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农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科目339《农业知识综合一》考试大纲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农业资源环境方向）：包含植物生理学、土壤

学、农业生态学。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保护方向）：包含植物生理学、植物学、

遗传学。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农学方向）：包含植物生理学、植物学、遗传

学。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园艺方向）：包含植物生理学、植物学、遗传

学。

《遗传学》

一、大纲的性质

《遗传学》是报考北京农学院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初试考试科目

“农业知识综合一”中的一部分。为帮助考生明确考试复习范围和有

关要求，特制定本考试大纲。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充分理解有关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与基本方法，了解遗传学的最新发展动态，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知

识解决现实存在的不同问题。

三、卷面结构



1.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占

50%；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综合知识应用等方面的内容占

50%。

2.考试题型：名词解释（10 分）；简答题（20 分）；计算与综

合题（20分）。

四、大纲内容

1.绪言

掌握遗传变异的有关概念；了解遗传学产生与发展简史以及现代

遗传学发展的最新成就。

2.遗传的细胞学基础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染色体的分子结构；

在细胞的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动态变化；配子的形成

和受精；不同生物的生活周期。

3.遗传物质的分子基础

ＤＮＡ作为主要遗传物质的证据；核酸的化学结构；遗传信息的

传递过程（包括复制、转录和翻译）；基因的概念与发展。

4.孟德尔遗传

分离规律和独立分配规律的解释、验证、应用；孟德尔规律的补

充及发展。

5.连锁遗传和性连锁

连锁与交换的概念及机制；交换值的测定方法；常用的基因定位

方法和连锁图；性别决定及各种性连锁。



6.基因突变

基因突变的概念和特征；基因突变与性状表现；基因突变的鉴定；

基因突变的分子机理；基因突变的诱发。

7.染色体结构变异

染色体结构变异（缺失、重复、倒位和易位）的形成、细胞学特

征、遗传效应及其应用。

8.染色体数目变异

染色体数目变异的概念与类型；整倍性变异的染色体分离行为、

基因型和表现型的推导；非整倍性变异的染色体分离行为、基因型和

表现型的推导；非整倍性的应用。

9.数量性状的遗传

数量遗传的基本概念；数量性状的特征；遗传率的估算及应用意

义；数量性状基因定位的概念。

10.近亲繁殖和杂种优势

近亲繁殖与杂种优势的概念、遗传效应及其应用。

《植物学》

一、大纲的性质

《植物学》是报考北京农学院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初试考试科目

“农业知识综合一”中的一部分。为帮助考生明确考试复习范围和有

关要求，特制定本考试大纲。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对植物学中的基本概念了解清楚并且能用简洁的语言表



达；对细胞、组织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掌握；对根、茎、叶及生殖器官

的结构特点和动态发育过程应掌握，将所学知识融合贯通，形成植物

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概念。

三、卷面结构

1.内容组成：主要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认

识和理解。

2.考试题型：名词解释（15分），填空题（10分），选择题（10

分），简答题（15分）。

四、大纲内容

1.植物细胞与组织

植物主要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特点；细胞壁的组成和变化；细胞

周期的概念；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过程；组织的概念；组织的类型

及特点；维管组织、维管束、维管系统的概念。

2.根系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根的生理功能；根的伸长生长和初生构造；侧根的形成和根的次

生生长及次生构造；根瘤和菌根及意义。

3.茎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茎的生理功能；茎尖的构造与发育；双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生长与

初生构造；茎的次生生长与次生构造；单子叶植物茎的结构特点。

4.叶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叶的生理功能与外部形态；单、双子叶植物叶的解剖构造特点；

叶的寿命及落叶原因等。



5.花的形态结构与发育

花的概念；花的结构和花芽分化的基本概念；雌蕊和雄蕊的发育

过程（大、小孢子的产生和雌、雄配子体的发生及发育过程）；植物

的开花与传粉；被子植物双受精的概念和意义。

《植物生理学》

一、大纲的性质

《植物生理学》是报考北京农学院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初试考试科

目“农业知识综合一”中的一部分。为帮助考生明确考试复习范围和

有关要求，特制定本考试大纲。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充分理解有关植物生理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了解植物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态，能够运用所

