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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T.806《作物栽培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大纲的性质 

《作物栽培学》是报考种业领域专业硕士的考试科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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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报考北京农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考生。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作物栽培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作物的生长发

育特性、器官的形成及生长发育的相关性等作物个体生长与发育的基本规律；熟悉作物群体生长的基本

特征与特性，作物群体物质生产中源、库、流的相互关系，作物产量构成因子、产量形成及产量潜力，

以及品质形成规律与调控；了解作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作物的生态适应性及环境对作物生长的调节作

用。 

三、卷面结构 

1.课程组成：参考教材《作物栽培学总论》，作者：曹卫星《(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第2版》，科学出版社，2011-06-01  

2.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占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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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30%。 

3.考试题型：；名词解释（30%）；简答题（40%）；综合性答题（30%）。 

四、考试时间和方式 

1.考试方式：笔试 

2.考试时间：3小时 

五、考试内容及要求 

第一篇 作物栽培学概述 

了解作物的起源、作物的传播与演变过程、作物的分布、作物的分类和作物的利用等基本常识。 

第二章 作物栽培学的形成与特征 

了解作物栽培学的形成历史、特征和发展及作物栽培学的任务与作用 

第三章 作物的生育时期和生育期 

掌握作物的生育期、作物的物候期与生育时期的概念，熟悉作物的温光反应特性与阶段发育特

征、了解作物生育期与产量的关系。 

第四章 作物的器官建成 

熟悉作物种子的分类、种子萌发过程、种子发芽的条件以及种子的寿命和种子休眠的概念；掌握



根、茎、叶的生长、花的发育、种子和果实的发育特点；了解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地上部生长与地下

部生长的关系、作物器官的同伸关系。 

第五章 作物的群体动态 

掌握作物群体、群体结构概念、群体结构指标和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熟悉群体的边缘效应、个体

与群体的协调机制、群体生产力的形成；了解叶面积和光截获、叶日积、生物量积累的概念。 

第六章 作物的源-库-流理论 

熟悉作物的源、库、流的概念，影响它们的因素；了解源-库-流关系和源-库-流理论在作物生产

中的应用；掌握作物的经济产量、生物产量、收获指数等的概念，熟悉生物产量与经济产量之间的关

系；熟悉作物产量构成因素的概念以及主要作物产量构成因素的组成；掌握主要作物产量构成因素形成

的特点及其之间的关系。 

第七章 作物与环境的关系 

掌握生态因子和生活因子的概念，作物、环境、措施之间的关系；熟悉作物生长发育与光强、光

质和光照时间的关系，掌握光照时间与作物引种的关系；熟悉作物光合生产潜力的测算原理与方法；掌

握提高作物光能利用率的途径。 

掌握三基点温度、温度临界期、积温与无霜期的概念；熟悉温度对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

成的影响；掌握调节温度的农业措施；掌握作物需水量和需水临界期、水分利用效率的概念；掌握水分

亏缺对作物的影响，以及有限水分亏缺下的作物补偿效应；掌握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途径；了解空

气组分CO2、N2、O2以及风对作物的生态作用；熟悉田间CO2浓度的年变化、日变化特征，以及作物群体

CO2来源及其平衡；熟悉CO2浓度与作物产量形成的关系；掌握调节CO2浓度的农艺措施；熟悉大气污染

对作物生长、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影响；解土壤质地、土壤理化特性与作物生长的关系；了解作物生长发

