养成技术。

（3）埋栖型贝类：主要经济种类、蚶的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半人工采

苗、人工育苗和养成技术。

（4）匍匐型贝类：主要养殖种类、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饵料培养、室

内人工育苗及养成技术。

（5）珍珠的养殖：珍珠的定义、珍珠的成因、人工育珠的原理、珍珠的形

成过程、珍珠的分类；育珠贝的主要种类、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插核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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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核前的准备工作、插核部位和插核方法、珍珠的育成方法。

《鱼类增养殖学》部分：

（一）鱼类增养殖业与鱼类增养殖学，我国鱼类增养殖的特色及发展趋势

（二）主要养殖鱼类的生物学

我国的鱼类资源，主要养殖鱼类的食性、生长特点和繁殖习性等，养殖鱼类

的选择标准和条件。

（三）主要养殖鱼类的人工繁殖

1. 鱼类人工繁殖的生物学基础：鱼类性腺发育规律及特点，中枢神经系统

和内分泌系统在鱼类繁殖中的作用，环境因素对鱼类性腺发育成熟和产

卵的影响。

2. 主要养殖鱼类的人工繁殖：亲鱼培育、催情产卵、人工孵化。

（四）主要养殖经济鱼类的苗种培育

1. 主要养殖鱼类苗种的生物学：食性及食性转化、生长特性、栖息习性和

对水质的适应。

2. 鱼苗的培育：静水土池塘培育鱼苗、室内水泥池微流水培育鱼苗。

3. 鱼种的培育：静水土池塘培育鱼种、室内水泥池培育鱼种

(五) 主要养殖鱼类的食用鱼饲养

1. 静水池塘养鱼：池塘基本条件及标准化改造、放养前的准备、饲养管理

策略，新型养鱼模式。

2. 工厂化养鱼 ：工厂化养鱼的原理与特点、设施要求、饲养管理策略。

3. 网箱养鱼：网箱养鱼的生物学原理和条件，网箱类型、基本结构及设置，

饲养管理策略，网箱养鱼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深远海养鱼。

(六) 活鱼运输

影响运输成活率的因素、常用活鱼运输方法和提高活鱼运输成活率的措施。

(七) 鱼类的越冬

越冬期池塘的环境条件、越冬鱼类的生理状况、鱼类在越冬期死亡的原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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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鱼类越冬成活率的措施。

(八) 鱼类资源保护与增殖

鱼类资源所面临的问题、鱼类资源的繁殖保护措施（繁殖保护，繁殖条件改

良等）、鱼类资源增殖（人工放流、鱼类的移植驯化等）。

四、是否需要使用计算器

否。

F0503 渔具渔法学

一、考试性质

《渔具渔法学》是捕捞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系统理解和学习海洋捕捞渔具及使用方法，掌握我国渔具的分类及

命名，主要渔具作业原理、结构类型和作业方式，渔具设计理论和渔具渔法选择

性以及国内外海洋捕捞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考试旨在从基础

知识和综合分析两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渔具渔法基本知识掌握以及海洋渔业相

关知识的综合分析能力。为国家选拔和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

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海洋渔业专业人才。。

两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1、熟悉记忆：渔具的分类及命名，渔具作业原理、作业特点及渔具结构，

渔具设计理论和渔具渔法选择性等主要知识点。

2、综合分析：用相关海洋渔业知识分析论述海洋捕捞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渔具选择性与渔业资源管理等的关联性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以渔具的分类及命名，渔具作业原理、作业特点及渔具结构，渔

具设计理论和渔具渔法选择性等知识点为考核内容的填空题、简答等题型比例为

80%，分值为 80分；以海洋捕捞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渔具选择性与渔业资源管

理等的关联性及采取的应对措施等为考核内容的综述题比例为 20%，分值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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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四、考试内容

1、渔具分类方法和命名

2、我国渔具种类

3、渔具作业原理和特点

刺网、拖网、围网、张网、钓具等渔具的作业原理与作业特点、分类及结构。

4、渔具理论

刺网、拖网、围网、张网、钓具的理论设计和方法。

5、渔具选择性

兼捕和抛弃定义及其对资源的影响及采取相关措施；渔具选择性的定义；刺

网和拖网等渔具的选择性及其研究方法。

6、综合分析

分析论述海洋渔业存在的问题、具体某一类渔具、渔具选择性对渔业资源影

响及渔具管理等的关联性及应该采取的措施。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0504 渔业生物学

一、考试性质

《渔业生物学》是中国海洋大学渔业资源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的专

业基础课程。

二、考试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渔业资源专业硕士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

