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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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

科目名称：植物保护综合知识（普通昆虫学、植物病理学原理、

植物化学保护）

Ⅰ 考试性质

植物保护综合知识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植物保护专业的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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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评

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植物保护与植物检疫及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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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昆虫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学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综合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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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昆虫学部分

绪论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节肢动物门的基本特征、昆虫纲与其它纲的主要区别；了解昆虫繁

盛原因、昆虫与人类的的关系、昆虫学研究内容和任务、昆虫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及进展。

（二） 课程内容

1、节肢动物门的基本特征。

2、昆虫纲与中其它纲的主要区别（蛛形纲、甲壳纲、唇足纲、重足纲与昆虫纲）。

3、昆虫繁盛的原因。

4、昆虫与人类的关系。

5、昆虫学的研究内容与任务。

（三） 课程重点

1、昆虫纲的特征。

2、昆虫学的内容和任务。

第一章 ：昆虫的外部形态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昆虫体躯的分节和分段、昆虫外部形态的基本构造及头、胸、腹

三部分的功能。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昆虫的体躯的一般构造

1、昆虫体躯的分节和分段。

2、体区的分节方式。

3、昆虫的附肢。

第二节 昆虫的头部

1、昆虫头部的分节。

2、昆虫头壳的构造及头部内骨骼。

3、昆虫头式类型。

4、触角的基本构造和类型。

5、口器的基本构造和类型。

第三节 昆虫的胸部



1、昆虫胸部的分节和基本构造。

2、昆虫胸部的内骨骼。

3、昆虫足的基本构造和类型。

4、昆虫翅的基本构造和类型及脉序。

第四节 昆虫的腹部

1、昆虫腹部的基本构造和分节。

2、昆虫雌雄虫外生殖器官的构造和变化。

3、昆虫腹部的附属器官。

（三） 课程重点

1、昆虫触角的基本构造和类型。

2、昆虫咀嚼式口器和刺吸式口器在构造上的区别。

3、昆虫足的基本构造和类型。

4、翅的基本构造和类型及脉序。

5、昆虫雌雄虫外生殖器官的基本构造。

第二章 ：昆虫生物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掌握昆虫的生殖方式；昆虫的胚胎发育、胚后发育；成虫生物学；

昆虫的世代和年生活史；昆虫的行为和习性。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昆虫的生殖方式

1、两性生殖和孤雌生殖。

2、多胚生殖。

3、胎生和幼体生殖。

第二节 昆虫卵和胚胎发育

1、卵的基本构造，卵的类型和产卵方式。

2、胚胎发育过程。

第三节 昆虫的胚后发育

1、昆虫的孵化

2、昆虫变态及其类型。



3、幼虫类型及蛹的类型。

4、成虫生物学。

第四节 昆虫的世代和年生活史

1、昆虫的世代。

2、昆虫的年生活史。

第五节 昆虫的行为和习性

1、休眠和滞育。

2、食性。

3、趋性。

4、群集性。

5、拟态和保护色。

（三）课程重点

1、昆虫的生殖的主要方式。

2、昆虫的变态和类型。

3、幼虫类型。

4、昆虫的世代、年生活史。

5、昆虫的行为和习性。

第三章：昆虫的分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昆虫分类的基本概念、昆虫分类的方法、分类学发展；掌握主要目、

科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及所包括的主要昆虫。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昆虫分类学概述

1、分类阶元和种的概念。

2、昆虫的命名方法和规则。

3、分类检索表。

4、昆虫分类学展望。

第二节 昆虫纲的分目

1、昆虫纲的分类体系。



2、昆虫纲各小目形态特征，生物学意义及变态类型。

第三节 农业昆虫中的重要目

1、直翅目成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分类及重要科的简介。

2、同翅目成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分类及重要科的简介。

3、半翅目成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分类及重要科的简介。

4、鞘翅目成虫及幼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分类及重要科的简介。

5、鳞翅目成虫及幼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分类及重要科的简介。

6、膜翅目成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分类及重要科的简介。

7、双翅目成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分类及重要科的简介

（三）课程重点

1、掌握昆虫分类基本概念、基本方法、。

2、掌握分类检索表。

3、掌握主要目、科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

第四章：昆虫的内部解剖及生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昆虫体壁的基本构造及性质，了解昆虫的脱皮机制；掌握昆虫内部

