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树栽培与果树育种学科目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吉林农业大学果树学硕士研究入学考试初试科目 
 

二、考试时间 
 

180 分钟 
 

三、考试方式与分值 
 

闭卷、笔试。满分 150 分。 
 

四、考试内容 
 

（一）参考书目 
 

1．张玉星，《果树栽培学总论》（第四版）（2011 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2． 景士西，《园艺植物育种学总论》（第二版）（2007 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二）考试内容与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果树栽培学 
 

第一章 绪论、我国果树种类及地理分布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熟悉和了解果树生产的重要意义，果树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重点掌握果 
 

树的分类。 
 

[考试内容] 
 

1.果树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未来果树业的发展趋势。 
 

2.果树及相关名词的基本概念；果树的各种分类方法以及各分类类型代表的果树树种。 
 

 
第二章 果树的生命周期和年生长周期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熟悉和了解果树生命周期的意义及其调控；重点掌握果树年生长周期中不同 

 
时期的特点及调控措施。 

 
[考试内容] 

 
1.果树童期的特点及缩短果树童期的方法。 

 
2.实生树和营养繁殖树不同生命周期的特点及调控措施。 

 
3.物候期及相关名词的基本概念。 



 
4.落叶果树年生长周期及其调控。 

 

 

第三章 果树器官的生长发育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果树不同器官是生物学特性，果树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规律和 
 

特点，果树花芽分化的特点、机理及调控措施，果树各器官生长发育的相互关系。 
 

[考试内容] 
 

1.果树根系的类型、结构及影响根系生长的因子。 
 

2.果树芽、枝、叶的生长发育规律。 
 

3.果树花芽分化的特点、机理及调控措施。 
 

4.本章涉及到新梢、芽的早熟性、花芽分化等所有专业名词和基本概念。 
 

5.果树开花结实的规律、特点，落花落果的时期和原因。 
 

6.果树不同器官、地上和地下部生长发育的关系。 
 

 

第四章 生态环境对果树生长发育的影响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和熟悉温、光、水、土壤等环境条件与果树生长发育的关系，了解南北 
 

方果树对环境的适应性。 
 

[考试内容] 
 

1.掌握需冷量、有效积温等基本概念。 
 

2.温度、光照、土壤等环境条件对果树生长结果的影响。 
 

 

第五章 果树育苗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与果树苗木繁殖有关的苗圃地的选择、主要树种的砧木、砧木分 
 

类及利用方式，果树实生苗、嫁接苗、自根苗繁殖的过程和方法，无病毒苗培育的意义和过 
 

程。 
 

[考试内容] 
 

1.如何进行苗圃地的选择。 
 

2.果树砧木的分类方法及不同砧木的特点。 
 

3.砧木的适应性及主要树种嫁接繁殖常用的砧木及特点。 
 

4.实生苗繁殖特点及繁殖过程。 
 

5.果树砧木种子层积处理应注意的关键环节 



 
6.嫁接苗特点和利用，嫁接苗繁殖的原理及影响嫁接愈合成活的主要因子。 

 
7.嫁接苗繁殖的主要方法，嫁接苗的管理技术。 

 
8.自根苗的特点、主要繁殖方法及影响扦插与压条生根成活的因素。 

 
9.果树无毒苗研究概况、无毒苗原种培育和保存方法，获得无病毒苗的主要技术措施。 

 
10.果树苗木出圃的主要步骤和方法。 

 
11.掌握本章嫁接苗、层积处理等基本概念。 

 

 

第六章 建立果园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不同类型园地的特点；掌握果园规划设计的主要依据和内容，果园防风 
 

林的作用和防护林营造技术，山地和丘陵地水土保持的主要方法，果园灌溉系统的规划设计； 
 

重点掌握果树栽植技术及栽后管理的方法。 
 

[考试内容] 
 

1.果园规划设计的主要依据和内容。 
 

2.防护林的作用，防护林树种选择原则。 
 

3.确定果树栽植密度的依据。 
 

4.木本果树栽植技术和方法。 
 

5.果树栽植前苗木准备和处理方法。 
 

5.果树栽后管理的主要内容。 
 

 

第七章 果园土肥水管理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与果园土壤改良与土壤管理的方法，果园土壤管理制度，主要营 
 