掌握的知识解决现实存在的不同问题。

三、卷面结构

1.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占

70%；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综合知识应用等方面的内容占

30%。

2.考试题型：名词解释（10分）；简答题（20分）；论述题（20

分）。

四、大纲内容

1.绪言

掌握植物生理学的概念；了解植物生理学产生与发展简史以及现



代植物生理学发展的最新成就。

2.植物的水分代谢

植物体内水分的存在状态，水分在植物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植物

细胞对水分的吸收；根系吸水方式及其动力，影响根系吸水的因素；

气孔蒸腾，影响蒸腾作用的内外因素；水分运输的动力。重点：水势

的概念；植物细胞的渗透性吸水；气孔蒸腾。

3.植物的矿质营养

植物必需元素的标准和诊断，植物必需矿质元素的生理作用；植

物细胞对矿质元素的吸收的方式和机制；根系吸收矿质元素的特点，

外界条件对根部吸收矿物质的影响。重点：植物必需矿质元素的的生

理作用及缺素诊断；细胞及植物体对矿质元素的吸收机制。

4.植物的光合作用

光合色素的结构、性质和光学特性；光合作用的原初反应、电子

传递与光合磷酸化、碳同化、光呼吸、光合作用的产物。重点：光合

作用的机理；光呼吸。

5.植物的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的概念，呼吸作用的生理意义；糖酵解、三羧酸循环、

戊糖磷酸途径； 呼吸链、氧化磷酸化、呼吸链电子传递途径和末端

氧化系统的多样性；呼吸作用的指标；种子呼吸与粮食贮藏，果蔬的

呼吸与贮藏，呼吸作用与作物栽培。重点：呼吸作用的多条途径及其

生理意义；呼吸作用理论在农业上的应用。

6.植物体内有机物的运输与分配



运输途径，有机物运输的形式和速度；压力流动学说、细胞质泵

动学说、收缩蛋白学说；同化物分配的特点和规律。重点：有机物运

输的途径；韧皮部运输机理；同化物分配的特点和规律。

7.植物生长物质

植物生长物质、植物激素、植物生长调节剂；五大植物激素在植

物体内的分布和运输、生理作用、作用机理。重点：五大类内源激素

的主要生理作用及作用机理；生长调节剂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8.光形态建成

光敏色素的生理作用，光敏色素和植物激素，光敏色素的作用机

制；隐花色素，紫外光-B 受体。重点：光受体色素的特性；光敏色

素的生理作用和作用机制

9.植物的生长生理

种子的寿命及生活力；种子休眠的原因和破除；营养器官的生长

特性，植物生长的相关性；植物的运动。重点：种子的萌发及休眠生

理；植物生长的相关性。

10.植物的生殖生理

春化作用的条件，春化作用的时期、部位和刺激传导，春化作用

的机理；光周期反应类型，光周期刺激的感受和传导，光敏色素与成

花诱导；春化和光周期理论在生产实际中的应用。重点：成花诱导生

理；光周期及春化作用理论在生产中的应用。

11.植物的成熟和衰老生理

种子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果实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



植物的衰老的类型，植物衰老的原因；脱落时离层细胞结构和生理

生化变化。重点：果实和种子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植物的衰老

和器官脱落生理。

12.植物的抗性生理

逆境的种类与植物的抗逆性，逆境对植物生理代谢的影晌，植物

对逆境的生理适应，提高作物抗逆性的措施；植物的抗寒性；植物

的抗旱性。重点：逆境对植物的伤害；植物对逆境的生理适应。

《农业生态学》

一、大纲的性质

《农业生态学》是报考北京农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初试

考试科目“农业知识综合一”中的一部分。为帮助考生明确考试复习

范围和有关要求，特制定本考试大纲。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充分理解有关农业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了解农业生态学的最新发展动态，能够运用所