育对矿质营养的需求，以及作物对养分的吸收与利用特性；掌握作物对养分的反应差异及其施肥特点。 

第八章 作物的种植制度 

掌握作物种植制度的概念及其意义；熟悉种植制度的类型以及中国种植制度的特点；掌握作物布

局的含义及其重要性；掌握作物布局的原则、方法与步骤；掌握种植方式的概念；掌握复种的概念及其

应用条件；掌握间作套种的概念及其意义，了解作物间作、套种增产的原理，掌握栽培技术；掌握轮作

与连作的概念，轮作的意义，熟悉连作作物的分类及其代表性作物。 

第九章 作物栽培技术措施 

掌握基本耕作、表土耕作、少免耕以及深松技术的特点以及相关概念与技术；熟悉作物品种选择

的原则；掌握种子播种量和播种时期确定的原理与方法，以及撒播、条播、穴播等播种方式；熟悉育苗

移栽的意义，掌握育苗移栽的苗床管理、移栽、施肥、栽后管理等技术；掌握影响施肥效果的因素以及

施肥的原则，不同类型肥料养分释放特点与施肥方法与技术；掌握灌溉定额的概念，了解地面灌溉、地

下灌溉、喷灌、滴灌等灌溉方法，掌握灌水时期、灌水量的确定原则；掌握播后耙地、匀苗补苗、中耕

培土、杂草防除、病虫防治等田间管理技术要点；掌握不同种类作物收获时期的确定方法以及收获方

法，收获物的粗加工和贮藏方法；掌握地膜覆盖技术的技术效果与技术要点；掌握垄作栽培的技术要

点；掌握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概念，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掌握节水栽培的特点与作

用，节水栽培的主要技术措施。 

U.809种子学 

一、考试大纲的性质 

《种子学》是报考种业领域专业硕士的考试科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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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报考北京农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考生。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种子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认识主要

农作物种子的构造、物理特性和化学成分；熟悉种子形成、发育和成熟，种子休眠，种

子活力、劣变与寿命、种子萌发的生物学规律；掌握种子贮藏原理与技术、种子质量检

验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三、卷面结构 

1.课程组成：参考教材《作物种子学》，作者：高荣岐，张春庆（全国高等农林院校

“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04-01。 

2.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占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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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30%。 

3.考试题型：；名词解释（30%）；简答题（40%）；综合性答题（30%）。 

四、考试时间和方式 

1.考试方式：笔试 

2.考试时间：3小时 

五、考试内容及要求 

绪论 

了解种子的含义，种子学的内容，种子学的发展过程。 

第1章 种子的形态构造与机能 

了解种子的外部形态、种被上的构造与种子鉴别特征，种子的内部构造与机能；了解禾

本科作物种子、豆科作物种子、蔬菜种子等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形态构造特点。 

第2章 种子的化学成分 

熟悉种子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其分布、种子水分的特性、种子的营养成分和影响种子化学

成分的因素及调控方法。 

了解种子形成发育的一般过程和种子发育中的异常现象；掌握种子成熟的概念和指

标，种子发育和成熟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环境条件对种子发育和成熟的影响。 

第4章 种子休眠 

掌握种子休眠的概念、休眠的类型、休眠的原因、休眠的机理、休眠的调控以及主

要农作物种子休眠规律。 

第5章 种子的活力、劣变和寿命 

掌握种子活力、劣变和寿命的概念，熟悉测定种子活力和改善种子活力的方法；了

解影响种子劣变和寿命的原因。 

第6章 种子萌发 

掌握种子萌发的概念，熟悉种子萌发的过程，种子萌发的条件。 

第7章 种子的物理特性 

熟悉种子的各种物理特性及检测方法。 

第8章 种子加工原理与技术 

了解种子加工的意义，熟悉种子加工、种子干燥、种子处理、种子包衣的原理和方

法。 

第9章 种子贮藏原理与技术 

熟悉种子的呼吸特性、影响种子贮藏的生物因素和控制条件；熟悉种子发霉的特征

和造成种子发霉因素及控制方法；了解种子害虫危害的特点及防治方法；掌握种子的贮

藏方法以及主要农作物种子的贮藏技术要点。 

第10章 种子检验与扦样 

了解种子质量检验的意义，掌握种子样品的概念，熟悉种子检验的项目、内容和程序，

掌握种子扦样的方法。 

第11章 种子质量的室内检验 

掌握种子净度、发芽率、纯度和水分检测的程序、方法和步骤；熟悉种子生活力、

种子重量、种子健康检验的方法与步骤。 

第12章 田间检验与种子纯度的种植鉴定 

了解田间纯度检验的方法和检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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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综合基础 