养元素的作用及对果树生长发育的影响，果树营养诊断的基本方法，果树施肥技术和灌水方 
 

式。 
 

[考试内容] 
 

1.果园土壤改良的目标、土壤改良的主要方法。 
 

2.幼年和成年果园土壤管理制度。 
 

3.N、P、K 营养元素对果树生长发育的作用。 
 

4.果树叶分析的基本原理及叶分析的方法。 
 

5.确定果树施肥时期的依据。 
 

6.基肥的概念、类别以及秋施基肥的作用。 
 

7.在年生长周期中果树追肥的时期、施肥种类及作用。 



 
8.果树施肥的主要方法。 

 
9.北方果树一年中主要的灌水时期及主要作用。 

 

 

第八章 果树整形修剪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果树整形修剪的目的、作用和原则，掌握果树树体结构和特点， 
 

主要树形的特点，果树修剪的生物学基础；重点掌握果树的修剪方法和作用，主要修剪方法 
 

的实际应用，果树修剪技术综合应用。 
 

[考试内容] 
 

1.本章涉及到整形、修剪、短截、回缩、骨干枝等基本概念。 
 

2.整形修剪的目的和作用。 
 

3.整形修剪的依据和原则。 
 

4.果树的树体结构及各部分主要特点。 
 

5.主要树形及特点。 
 

6.苹果主干形树形的主要特点及整形方法。 
 

7.果树修剪的生物学基础。 
 

8.果树修剪方法及作用。 
 

9.冬季修剪的主要方法、作用及用于哪些枝条。 
 

10.果树大小年现象发生的原因及调控措施。 
 

11.果树适龄不结果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12.调节果树枝条角度的主要方法。 
 

 

第九章 花果管理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果实负载量的含义及确定果实负载量的依据，果树疏花疏果的作 
 

用和方法，果实管理的主要内容，果实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重点掌握提高果树坐果率的途 
 

径和方法。 
 

[考试内容] 
 

1.确定果实负载量的依据。 
 

2.提高果树坐果率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3.疏花疏果的作用和方法。 
 

4.果实品质包括哪些内容。 
 

5.果树管理的主要内容。 



 
6.改善果实色泽的主要途径。 

 
7.果实套袋技术。 

 
8.确定果实采收期的依据。 

 
9.判定果实成熟度的主要方法。 

 
10.果实采后处理的主要技术。 

 

 

第十章 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果树栽培中的应用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和熟悉生长调节剂的主要种类及作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果树生长发育 
 

的调节作用。了解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果树上的应用前景。 
 

[考试内容] 
 

1.植物激素与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概念及二者的关系。 
 

2.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果树上有哪些应用。 
 

3.植物生长促进剂、植物生长延缓剂、植物生长抑制剂都包括哪些种类。 
 

 

第十一章 果园的灾害及预防 
 

[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冻害、霜害和冷害的含义及主要表现，掌握预防果树冻害、霜害和冷害 
 

的措施，掌握冻旱的表现、发生原因及预防途径，了解风害、雹害、高温、环境污染对果树 
 

的影响及预防途径。 
 

[考试内容] 
 

1.冻害发生原因及影响因素。 
 

2.冻害、冻害指数的概念及预防冻害的措施。 
 

3.霜冻的含义、对果树的危害及预防霜冻的措施。 
 

4.冷害的概念、类型及对果树的影响。 
 

5.果树抗旱栽培的主要途径。 
 

6.冻旱的概念、发生原因及预防途径。 
 

7.果园防雹和雹害后的管理。 
 

8.果园减少农药污染的措施。 
 
 
 

制定人：唐雪东 王振兴 



 

第二部分 果树育种学 
 

 

第一章 绪论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品种概念的含义，了解果树育种的目标，掌握果树品种选育途 
 

径。 
 

[考试内容] 
 

1. 品种概念 
 

2. 果树品种选育途径 
 

3. 果树产量、品质、成熟期、对环境胁迫的适应性、对病虫害的抗耐性、对保护地

栽培的适应性等育种目标性状。 
 
 

 

第二章 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与保存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种质资源等相关概念，熟悉我国果树种质资源圃分布与资源种类，了 
 