范地测评考生渔业生物学的基本理论知识素养和综合运用能力，为国家培养具有

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渔业资源专业工作与研究能力，能够独立分

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高层次、应用型渔业资源专业人才。考试旨在测试考生对渔

业生物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掌握、理解和实际运用能力。基本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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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记忆：全面掌握渔业生物学基础研究理论体系框架与各部分主要知

识点。

2、综合运用：运用所学的理论来综合分析和解决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试卷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试卷结构：

简答题比例 70%、分值 70分，综述题比例 30%、分值 30分。

四、考试内容

1、渔业生物学概述

渔业资源生物学的重要性、含义与研究内容；渔业资源生物学主要相关学科；

我国水产资源生物学研究概况；渔业资源的主要组成。

2、鱼类种群与研究方法

鱼类种群、亚种群与群体的基础概念；鱼类种群的研究意义；鱼类种群结构

的基本特征；鱼类种群研究的形态学方法；鱼类种群鉴别的生态学方法；分子生

物学方法在生物种群研究中的应用；种群分析常用的统计学方法。

3、鱼类的分布与洄游

鱼类分布与分布型；鱼类集群类型；鱼类集群的生态学意义；鱼类集群的机

制；鱼类洄游的基本概念、类型与基本特征；黄渤海鱼类洄游特征；什么是被动

洄游与不完全洄游；鱼类洄游的生理学机制；环境因素鱼类洄游的影响；标志放

流及主要研究方法；标志放流方法的局限性；中国海域蓝点马鲛与带鱼的洄游分

布特点。

4、鱼类的生命周期与早期生活史

国内外鱼类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鱼类生命周期的基本过程；鱼类早期生活

史定义及研究意义；鱼类生命史类型；鱼类早期生活史的发育过程；鱼卵的形态

结构特点；鱼卵类型；鱼卵形态鉴别要点；仔鱼形态学鉴别要点；鱼卵与仔鱼的

生化遗传学鉴别。

5、年龄、生长与研究方法

鱼类年龄与生长研究意义；海洋鱼类年龄与寿命概况；年轮的形成原理；鱼

类用于年龄鉴定的主要材料的年轮特征与应用，包括：鳞片与耳石、鳍棘与鳍条、

脊椎骨、鳃盖骨等；头足类的年龄鉴定；年龄验证的主要方法，包括边缘生长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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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等；年龄鉴定过程中的盲读法；利用鱼体长度频率法、逆算法研究鱼类生长；

描述渔业生物生长的主要方程。

6、鱼类的性成熟、繁殖力及研究方法

鱼类性成熟基本过程；鱼类生物学最小型概念；影响鱼类性成熟的因素；鱼

类性腺成熟度的主要量度方法；鱼类繁殖习性主要特征；鱼类繁殖期、排卵方式

与产卵类型；鱼类个体繁殖力、个体绝对繁殖力与相对繁殖力定义；鱼类繁殖频

率与批次繁殖力概念与测算方法；鱼类个体绝对繁殖力的测算方法；鱼类个体繁

殖力的变化规律；鱼类个体繁殖力的调查机制；鱼卵的六期发育分期标准；温度

相关的鱼类胚胎发育模型；天然水域鱼类日产卵量估算与年产卵量估算方法；如

何利用日产卵量方法估算产卵群体资源量。

7、鱼类的摄食生态与研究方法

鱼类的饵料生物组成特点；食物网概念；鱼类的食性类型；鱼类摄食的选择

性；鱼类食饵更替现象；鱼类的种间食物关系；鱼类的种内食物关系；鱼类的食

物保障与影响因素；鱼类摄食量及与饵料生物生产量的关系；鱼类摄食生态的主

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8、渔业生物群落

群落概念与基本特征；群落命名方法；群落的特种组成与主要评价批标；群

落结构的主要特征；群落交错区概念与特点；群落演替的定义与分类；生物多样

性概念与保护的重要性；中国内陆与海洋水域渔业生物多样性概况；中国渔业系

统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主要因素。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0505 水产专业综合考试

一、考试性质

《水产专业综合考试》是中国海洋大学农业推广（渔业领域）专业硕士研究

生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涵盖《渔业生物学》、《贝类增养殖学》两部分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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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渔业专业硕士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

测评考生对渔业领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考生对渔业资源和贝类养

殖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掌握与运用，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

职业素养、具有较强专业工作能力，能够独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高层次、应

用型渔业领域专业人才。考试旨在测试考生对渔业资源生物学和贝类增养殖学基

础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的掌握、理解和运用能力。基本要求包括：

1、熟悉记忆：对基础理论的记忆方面的考核。

2、综合运用：运用所学的理论来综合分析和解决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120分钟。试卷结构：渔业生

