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知识综合一包括土壤学和农业生态学两个科目。 

土壤学科目考试大纲 

一.参考书目 

1． 李志洪，《土壤学》（第一版）（2008 年），化学工业出版社 

2． 黄昌勇，徐建明，《土壤学》（第三版）（2011 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二.考试内容与基本要求 

绪论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土壤和土壤肥力的概念，了解土壤科学的发展、土壤学研究领

域及研究方法，掌握土壤的物质组成。 

[考试内容] 

1. 概念：土壤、土壤圈、土壤肥力、自然肥力、人工肥力、潜在肥力、有效肥力 

2. 土壤的物质组成 

3. 土壤学的发展进程 

4. 土壤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第一章 岩石的风化和成土母质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形成母质的矿物和岩石、岩石的风化过程，掌握成土母质常见

矿物及岩石的识别特征。 

 [考试内容] 

1. 概念：矿物、原生矿物、次生矿物、黏土矿物、岩石、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

风化作用、物理风化、化学风化、生物风化、残积母质、坡积母质、洪积母质、黄土母质、

风积母质 

2. 矿物的分类 

3. 岩石的种类及其性质 

4. 岩石的风化：物理风化、化学风化、生物风化的特点及三者区别，生物风化的重要

意义 

5. 成土母质的特性、母质类型 

第二章 土壤矿物质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土壤矿物质的矿物组成和化学组成，了解我国土壤粘土矿物分

布规律，掌握不同质地土壤的肥力特征及改良方法。 

 [考试内容] 

1. 概念：粘粒矿物、硅氧四面体、铝氧八面体、同晶代换、 2∶1 型粘粒矿物 、1∶1

型粘粒矿物、当量粒径、单粒、复粒、硅铝铁率、土壤质地、蒙金土、质地剖面构型 

2. 土壤矿物质的矿物组成和化学组成 

3. 土壤中原生矿物的构造类型 

4. 土壤中次生矿物：基本构造单位、主要次生矿物的特征、我国土壤粘土矿物分布规

律 

5. 土壤颗粒与土壤质地：颗粒的分级与特性、土壤的质地分类、不同质地土壤的肥力

特征 

第三章 土壤有机质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土壤有机质的概念，了解土壤有机质的来源及其构成、土壤中

生物转化相关的微生物，掌握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有机质在土壤肥力上的作用。 

 [考试内容] 

1. 概念：土壤有机质、腐殖物质、非腐殖物质、矿质化过程、腐殖化过程、氨化作用、

硝化作用、腐殖化系数、矿化率、C/N、激发效应 

2. 土壤有机质的来源及其构成 

3.土壤微生物的种类、营养类型、呼吸类型 

4.土壤有机质的矿质化过程、腐殖化过程，影响土壤有机质分解转化的因素 

5. 腐殖物质组分的分离提取、腐殖物质的性质 

6. 土壤有机质在土壤肥力上的作用及其调节 

第四章 土壤的化学性质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土壤阳离子交换作用及其特点，了解土壤的氧化还原性质，掌握

土壤酸度指标以及影响土壤缓冲性能的因素。 

 [考试内容] 

1. 概念：土壤胶体、无机胶体、有机胶体、有机无机复合胶体、土壤吸收性能、可变电



 

荷、永久电荷、阳离子交换量、盐基饱和度、阴离子负吸附、土壤 pH 值、交换性酸、水解

性酸、总碱度、碱化度、土壤缓冲性 

2. 土壤吸收性能类型：机械吸收、物理化学吸收、化学吸收 

3.土壤的交换性：土壤胶体的概念及类型、胶体带电的原因；阳离子交换的概念、阳离

子交换过程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影响阳离子交换量的因素、盐基饱和度的概念、影响离子交

