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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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与种业

科目名称：园艺综合知识
Ⅰ 考试性质

园艺综合知识涵盖了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花卉学、园艺植物育种学课

程的内容，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农艺与种业（园艺方向）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选拔所设置的内容之一，旨在考查考生攻读硕士应具备的

园艺学相关基础知识水平，以利于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 考察目标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花卉学、园艺植物育种学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综合分析、判断和解决园

艺学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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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栽培学》

一、绪论：果树栽培的意义、历史、概况与发展趋势。

二、我国果树种类及地理分布：果树植物学分类方法；果树生物学特性分类

方法；

三、果树的生命周期和年生长周期：落叶果树的年生长周期及其调控措施；

实生树的生命周期的特点及其调控措施；营养繁殖树的生命周期的特点及其调控

措施。

四、果树器官的生长发育：果树各种器官如根系、芽、枝、叶的生长发育规

律；果树开花、坐果与落花落果的原因及调控方法。

五、果树育苗：嫁接方法、嫁接繁殖的机理。



六、果园土、肥、水管理：果树施肥的依据和技术。

七、花果管理：提高坐果率的措施；改善果实品质的措施。

第二部分：《蔬菜栽培学》

一、绪论：蔬菜和蔬菜栽培的意义；蔬菜的营养价值；蔬菜栽培的现状和前

景；蔬菜的生产方式和栽培特点；山西省蔬菜生产区域特色。

二、蔬菜植物生物学基础：蔬菜植物的分类；蔬菜植物的起源与分布；蔬菜

的生长发育；蔬菜对环境条件的要求；蔬菜品质形成。

三、蔬菜园艺技术基础：种子选用与种子处理；蔬菜育苗（养苗）；种植前

的准备；播种与定植技术；田间管理技术；蔬菜产品的收获与田间处理。

四、蔬菜的栽培制度与基地营建：蔬菜的栽培制度；蔬菜生产的季节与茬口：

露地蔬菜生产季节茬口；适宜山西设施蔬菜的茬口安排；商品蔬菜基地的规划和

布局：新建基地的统筹规划；菜田的选择与布局。

第三部分：《花卉学》

一、绪论：园林花卉的含义；花卉在园林中的主要作用及特点；中国花卉栽

培应用发展概况。

二、花卉的分类：根据花卉的用途分类，根据应用地生境、观赏类型分类；

原产地分类法。

三、主要生态因子对花卉生长发育的影响：花卉与温度；花卉与光照；花卉

与水分；土壤对花卉的影响；花卉与空气。

四、花卉的繁殖：繁殖概论；种子的贮存与播种；无性繁殖。

五、园林花卉的花期控制：花期调控的基本原理；花期调控的常用技术方法；

花期调控的主要设施及设备；园林花卉调控实例（一串红，郁金香）。

第四部分：《园艺植物育种学》

一、绪论：基本概念，园艺植物育种学、品种；品种的基本属性；良种的作

用。

二、育种对象与育种目标：基本概念，育种对象、育种目标；园艺植物育种

的主要目标及其特点；实现育种目标的途径与方法。

三、种质资源：基本概念，种质、种质资源、园艺植物种质资源；种质资源

的分类与保存方法。



四、引种：基本概念：引种、驯化；引种的程序和方法。

五、选择育种：基本概念，选择育种、实生选种、芽变选种；实生选种的特

点和方法；芽变选种的特点和方法。

六、有性杂交育种：基本概念，杂交、有性杂交育种；有性杂交育种的方式；

有性杂交技术。

七、优势杂交育种：基本概念：杂种优势、自交系、配合力；杂种优势的一

般程序；杂种种子的生产。

八、倍性育种：基本概念，多倍体、单倍体；人工获得多倍体的方法；单倍

体植株产生的途径与方法。

九、诱变育种：基本概念，辐射育种、化学诱变育种；诱变育种的类型与特

点。

十、生物技术在园艺植物育种中的应用：基因工程的概念及其在园艺植物育

种上的应用；分子辅助育种技术的概念及其在园艺植物育种上的应用。

十一、品种登录、审定与保护：品种登录的概念及意义；植物新品种登录的

机构。

十二、良种繁育：良种繁育的概念；品种退化的概念、原因以及防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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