物学考核的比例为50%，分值为50分；贝类增养殖学考核的比例为50%，分值为

50分。

四、考试内容

《渔业生物学》部分：

1、渔业生物学概述

渔业资源生物学的重要性、含义与研究内容；渔业资源生物学主要相关学科；

我国水产资源生物学研究概况；渔业资源的主要组成。

2、鱼类种群与研究方法

鱼类种群、亚种群与群体的基础概念；鱼类种群的研究意义；鱼类种群结构

的基本特征；鱼类种群研究的形态学、生态学与分子生物学方法。

3、鱼类的分布与洄游

鱼类分布与分布型；鱼类集群类型；鱼类集群的生态学意义；鱼类集群的机

制；鱼类洄游的基本概念、类型与基本特征；黄渤海鱼类洄游特征；什么是被动

洄游与不完全洄游；鱼类洄游的生理学机制；环境因素鱼类洄游的影响；标志放

流及主要研究方法；标志放流方法的局限性；中国海域蓝点马鲛与带鱼的洄游分

布特点。

4、鱼类的生命周期与早期生活史



27

国内外鱼类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鱼类生命周期的基本过程；鱼类早期生活

史定义及研究意义；鱼类生命史类型；鱼类早期生活史的发育过程；鱼卵的形态

结构特点；鱼卵类型；鱼卵形态鉴别要点；仔鱼形态学鉴别要点；鱼卵与仔鱼的

生化遗传学鉴别。

5、年龄、生长与研究方法

鱼类年龄与生长研究意义；海洋鱼类年龄与寿命概况；年轮的形成原理；鱼

类用于年龄鉴定的主要材料的年轮特征与应用，包括：鳞片与耳石、鳍棘与鳍条、

脊椎骨、鳃盖骨等；头足类的年龄鉴定；年龄验证的主要方法，包括边缘生长测

定法等；年龄鉴定过程中的盲读法；利用鱼体长度频率法、逆算法研究鱼类生长；

描述渔业生物生长的主要方程。

6、鱼类的性成熟、繁殖力及研究方法

鱼类性成熟基本过程；鱼类生物学最小型概念；影响鱼类性成熟的因素；鱼

类性腺成熟度的主要量度方法；鱼类繁殖习性主要特征；鱼类繁殖期、排卵方式

与产卵类型；鱼类个体繁殖力、个体绝对繁殖力与相对繁殖力定义；鱼类繁殖频

率与批次繁殖力概念与测算方法；鱼类个体绝对繁殖力的测算方法；鱼类个体繁

殖力的变化规律；鱼类个体繁殖力的调查机制；鱼卵的六期发育分期标准；温度

相关的鱼类胚胎发育模型；天然水域鱼类日产卵量估算与年产卵量估算方法。

7、鱼类的摄食生态与研究方法

鱼类的饵料生物组成特点；食物网概念；鱼类的食性类型；鱼类摄食的选择

性；鱼类食饵更替现象；鱼类的种间食物关系；鱼类的种内食物关系；鱼类的食

物保障与影响因素；鱼类摄食量及与饵料生物生产量的关系；鱼类摄食生态的主

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8、渔业生物群落

群落概念与基本特征；群落命名方法；群落的特种组成与主要评价批标；群

落结构的主要特征；群落交错区概念与特点；群落演替的定义与分类；生物多样

性概念与保护的重要性；中国内陆与海洋水域渔业生物多样性概况；中国渔业系

统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主要因素。

《贝类增养殖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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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类养殖的概念和发展概况

贝类和贝类养殖学的定义；贝类与人类的关系；贝类养殖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2、增养殖贝类的生物学

贝类的基本特征、外部形态、结构与功能；贝类的生态、繁殖和生长。

3、贝类的苗种培育

（1）半人工采苗：贝类的生活史；半人工采苗的原理、不同生活型贝类的

采苗方法；采苗预报；采苗效果的检查。

（2）室内人工育苗：育苗基本设施；水处理方法；饵料种类和基本要求；

人工育苗的一般方法。

（3）土池半人工育苗：土池半人工育苗的应用范围及一般方法。

4、贝类的养殖技术

（1）固着型贝类：牡蛎的经济种类、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半人工采苗

与养成、人工育苗和养成技术；育种及新技术应用。

（2）附着型贝类：扇贝的经济种类、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半人工采苗、

人工育苗和养成技术。

（3）埋栖型贝类：主要经济种类、蚶的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半人工采

苗、人工育苗和养成技术。

（4）匍匐型贝类：主要养殖种类、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饵料培养、室

内人工育苗及养成技术。

（5）珍珠的养殖：珍珠的定义、珍珠的成因、人工育珠的原理、珍珠的形

成过程、珍珠的分类；育珠贝的主要种类、生态习性、繁殖与生长、插核季节、

插核前的准备工作、插核部位和插核方法、珍珠的育成方法。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