换的因素、离子交换在土壤肥力上的意义。 

4. 土壤的酸碱性：土壤酸碱度的来源和类型、土壤酸碱性对土壤养分的影响，土壤

酸、碱性的形成机制、中国土壤酸碱性的划分；土壤酸度的强度指标和数量指标，土壤活性

酸和交换性酸在土壤改良中的作用和定量方法。影响土壤酸度的因素改良要求。土壤土壤缓

冲性的概念，土壤缓冲性对土壤的肥力发挥、植物生长的作用。 

5. 土壤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和土壤氧化还原体系的确立；土壤氧化还原指标的确定

和测定方法。影响土壤氧化还原的因素 

第五章 土壤孔性、结构性和耕性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土壤孔性和土壤结构性，了解土壤耕性，掌握团粒结构的形成机

制及与土壤肥力关系。 

 [考试内容] 

1.概念：比重、容重、土壤孔隙度 、孔隙比、当量孔隙、团粒结构、土壤结构体、土

壤结构性、微团粒、粘团、物理机械性、粘结性、粘着性、可塑性、土壤结持性、下塑限、

上塑限、粘着点、塑性值、耕性、宜耕期 

2.土壤孔性：土壤的密度和容重概念，在土壤中的作用。土壤三相比的定义和对高、

中、低土壤肥力三相比的指标，土壤三相比的调节作用。 

3.土壤结构：土壤结构的类型和划分，土壤结构形成的机制；土壤团粒结构形成的机

理。不良土壤结构形成的条件。土壤团粒结构对肥力的贡献。土壤促进良好土壤团粒结构形

成的措施。 

4. 土壤耕作的概念及耕作的基本作业。土壤力学性质：土壤粘结性、土壤粘着性、土

壤塑性和土壤胀缩性；土壤耕作阻力与土壤力学性质的关系。 

第六章 土壤水分、空气和热量状况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土壤水的类型划分及土壤水分含量的测定，了解土壤水分运动、



 

入渗、再分布，以及土壤空气、温度与作物生长的关系，掌握土壤空气与大气组成上区别、

为更好农业生产调节土壤水气热条件。 

[考试内容] 

1. 概念：吸湿水、吸湿系数、膜状水、最大分子持水量、凋萎系数(萎蔫系数) 、田间

持水量、土水势、毛管悬着水、毛管上升水、基质势、渗透势、压力势、重力势、水分特征

曲线、质量含水量、容积含水量、相对含水量滞后现象、土壤入渗、水分再分布、SPAC 系

统、土壤通气性（土壤呼吸）、呼吸商、呼吸系数、土壤氧扩散率、土壤热容量、比热(重量

热容量)、容积热容量、土壤导热率、土壤导温率 

2. 土壤水分：土壤水的类型的划分依据及有效性；田间持水量和凋萎系数的概念、土

壤有效含水范围及影响因素。土壤水能态的原理，土壤水势的定义和各土壤水分势及有效性。

土壤水吸力的定义和土壤水能态的定量表示方法；土水势的测定和农业应用，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的概念和应用。 

3.土壤空气：土壤空气和大气组成的差异、原因。土壤空气组成与土壤时空变化关系，

土壤空气对植物生长发育的作用。土壤空气组成对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影响。土壤空气运动的

方式，土壤通气性的概念和指标，土壤通气性的测定。 

4. 土壤热量状况：明确土壤热量的来源，土壤表面的辐射平衡及影响因素和土壤的

热量平衡。土壤热容量的定义、影响因素和应用；土壤导热率和土壤的热扩散率的定义和应

用。了解土壤温度的季节或月变化和土壤温度的日变化的原因。地形地貌和土壤性质对土温

的影响。 

5. 为了农业生产高产稳产，该如何条件土壤水气热状况？ 

第七章 土壤养分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土壤中氮、磷、钾的转化，了解土壤氮磷钾的含量、形态、来源以及

土壤中微量元素有效性及影响因素，掌握土壤氮素损失途径及防控措施、土壤磷的固定及其

调节、土壤钾的释放及影响因素。 

[考试内容] 

