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农业大学 2013 年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 

《农业知识综合一》考试大纲 
一、适用领域：作物、园艺、农业资源利用、林业、植物保护和草业领域 

二、考试科目(考生可任选其中三部分作答，每部分 50 分)：植物学、遗传学、植物育种学、

植物生理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植物学 

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的细胞与组织、植物体的形态结构与发育、植物的繁殖以及植物分类系统

四大部分。要求考生能熟练掌握有关基本概念，掌握植物形态解剖特征，系统掌握植物分类

与系统发育知识，并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考试内容 

(一) 诸论 

植物在自然界的作用；植物学的研究内容。 

(二) 植物细胞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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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分裂的过程和主要的变化。 

(三) 植物组织 

组织的概念；植物组织的类型及特点；维管组织、维管束、维管系统的概念。 

(四) 植物营养器官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根、芽、茎、叶的类型，构造与生长发育；植物营养器官的变态（变态的概念和变态的

种类 ）。 

(五) 种子植物繁殖器官的形态构造及生殖过程 

被子植物的繁殖器官及生殖过程：花的结构和发育；开花传粉、种子和果实的形成。裸

子植物的繁殖器官及生殖过程：大、小孢子叶球的产生和发育；雌、雄配子体的发生、发育

过程；传粉与受精；胚、胚乳的发育及种子的形成。 

(六) 植物界的基本类群 

植物的分类单位、植物命名，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的特点、彼此

间的相互联系及在植物进化过程中的地位。 

(七) 被子植物分类基础 

1 被子植物分类的主要形态术语、基础知识：茎的生长习性；叶的结构和类型；雌、雄

蕊类型、子房位置、胎座类型；花序类型、果实类型；植物检索表的编制和使用。 

2 被子植物主要分类系统：恩格勒系统、哈钦松系统、塔赫他间系统、克朗奎斯特系统。 

3 被子植物分科概述：常见的科的识别要点；木兰科、樟科、大戟科、蔷薇科、壳斗科、

蝶形花科、菊科、禾本科等大科有特征及区别点。 

 

二、考试要求： 

了解植物学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植物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方法，理解植物学的

基本观点，能够应用植物学的观点分析植物界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熟悉南方常见森林树种及



栽培的植物种类。 

 

三、试卷结构 

1 试卷总分 50分。 

2 试卷题型比例 

填空         约  10% 

名词解释     约  20% 

简答题       约  40% 

论述题       约  30% 

 试题难易比例 

容易题       约  40% 

中等难度题   约  40% 

难题         约  20% 

五、考试方式及时间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时间为 1个小时。 

六、主要参考书 

曹慧娟主编，《植物学》第 2版.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 

 

 

 

遗传学 

第一部分：参考书目 

《普通遗传学》，张桂权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年出版。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 

 

1 绪论 

1.1 遗传学的概念；1.2 遗传学的发展；1.3 遗传学的实践意义 

 

2 遗传的染色体基础 

2.1 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2.2 染色体的组型；2.3 染色体的结构；2.4 DNA 和

RNA；2.5 DNA 复制；2.6 染色体在细胞分裂中的行为 

 

3 孟德尔遗传学 

3.1 分离定律；3.2 自由组合定律；3.3 孟德尔遗传分析的展开 

 

4 遗传作图 



4.1 连锁遗传；4.2 基因组；4.3 遗传标记；4.4 RFLP 标记；4.5 PCR 标记；

4.6 遗传图的构建； 4.7 基因定位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4.8 原核生物的遗传

作图 

 

5 基因组序列    

5.1 物理作图；5.2 基因组测序；5.3  基因组的序列分析；5.4 基因组的序列

特征；5.5 生物信息学  

 

6 基因表达 

6.1 基因；6.2 转录； 6.3 翻译；6.4 基因表达调控 

 

7 数量遗传学 

7.1 数量性状的遗传基础；7.2 数量性状的遗传分析；7.3 数量性状若干重要的

遗传现象；7.4 数量性状基因座 

 

8 染色体变异 

8.1 结构变异；8.2 整倍体变异；8.3 非整倍体变异 

 