解瓦维洛夫的作物起源中心学说的主要观点和世界果树的 12 个起源中心，熟悉起源于我国 
 

的果树种类，熟悉种质保存的主要方法及其特点，了解果树种质资源在果树科研生产中的重 
 

要性和造成植物种质资源流失的因素。 
 

[考试内容] 

 

1. 概念：种质资源、种、变种、品系、品种群、主栽品种、地方品种、原生种与原

始栽培类型、近缘种、育种材料 
 

2. 我国的 16 个果树种质资源圃保存的果树种类 
 

3. 瓦维洛夫的作物起源中心学说的主要观点。 
 

4. 世界果树的 12 个起源中心 
 

5. 起源于我国的果树种类 
 

6. 种质的就地保存和迁地保存、种子保存、种质保存、离体试管保存、利用保存、

基因文库保存方法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7. 果树种质资源在果树科研生产中的重要性 
 

8. 造成植物种质资源流失的因素 



 
第三章 果树种质资源的评价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相关概念，了解资源评价的项目内容，熟悉掌握资源描述评价的主要 

 
方法，掌握丰产性与稳产性评价、果实品质评价的方法。能够针对果树主要农艺性状设计评 

 
价方法，或能够分析主要农艺性状评价结果。 

 
[考试内容] 

 
1. 概念：整齐度系数、隔年结果指数、病情指数 

 
2. 资源评价项目内容 

 

3. 主要评价方法的应用：质量归类法、级差归类法、状态归类法、模糊三级归类法、

参照品种典型归类法、选择归类法、定性分级评价法、百分率调查评价法、病情指

数评价法、综合性状评价法。 
 

4. 果树的丰产性、稳产性的评价 
 

5. 果实外观品质、内在品质的评价 
 
 

 

第四章 引种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引种的相关概念，了解菊池秋雄的世界果树产区生态型及其划分依 
 

据，掌握植物引种原理，掌握综合生态环境和个别生态因子对植物适应性的影响规律。掌握 
 

简单引种和驯化引种的方法，能结合引种理论基础和方法分析实际问题。 
 

[考试内容] 

 

1. 概念：引种、简单引种、驯化引种、主导因子、限制生态因子、最小量法则、耐

性法则、离心引种、向心引种、生态相似法、水热系数、个别引种、类别引种、

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种、临界温度 
 

2. 菊池秋雄根据世界果树产区的综合生态环境划分的生态型及其划分依据。 
 

3. 温度对果树引种的影响。 
 

4. 日照对果树引种的影响。 
 

5. 降水和湿度对果树引种的影响。 
 

6. 土壤对果树引种的影响。 
 

7. 简单引种的方法 
 

8. 驯化引种的方法 



 

 

第五章 选择育种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选择育种等相关概念，掌握有性繁殖植物选种育种中的两种基本选择 
 

法及其应用，掌握选择育种中的性状选择方法，了解有性繁殖植物选择育种的程序，掌握影 
 

响选择效果的因素，熟悉芽变特点，掌握芽变的发生与嵌合体类别，掌握芽变选种和实生选 
 

种的程序和方法，了解芽变选种和实生选种在果树中的应用。 
 

[考试内容] 

 

1. 概念： 选择育种、实生选种、芽变、蚀变、芽变选种、选择差、选择反应、遗传

增益、选择强度、单株选择、混合选择、集团选择、营养系选种 
 

2. 两种基本选择法（混合选择法、单株选择法）及其综合应用 
 

3. 选择育种中的性状选择方法 
 

4. 影响选择效果的因素分析 
 

5. 有性繁殖植物选择育种的程序 
 

6. 芽变的特点及其在果树中的应用 
 

7. 芽变的发生与嵌合体类别 
 

8. 芽变选种的程序和方法 
 

9. 实生选种在果树中的应用 
 

10. 实生选种的程序和方法 
 
 

 

第六章 杂交育种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杂交育种等相关概念，熟悉和了解常规杂交育种的杂交方式、远缘杂 
 

交的特点、童期及缩短童期的方法，掌握营养系品种的遗传特点、杂交亲本选配应注意的问 
 

题、遗传变异的研究方法、有性杂交技术、后代培育和选择特点和远缘杂交的障碍及克服方 
 

法。 
 

[考试内容] 

