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科目考试大纲

专业：农业工程

科目名称：农业生物环境综合知识

Ⅰ 考试性质

农业生物环境综合知识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农业生物环境与

能源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设置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

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有备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所需要的农业生物环境工程及

农村新能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

工程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择优选拔，确保

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 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农业生物环境工程以及新能源工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础应用技术，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综合分析、判断和解决有

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Ⅲ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选择题

Ⅳ 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一、设施农业与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1.农业生物环境工程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2.农业生物环境的定义、分类



二、农业设施中的热质传递与热工设计

1.湿空气的相关概念及温湿特性

2.热量传递的基本概念、围护结构的稳态传热、导热系数、围护结构的总传热系

数和热阻

3.围护结构的非稳态传热、简谐热作用下的传热、围护结构的热稳定性

4.围护结构的隔热

5.室外综合温度、外围护结构的保温要求及保温层设置、地面的保温

6.外围护结构的热损失、蒸汽渗透和冷凝、蒸发和沸腾

三、农业设施的采暖

1.农业设施中的热平衡分析、显热、潜热

2.农业设施采暖室内计算温度和室外计算温度

3.热水采暖系统

4.热风采暖系统

5.畜禽舍用的局部采暖设备

6.温室用局部采暖设备

四、农业设施中的通风与降温

1.农业建筑的空气环境、农业设施通风换气的目的与要求

2.通风的基本原理与形式

3.农业设施的自然通风

4.农业设施的机械通风

5.进排气口气流分布

6.通风空气的净化

7.农业设施的降温技术、蒸发降温、湿垫风机降温、喷雾降温

五、温室设施环境调节与控制

1.温室设施光照环境的调节控制

2.温室温度环境的调节与控制、温室内的能量传递与温度特性、温室热平衡方程、

温室采暖与保温节能、温室降温

3.温室空气湿度环境调节控制、干空气和湿空气、湿球温度、露点温度

4.温室设施空气环境的调节控制、二氧化碳的调控、气流速度、有害气体控制



5.温室通风换气

6.温室设施土壤环境的调节与控制

7.节能型日光温室温度、湿度等的调节控制

六、畜禽舍环境调控

1.畜禽环境因素及其影响

2.各类畜禽舍的环境调控要求

3.畜禽舍通风换气、畜禽舍的热湿平衡

4.畜禽舍的光照、自然采光和人工光照

5.畜禽舍的温度环境调控与节能

七、畜禽废弃物处理与利用

1.畜禽粪便的特性、物理学特性、生物化学特性、化学特性、卫生学特性

2.畜禽粪便的收集、输送和贮存

3.畜禽粪便的处理

4.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

八、果蔬贮藏环境调控

1.果蔬贮藏保鲜的环境条件与设施类型

2.通风贮藏库的环境调控

3.机械制冷原理、设备与系统

第二部分 新能源工程

一、 绪论

1. 生物质概述

生物质和生物质资源，生物质资源可利用数量，生物质资源的利用形式。

2. 生物质能源概述

生物质能源发展背景，生物质能源的种类，生物质能源的特点

3. 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现状

生物质能源发展历程，生物质能源发展现状，

二、沼气与沼气发酵

1. 沼气概述



沼气的性质，沼气发酵原理，

2. 沼气发酵微生物

自然界的沼气发酵微生物，不产甲烷菌，产甲烷菌，沼气发酵微生物之间的相互

关系。

3. 沼气发酵的主要影响因素

发酵环境，发酵物料，发酵过程调控，沼气发酵类型

三、沼气生产技术

1. 户用沼气技术

户用沼气池类型，户用沼气池的建池技术，户用沼气池的运行管理及注意事项。

2. 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

沼气工程厌氧反应器类型，常规反应器，污泥滞留型反应器，附着型反应器。

3. 大中型沼气工程的设计与能量平衡分析

大中型沼气工程的设计，沼气工程的能量平衡分析与计算。

4. 沼气的净化和输配利用

沼气的净化和储存，沼气的输配，沼气的利用。

5. 沼液沼渣的综合利用

沼液沼渣的特性，沼液沼渣的利用，以沼气发酵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模式，沼气生

产实例。

四、生物质制氢技术

1. 氢能与生物质制氢原理

氢的性质与氢能利用，生物质制氢的基本原理，生物质制氢的特点。

2. 生物质制氢工艺与装置

生物质制氢工艺，生物质制氢装置。

3. 生物质制氢系统设计

光合细菌连续制氢试验系统设计方案，太阳聚光传输与辅助光源系统设计，光合

细菌连续制氢反应器及辅助单元设计，太阳能光合细菌连续制氢试验系统特点。

五、生物质气化燃料技术

1. 生物质气化基本原理

生物质气化原理，生物质气化的分类，生物质燃气特性，生物质气化的影响因素。



2. 生物质气化技术

固定床气化炉，流化床气化炉，生物质气化过程的指标。

3. 生物质燃气的净化与应用

生物质燃气的净化，生物质燃气的主要用途。

4. 生物质气化集中供气系统

生物质气化集中供气系统，生物质气化典型应用实例，生物质气化集中供气使用

时应注意的问题。

六、 生物质液化燃料技术

1. 生物质热解液化原理

生物质热解概述，生物质热解原理，生物质的热解过程和产物，生物质热解的影

响因素。

2. 生物质热解液化技术

生物质热解液化工艺，生物质热解液化反应器，生物油的性质，生物油的应用。

3. 生物质直接液化原理

生物质直接液化的概念，生物质直接液化原理，生物质直接液化的影响因素，生

物质直接液化技术，生物质直接液化工艺，生物质直接液化设备，液化油的特性。

七、 燃料乙醇技术

1. 乙醇的性质与用途

乙醇的理化性质，乙醇的用途。

2. 乙醇生产原理

乙醇生产的主要方法，乙醇发酵的生化反应过程，乙醇发酵的微生物学基础，乙

醇发酵方法。

3. 乙醇蒸馏

乙醇蒸馏的基本原理，乙醇蒸馏设备，乙醇蒸馏工艺，无水乙醇的生产工艺。

4. 糖质原料乙醇发酵工艺

糖蜜发酵生产乙醇的工艺，甘蔗直接生产乙醇工艺，甜菜生产乙醇工艺，甜高粱

茎秆汁液制取乙醇工艺。

5. 淀粉质原料乙醇发酵工艺

原料粉碎，蒸煮糊化，糖化，乙醇发酵。



6. 纤维素类原料乙醇发酵工艺

纤维素类原料的化学组分，纤维素类原料的糖化，纤维素发酵生产乙醇工艺流程。

八、 生物柴油技术

1. 生物柴油生产原理与基本方法

生物柴油生产原理，生物柴油制备的基本方法。

2. 生物柴油的制备工艺

化学法生物柴油生产工艺，酶法生物柴油生产工艺，甘油回收。

3. 生物柴油的理化性质

生物柴油的特性，生物柴油的理化指标及其测定方法，生物柴油的质量标准。

4. 生物柴油工程实例

生产规模，工艺路线，工艺设备流程，相关工艺参数。

5. 制备生物柴油的原料

食用油及其废弃油，油料作物

九、生物质固体燃料技术

1. 生物质致密成型原理及工艺

生物质致密成型原理，生物质致密成型工艺。

2. 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特性

密度，耐久性，热值，燃烧性能

3. 生物质致密成型设备

螺旋挤压式成型设备，活塞压力式成型设备，压辊式成型设备。

4. 生物质炭化技术

木炭的性质，生物质炭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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