一、考试大纲的性质 

《资源环境综合基础》（包括资源利用综合基础和环境科学综合基础）是报考农业

资源利用专业硕士的考试科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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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报考北京农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考生。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全面系统的了解农业资源利用和环境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各种

农业资源的特征特性、分布规律、开发利用方式与原则、资源的经济评价、合理开发利

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如何加强管理，避免农业环境问题

的出现等内容。考生应对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其全球变化趋势、环境政策与法规等有

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掌握环境地学、环境物理、环境化学、环境经济学等环境科学的

基础理论；重点掌握环境监测、环境评价、环境规划、环境污染控制等内容的应用。 

三、卷面结构 

1.课程组成：资源利用综合基础占40%；环境科学综合基础占60%。 

2.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占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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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30%。 

3.考试题型：名词解释（20%）；选择题（30%）；简答题（30%）；论述题

（20%）。 

四、考试时间和方式 

1.考试方式：笔试 

2.考试时间：3小时 

考试内容及要求: 

第一部分：资源利用综合基础，占40% 

1、绪论 

掌握资源的概念、类型，农业资源的概念、类型、特征；农业资源利用的实质与基

本原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的意义、目标、原则和对策措施。 

2、农业气候资源及其利用 

掌握农业气候资源的概念、特征，以及农业气候资源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农业气候

资源的评价与农业气候区划，我国农业气候资源的分布规律与特点。 

3、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掌握土地资源的概念、特征、基本功能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土地资源的分

类，土地资源的评价。 

4、农业水资源利用 

掌握水资源的概念、特性、功能及其利用的形式和类型，我国水资源的数量、质

量、特点及时空分布. 

5、农业生物资源利用 

掌握种植业资源的概况，种植业的区域分布特点，种植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草地资

源的特点、类型、分布及其利用；水产资源的类型、特征，我国水产资源的区域分布，

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6、肥料资源利用 

掌握肥料资源及其构成；我国肥料资源的现状及开发利用途径；我国肥料区划及肥料资

源的管理。 

7、废物资源的农业利用 



掌握废物概念、产生、分类、特性；废物资源化的依据、含义、理论基础与途径；废物

农用的工厂化技术、庭院化技术和自净化技术。 

8、农业资源利用与管理制度 

掌握管理制度的内涵、农业资源利用与管理制度的类型与作用；农业资源利用与管

理法律条款。 

第二部分：环境科学综合基础，占60% 

一、环境与环境问题 

1、环境及其类型 

掌握环境的概念、环境的类型及其特征。 

2、人类活动与环境问题 

掌握环境问题的实质、不同类型环境问题（污染型、资源短缺与耗竭性、生态破坏

与环境失衡型）的相关概念及特征。 

3、全球环境变化 

掌握全球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4、环境政策与法规 

掌握环境政策、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标准的类型和作用。 

二、环境科学理论基础 

1、环境地学 

理解人-地环境复合系统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以及各圈层在人-地环境复合系统的作

用和地位。 

2、环境物理 

掌握污染物在大气、水体和土壤等环境介质中的迁移扩散规律，掌握声传播的衰减

规律。 

3、环境化学 

掌握污染物在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中的迁移转化规律，掌握环境污染物对

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 

4、环境经济 

掌握环境影响的费用和效益评价技术方法。了解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及应用。 

三、环境科学技术与方法 

1、环境监测 

重点掌握地表水、大气、土壤环境监测方案的制定原则及方法，环境污染物的监测

技术，了解环境监测的目的和分类。 

2、环境评价 

重点掌握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工程分析、环境现状调查、各环境要素的环境影响预测

和评价。了解环境影响评价的分类、内容、程序、方法、公众参与。 

3、环境规划 

重点掌握环境规划的内容、类型、特征、基本原则和作用。了解环境规划的程序和

方法。 



4、环境污染控制 

掌握环境污染控制的类型及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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