 

1. 概念：杂交育种、常规杂交育种、优势杂交育种、营养系杂交育种、远缘杂交育种、

基因互作、性状传递力、广义遗传力、狭义遗传力、杂交不亲和性、无融合生殖、 



 
童期、童性、 

 
2. 常规杂交育种的杂交方式 

 
3. 营养系品种的遗传特点 

 
4. 营养系品种遗传变异的研究方法 

 
5. 营养系品种杂交亲本选配应注意的问题 

 
6. 有性杂交技术 

 
7. 童性及其与成年期性状的相关 

 
8. 营养系杂种培育的特点 

 
9. 营养系杂种选择的特点 

 
10. 远缘杂交的特点 

 
11. 远缘杂交不亲和的原因及其克服方法 

 
12. 远缘杂种不育性的表现及其克服方法 

 
 
 
 

 

第七章 诱变育种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诱变育种等相关概念，熟悉和了解诱变育种的特点，了解诱变育种的 
 

类别、辐射源与辐射剂量、辐射诱变的机理，了解化学诱变剂的种类及其诱变机理，掌握辐 
 

射诱变和化学诱变的方法、诱变材料的分离与选择。 
 

[考试内容] 
 

1. 概念：诱变育种、剂量、剂量率、临界剂量 
 

2. 诱变育种的特点 
 

3. 辐射源与辐射剂量的单位 
 

4. 辐射诱变的机理 
 

5. 诱变作用的机制 
 

6. 化学诱变剂的种类及其作用机制 
 

7. 化学诱变的方法 
 

8. 诱变材料的分离与选择 



 
第八章 倍性育种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倍性育种等相关概念，熟悉和了解多倍体和单倍体的特点，了解多倍 

 
体育种在果树育种中的应用，了解多倍体的种类与形成途径、单倍体的类型、离体培养获得 

 
多倍体的途径和单倍体在育种中的应用，掌握秋水仙素诱变多倍体的方法、获得单倍体的方 

 
法和倍性材料的鉴定方法。 

 
[考试内容] 

 

1. 概念：单倍体、多倍体、同源多倍体、异源多倍体、单元单倍体、多元单倍体、

二单倍体、双单倍体 
 

2. 多倍体植物的特点及在果树中的应用 
 

3. 多倍体的种类与形成途径 
 

4. 秋水仙素诱变多倍体的方法 
 

5. 离体培养获得多倍体的途径 
 

6. 单倍体的类型 
 

7. 单倍体的特点 
 

8. 单倍体的获得方法 
 

9. 单倍体在育种中的应用 
 

10. 多倍体与单倍体的鉴定方法 
 
 

 

第九章 生物技术在果树育种中的应用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生物技术等相关概念，了解细胞工程在育种中的应用，了解基因工程 
 

在育种中的应用，了解分子标记在育种中的应用。 
 

[考试内容] 

 

1. 概念：生物技术、外植体、继代培养、愈伤组织、胚状体、细胞工程、体细胞杂交、

基因工程、遗传标记、分子标记 
 

2. 细胞工程在育种中的应用 
 

3. 基因工程在育种中的应用 
 

4. 分子标记在育种中的应用 



 

 

第十章 新品种的审定、保护与繁育推广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品种审定等相关概念，了解品种审定（登记）的申报条件和程序，了 
 

解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的关系，了解品种退化的主要原因，掌握防止品种退化的措施、 
 

提高果树良种繁殖系数的主要技术途径、无病毒苗木繁育技术途径，了解果树品种区域化的 
 

意义和任务。 
 

[考试内容] 
 

1. 概念：品种审定、品种登记或备案、品种退化、无病毒苗木 
 

2. 品种退化的原因 
 

3. 防止品种退化的措施 
 

4. 品种审定（登记）的申报条件和程序 
 

5. 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的关系 
 

6. 提高果树良种繁殖系数的主要技术途径 
 

7. 无病毒苗木繁育技术途径 
 

8. 果树品种区域化的意义和任务 
 
 

 

第十一章 信息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 
 

[考试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生物信息学的基本含义，了解生物信息学的主要作用。 
 

[考试内容] 

 

1. 概念：生物信息学 
 

2. 生物信息学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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