掌握的知识解决现实存在的不同问题。

三、卷面结构

1.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占

60%；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综合知识应用等方面的内容占

40%。

2.考试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四、参考书目



农业生态学，骆世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二版（2009）。

五、大纲内容

1.绪论

掌握农业生态学、农业生态系统的定义、特点和基本研究方法；

了解农业生态学的发展动态和现状及其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

性。

2.农业的基本生态关系

重点掌握个体生态学基本定义和基本理论；种群的结构、动态、

种间关系及种群的生活史对策和种群调节；群落的基本特征、结构、

演替和协同进化；生态系统的能流和物流及基本类型。了解景观生态

的结构、功能和动态及其相关理论。

3.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

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物种结构、水平结构、垂直结构、营养结构

和时间结构；重点掌握与农业生态系统水平结构、垂直结构、营养结

构和时间结构对应的生产实践模式方法及案例。

4.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能流

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辅助能定义及特定和能量效率；重点掌握农

业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中能流高效利用的过程和途径。

5.农业生态系统的物流

重点掌握农业生态系统中碳、氮、磷、钾以及硫的循环过程及控

制各元素的平衡措施，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水循环特点及节水农业措

施；了解农业生态系统中污染物的流动和累积。



6.农业生态系统的信息流和资金流

了解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和资金流环节和过程；重点掌握农

业生态系统中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调控特点。

7.农业资源与区域环境

重点掌握世界各国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实践和我国的生态农业建

设发展的关键措施；了解农业资源的定义及分类；我国农业气候资源

的区域特点和资源问题。

8.农业发展的生态轨迹

重点掌握世界各国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实践和我国的生态农业建

设发展的关键措施；了解农业发展阶段和生态农业方向。

9.生态农业建设规划

掌握生态规划的概念和一般步骤、生态农业建设规划的概念及主

要步骤与内容；了解生态农业规划典型案例分析。

10.生态农业的模式与技术体系

重点掌握各种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体系，具体包括生态制约模

式，循环模式，减少环境污染模式等；了解生态农业模式的区域特点

和区域典型。

《土壤学》

一、大纲的性质

《土壤学》是报考北京农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初试考试

科目“农业知识综合一”中的一部分。为帮助考生明确考试复习范围

和有关要求，特制定本考试大纲。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充分理解有关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与基本方法，了解遗传学的最新发展动态，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知

识解决现实存在的不同问题。

三、卷面结构

1.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分值

30分；应用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和综合知识应用题等方面的内

容分值 20分。

2.考试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综合性答题。

四、参考书目

《土壤学》黄昌勇，徐建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 3 版。

五、大纲内容

1.绪论

掌握土壤、土壤肥力的定义、近代土壤发展的主要观点。

2.土壤矿物质和土壤质地

重点掌握土壤中次生矿物的种类、构造、类型、特征及一般性质，

岩石的风化作用、土壤质地与肥力的关系。知道土壤中主要元素、成

土的矿物、岩石；土粒的定义、分级、各粒级的性质；土壤的质地定

义。

3.土壤有机质

掌握土壤有机质含量、来源、组成、转化、性质和作用，有机质

的转化、分组、性质；重点掌握土壤中有机质在土壤肥力、生态环境



中的重要作用。

4.土壤胶体化学和表面反应

掌握胶体的表面性质、土壤的吸收性能和阳离子的交换吸附；了

解土壤胶体的组成、构造等。

5.土壤的酸碱性和氧化还原性

重点掌握土壤酸碱性的形成、表示方法，土壤的氧化还原体系、

表示方法，土壤的缓冲体系、缓冲机理；了解土壤酸碱性和氧化还原

状况与生物环境。

6.土壤孔性、结构性和耕性

重点是孔隙的分级、团粒结构的定义、特点和在肥力上的作用；

7.土壤水分、热量和空气

重点掌握土壤中水分的类型、表示、能量和有效性，土壤的热量

来源、热特性以及土壤温度；了解土壤中空气的组成、特点和变化状

况。

8.土壤形成、分布及分类

掌握土壤形成的因素、实质、过程和土壤发育。

9.土壤养分循环

掌握土壤氮素的获得、转化和损失，土壤磷的形态，土壤钾的形

态；了解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形态及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