1. 概念：土壤养分、大量元素、微量元素、有效养分(速效养分)、水溶态养分、交换态

养分、缓效态养分、难溶态养分、有机态养分、氨化作用、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化学固

定作用、吸附态磷、闭蓄态磷 

2. 土壤氮素循环中 N的来源、土壤有机、无机氮的转化；土壤中氮的获得与损失途经。

土壤氮的调控。 



 

3.土壤磷的形态和数量，土壤磷的转化和有效性。土壤无机磷的形态和有效性。土壤磷

的调节。旱田土壤和水田土壤磷转化特点及有效性。 

4. 土壤中的钾的含量和形态，各形态钾之间的转化与有效性。土壤钾的固定和释放，

土壤钾的损失。 

5.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来源及转化、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形态、土壤中微量元素有效性及

其影响因素。 

第八章 土壤形成与分类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土壤成土因素和形成过程，了解我国土壤分类体系和美国土壤

诊断分类体系以及土壤分布（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掌握土壤五大成土因素和主要成土过

程。 

[考试内容] 

1. 概念：自然土壤、农业土壤、成土因素、地质大循环、生物小循环、土体构造、土

壤层次(土层) 、腐殖质层、粘化层、钙积层、潜育层、土壤剖面、富铝化、脱钙、脱盐、

碱化、潴育化、灰化、白浆化、泥炭化、发生层、沉积层、淋溶 、淀积、母质、、熟化过程、

土壤纬度地带性分布、土壤经度地带性分布、土壤垂直地带性分布、土壤区域性地带性分布、

土壤非地带性分布、 

2. 土壤的形成因素：五大成土因素 

3.主要成土过程：原始成土过程、有机质积聚过程、黏化过程、钙积与脱钙过程、盐化

与脱盐过程、碱化与脱碱过程、富铝化过程、灰化过程、潜育化和潴育化过程、白浆化过、

熟化过程 

4. 土壤分类：土壤分类的原则和方法，我国的土壤分类系统：土纲、亚纲、土类、亚

类、土属、土种、变种 

5. 土壤分布：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 

 

 

 

 

 

 



 

农业生态学科目考试大纲 

一.参考书目 

1. 陈阜，《农业生态学》（第一版）（2002 年），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 骆世明，《农业生态学》（第二版）（2009 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二.考试内容与基本要求 

第一章绪论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生态学的发展历史，熟悉掌握生态学与农业生态学的含义和研究内

容，掌握农业生态学的特点。 

[考试内容] 

1. 概念：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农业生态系统 

2. 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分支及发展阶段 

3.农业生态学的产生、含义与发展 

4. 农业生态学的研究内容、特点与任务 

第二章 农业生态系统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系统、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了解生态系统的主

要类型，掌握生态系统的特点，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

系统的比较。 

 [考试内容] 

1. 概念：系统、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圈、组分结构、垂直结构、水平结构、

时间结构、营养结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信息流、价值流 

2. 生态系统的组成 

3. 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4. 农业生态系统的组成 

5. 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6. 农业生态系统的特点 

7. 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主要区别 

第三章生物种群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种群生态学的有关概念和术语；生物种群数量变化原因及调节方式；

生物种群进化过程中的生态策略选择；种群间相互作用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考试内容] 

1. 概念：种群、种群密度、天然密度、生态密度、环境容纳量、环境阻力、种群调节、

密度调节、非密度调节、种内调节、种间调节、生态对策、邻接效应、互利共生、偏利作用

原始协作、竞争、寄生、捕食、化感作用 

2. 种群的基本特征：空间分布特征、数量特征、种群遗传特征、邻接效应 

3. 种群增长的模型类型及发生条件 

4. 生物种群数量变化原因及调节方式 

5. 生物种群进化过程中的生态策略选择 

6. 种群间相互关系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第四章生物群落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群落生态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基本原理及应用（如群落结构