9 基因突变 

9.1 基因突变的表现；9.2 基因突变的特性；9.3 基因突变的本质；9.4 基因

突变的鉴定；9.5 基因突变发生的原因；9.6 DNA 损伤的修复；9.7 转座与突变 

 

10 遗传工程 

10.1 细胞工程；10.2 基因工程；10.3 克隆技术 

 

11 核外遗传学 

11.1 核外基因组；11.2 核外遗传；11.3 母体效应 

 

12 生殖遗传学 

12.1 生命周期；12.2 生殖障碍；12.3 不育性；12.4 性别决定；12.5 不同交

配方式的遗传效应；12.6 杂种优势的遗传机理 

 

13 群体遗传学 

13.1 群体的遗传结构；13.2 Hardy-Weinberg 定律；13.3 群体遗传结构的改变；

13.4 生物进化 

 

第三部分：基本题型 

1、名词解释（10分） 



2、判断题（10分） 

3、选择题（10分） 

4、问答题（20分） 

 

 

植物育种学 

第一部分：参考书目 

《作物育种学总论》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 

《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官春云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 

1、绪论 

植物育种学的性质、任务；植物育种学的主要内容；植物品种的概念及其在农业生产中

的作用；近代育种的成就以及植物育种的展望。 

2、育种目标 

现代农业对植物新品种性状的基本要求；制订植物育种目标的原则；植物育种的主要目

标性状。 

3、繁殖方式及品种类型 

植物主要繁殖方式及遗传效应；植物品种类型和特点。 

4、种质资源 

植物种质资源的概念、类别和特点；种质资源的保存方法；作物起源中心学说以及各中

心代表性起源作物。 

5、引种与驯化 

植物引种的基本原理、一般规律及方法；植物驯化的原理与方法。 

6、选择育种     

    选择的基本原理；性状鉴定的一般方法；系统育种的基本原理；选择育种的特点、方法

与程序； 

7、杂交育种    

    杂交育种的重要性；亲本选配原则；杂交技术和杂交方式；不同方法处理杂种后代的基

本过程；杂交育种程序。      

8、回交育种 

    回交的遗传效应；回交育种程序及要点；显性单基因、隐性单基因目标性状回交转育的

工作内容；回交育种的应用。 

9、远缘杂交育种   

     远缘杂交的作用；远缘杂交的困难及其克服方法；远缘杂交后代分离特点及处理方

法。      

10、杂种优势利用 

     杂种优势的概念、度量方法与遗传基础；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的概念及测定方法；

杂交种品种的选育程序；利用杂种优势的途径；雄性不育类型、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方



法。        

11、诱变育种 

理化诱变剂的特异性及其处理方法；诱变育种的方法与程序；提高诱变育种效率的方法。 

12、倍性育种 

    多倍体植物的概念、种类和特点；多倍体的诱导与育种；单倍体植物的概念、种类和特

点；产生单倍体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13、群体改良与轮回选择 

    群体改良的概念与基本原理；群体改良的意义与方法；轮回选择法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雄性不育性在轮回选择中的应用。 

14、分子育种 

    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原理与方法；原生质体培养及体细胞杂交技术原理与方法；细胞和

组织培养技术在植物育种中的应用。 

    分子标记的类型；分子标记的原理和遗传特性；重要农艺性状基因连锁标记的筛选技术；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原理及其在植物育种中的应用。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转基因植物的遗传特点；转基因育种的程序；转基因植物的生物安

全性；转基因技术应用于植物育种实践。 

15、生物逆境抗性育种       

    生物逆境的类型；生物逆境（病、虫、草）抗性育种的意义与特点；生物逆境（病、虫、

草）抗性的类别与机制；生物逆境（病、虫、草）抗性的遗传与鉴定；生物逆境抗性品种的

选育及利用。 

16、非生物逆境抗性育种 

    非生物逆境抗性育种的意义和特点；各非生物逆境抗性（抗旱、耐盐性、抗寒性等）鉴

定技术和指标；非生物逆境抗性育种方法。 

17、育种的试验技术 

田间试验主要技术及重要性；品种区域试验技术；品种适应性和稳定性分析原理与方法。 

18、种子生产基本原理和技术 

   植物新品种审定与推广的程序及相关制度；品种混杂、退化的原因及其防止措施；原种、

良种生产及加速种子繁殖的技术方法。 

 