理论及其农业应用；生态位理论与应用；群落演替与顶级群落理论）。  

[考试内容] 

1. 概念：生物群落、群落结构、农业生态系统的水平结构、群落的交错区（生态交错

带）、边缘效应、生态演替、原生演替、次生演替、顶极群落、生态位、生态位分异、生态

位重叠 

2. 群落演替的原因与类型 

3.生物群落结构理论及其农业应用 

4. 顶级群落理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第五章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环境因子的生态作用；让学生掌握环境与生物关系的基本规律及生物

的生态适应性。 

[考试内容] 

1. 概念：环境因子、生态因子、生存因子、生态型、生活型、生境、生态位、趋同适

应、趋异适应 



 

2. 生物生态适应性的表征 

3. 农业生态系统生态因子的作用与特征 

4. 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因子的生态作用与特征 

5. 环境因子与生物之间的关系及遵循定律：最小因子定律与耐受性定律 

6. 生态位理论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应用 

第六章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能流有关概念和术语；农业生态系统能量传递

途径与转化的实质；农业生态系统能量转化的基本定律；人工辅助能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农

业生态系统能流分析与调控途径。 

[考试内容] 

1. 概念：耗散结构、食物链、食物网、人工辅助能、初级生产、次级生产、生态效率、

生态金字塔、林德曼效率、能值、能流分析、能值分析 

2. 农业生态系统能流途径与转化的实质 

3.农业生态系统能量转化的基本定律 

4. 生态系统的能流分析及能值分析 

5. 农业生态系统能流的调控途径 

第七章 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物质循环的若干概念，碳循环、水循环、氮循环、磷循环的特

点和对农业的影响，了解农业生态系统养分循环模型建立方法和分析方法，掌握农业生态系

统养分调节的基本原则和途径；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造成的环境问题与防治对策。 

[考试内容] 

1. 概念：、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气相型循环、沉积型循环、库、流、周转率、周转期、

循环效率、温室效应、温室气体、酸雨、生物放大作用、生物富集、水体富营养化、赤潮 

2. 物质循环的基本规律 

3.几种主要物质的生物地化循环：人类活动对碳、氮、硫循环和水循环的干扰及引起的

环境问题 

4. 农业生态系统物流模型的建立（基本步骤），保持农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平衡的途径 

5.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的主要环境问题 



 

第八章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与优化设计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熟悉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机制，了解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与诊断、

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设计方法。 

[考试内容] 

1. 概念：生态系统的稳态、系统的稳定性、反馈、多元重复补偿、直接调控、间接调

控、系统分析、生态阈值、生态平衡、生态容量、生态系统健康、生态入侵 

2. 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机制特点 

3.农业生态系统的系统分析步骤和综合诊断方法的应用 

4. 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因子、遵循原理及健康评估的方法 

第九章农业资源利用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我国农业资源状况与合理利用，要求学生掌握生态平衡原理、全球

环境变化与农业环境保护。 

[考试内容] 

1. 概念：资源、农业资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可更新资源、不可更新资源、生态

平衡、生态阈限、农业环境、环境污染、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 

2. 农业资源的基本概念与分类，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 

3.生态平衡：基本特征、失调的标志、原因、保持生态平衡的途径 

4. 资源与环境问题：温室效应增强、臭氧层耗损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减

少；水资源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加重 

5. 农业环境污染类型及防治；农业资源调差与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第十章生态农业与持续农业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生态农业的基本内涵、生态农业与持续农业的兴起原因，要求学生

掌握中国生态农业的基本模式和类型；中国生态农业与国外生态农业的比较。 

[考试内容] 

1. 概念：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中国生态农业 、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农业、

恢复生态学、退化生态系统、生态恢复与重建 

2. 国外替代农业理论 



 

3. 生态农业的基本原理与技术 

4. 中国生态农业的特点，与国外生态农业在原理与技术上的比较 

5. 生态恢复与重建的主要目标和关键技术 


	2. 生态系统的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