第三部分：基本题型： 

1、名词解释（10分）    2、选择填空题（10分）   3、简答题（30分） 

 

 

植物生理学 

 

第一部分：参考书目 

萧浪涛、王三根主编，《植物生理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 

潘瑞炽主编，《植物生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 

第一章 植物的细胞生理 

1、熟悉高等植物细胞的特点与主要结构 

2、细胞膜、液泡、叶绿体的结构与功能 

3、植物细胞的信号传导 

第二章  植物的水分代谢 

1、水势及植物细胞的渗透吸水  

2、气孔运动机理 

3、水势概念及气孔运动机理 

第三章  植物的矿质营养 

1、植物必需的矿质元素及确定必需元素的原则 

2、植物吸收矿质元素的特点及载体假说、通道理论和离子泵假说 

3、影响矿质吸收的环境因素及根外施肥的优缺点 

4、矿质元素的生理功能及缺乏症 

5、植物吸收矿质元素的特点及载体假说、通道理论和离子泵假说 

第四章  植物的呼吸作用 

1、植物的呼吸作用的生理意义 

2、呼吸作用与农业生产 

3、植物呼吸代谢途径的多样性 

4、植物呼吸代谢途径的多样性及生理意义 

第五章  植物的光合作用 

1、叶绿体结构及叶绿体色素的光学和化学性质 

2、光合作用机理 

3、光呼吸的生化途径及生理意义 

4、影响光合作用的内外因素 

 

 

            第六章  植物体内有机物的运输和分配 

1、有机物运输的机理 

2、有机物的分配规律 

3、“源”“库”概念及二者关系 

第七章  植物生长物质 

1、五类激素的代谢、主要生理作用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2、类激素的作用机理 

第八章  植物生长生理 

1、生长大周期和植物生长的相关性 

2、S形曲线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第九章  植物的成花生理 

1、春化作用理论 

2、光周期理论 

3、春化作用和光周期理论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4、春化作用和光周期诱导开花的特点 

      第十章  植物的成熟和衰老生理 

1、果实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有哪些？ 



2、种子和延存器官休眠的原因以及打破休眠的方法 

3、衰老机理 

  第十一章  植物的抗性生理 

1、植物在逆境条件下的生理生化变化 

2、植物的抗寒性和植物的抗旱性 

3、抗性机理 

 

第三部分：基本题型 

1、 名词解释；2、填空题；3、选择题、4、简答题；5、论述题 

 

 

 

农业生态学 

第一部分：参考书目 

《农业生态学》骆世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 

1) 农业生态学概述 

2) 农业生态系统基本概念 

3) 农业的基本生态关系 

4) 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 

5) 农业生态系统的能流 

6) 农业生态系统的物流 

7) 农业生态系统的信息流和资金流 

8) 农业资源与区域环境 

9) 农业发展的生态轨迹 

10) 生态农业（包括生态农业模式、技术与生态农业的规划、政策法规等） 

第三部分：基本题型 

1、名词解释；2、判断题；3、填空题；4、简答题；5、论述题 

 

 

土壤学 

第一部分：参考书目 

《土壤学》作者：黄昌勇；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时间:2000年。 

《土壤学》王果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 

（一）土壤学基本原理 

1、土壤组成和性质 



（1）土壤矿物质 

（2）土壤有机质 

（3）土壤生物 

（4）土壤质地和结构 

（5）土壤水 

（6）土壤空气和热量状况 

2、土壤环境过程 

（7）土壤形成和发育 

（8）土壤胶体化学和表面反应 

（9）土壤酸碱性和氧化还原反应 

（10）土壤养分循环 

3、土壤管理和保护 

（11）土壤分类和调查 

（12）土壤耕作和管理 

（13）土壤污染与防治 

（14）土壤退化与土壤质量 

（二）我国南方的主要土壤类型：发生、分布、剖面性状与开发利用 

1.铁铝土 

2.水稻土 

3.石灰土 

4.紫色土 

5.潮土 

6.山地土壤 

 

第三部分：基本题型 

1、名词解释；2、简答题；3、论述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