器官的位置、构造和功能。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昆虫内部器官的位置

掌握昆虫内部器官各系统的位置。

第二节 昆虫的体壁和生理

1、昆虫体壁的基本构造。

2、表皮的化学成分。

3、表皮的形成和脱皮。

4、体壁的衍生物。

第三节 昆虫的消化系统和生理

1、消化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2、昆虫消化道的变异。

3、食物在昆虫体内的消化和吸收。

第四节 昆虫的排泄系统与排泄生理



1、马氏管的构造和类型。

2、马氏管的排泄机制。

3、马氏管的排泄物。

4、昆虫的其他排泄器官。

第五节 昆虫的循环系统与生理

1、昆虫循环器官及有关构造。

2、昆虫的血液及其功能。

3、心脏的搏动及其血液循环。

第六节 昆虫的呼吸系统与生理

1、器官系统的基本构造。

2、气体的交换。

3、昆虫的其他呼吸方式。

4、昆虫的呼吸代谢。

第七节 昆虫的神经系统与生理

1、神经系统的基本构造。

2、神经系统的分类与功能。

3、神经冲动的传导机制。

4、昆虫的感觉器官。

第八节 昆虫的激素和信息素

1、昆虫的内分泌器官及激素。

2、昆虫的信息素。

第九节 昆虫的生殖系统与生理

1、雌性生殖器官的基本构造。

2、雄性生殖器官的基本构造。

3、昆虫的交配受精和产卵。

（三）课程重点

1、体壁的结构和功能。

2、消化道的消化吸收机理。

3、循环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血液的循环途径。

4、马氏管的基本结构及排泄机理。



5、昆虫呼吸系统的基本构造及排泄机理。

6、神经系统的基本构造与功能。

7、昆虫的激素和信息素。

8、生殖系统的基本构造和功能。

植物病理学原理部分

第一章 绪论

了解植物病理学研究领域和发展史，弄清植物病理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一节 植物病害

一、植物病害的概念

1．定义

2．特点：病原、病理变化过程、症状、经济损失

3．植物病害的病原：生物病原物与非生物病原物，侵染性病害与非侵染性病害

4．形成要素

非侵染性病害：寄主、病原

侵染性病害：寄主、病原、环境条件

二、植物病害的症状

1．症状的概念：内部症状和外部症状、病征与病状、

2．病征的类型及其病原：霉状物、粉状物、锈状物、颗粒状物、菌脓、线虫虫体、寄生

性种子植物体

3．病状的类型：变色、坏死、腐烂、萎蔫、畸形

4．症状表现的复杂性：同原异症、同症异原、不同阶段表现、不同环境表现、病原物与

寄主的反应、隐症现象、潜伏侵染、带毒、并发症、复合症状。

5．研究症状的意义

三、植物病害的类型

1．依病原类型划分：传染性病害、非传染性病害

2．其他：依寄主类型、传播方式、危害部位、病原生物、流行特点、再侵染次数等

四、病原生物的寄生性和致病性

1．寄生性：植物病原物的寄生性类型－专性寄生物（活体寄生物）与非专性寄生物（死

体寄生物、半活体寄生物）、寄生性强弱与病害防治

2．致病性：致病力、毒性

3．寄生性、致病性、寄主范围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植物病理学

植物病理学发展史上重要人物及贡献，发展趋势

第二章 植物非侵染性病害

了解非侵染性病害的因素、引起病害类型、危害特点及预防措施。物理因素：温度、

水分、光照、风；化学因素：营养失调、环境污染、农药激素使用不当。

第三章 植物病原真菌

了解真菌地位、形态、生活史特点及分类概况，了解不同类群的地位、形态、生物学、

分类、主要病原类群、致病和防治特点。

第一节 真菌的概述

一、真菌的营养体

1．营养体的类型：原质团、单细胞、单胞具须、假菌丝、菌丝体

2．菌丝体：有隔菌丝、无隔菌丝、菌丝生长；细胞结构：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

细胞核

3.菌丝的变态：吸器、附着胞、假根、菌环、菌网

4.菌组织体

（1）菌组织：疏丝组织、拟薄壁组织

（2）菌组织体：菌核、菌索、子座

二、真菌的繁殖

（一）真菌的无性繁殖

1．无性繁殖方式：断裂、芽殖、裂殖、割裂

2．无性孢子：游动孢子、孢囊孢子、分生孢子、厚垣孢子

（二）真菌的有性繁殖

1．性的亲和性：同宗配合、异宗配合、单孢结实

2．有性繁殖过程：质配、核配、减数分裂

3．有性孢子：休眠孢子囊、卵孢子、接合孢子、子囊孢子、担孢子

（三）准性生殖：异核体－杂合二倍体－有丝分裂－单倍体化

三、真菌的生活史

（一）生活史概念：过程、生活史阶段（有性、无性）、细胞核的变化

（二）生活史类型：无性型、单倍体型、单倍体－双核型、单倍体－二倍体交替型、二

倍体型

四、植物病原真菌的分类

（一）分类单位及依据：界、门、纲、目、科、属、种、变种、专化型、生理小种、菌

系、毒系、株系、生物性、营养体亲和群、菌丝融和群



（二）命名

（三）分类系统：生物界分类：二界系统、五界系统、八界系统，真菌分类：传统、近

代、现代分类系统。

第二节 真菌主要类群

植物病原壶菌、接合菌、子囊菌、担子菌、半知菌的营养体类型、细胞壁主要成分、

无性繁殖、有性生殖及分类依据；真菌主要类群（白粉菌、锈菌、黑粉菌等）分类依据、

致病特点。

第四章 植物病原根肿菌和卵菌

了解其生态、形态、分类一般特点，主要病原类群、致病和防治特点。

第一节

根肿菌、卵菌营养体类型、细胞壁主要成分、无性繁殖、有性生殖、分类依据；霜

霉菌分类依据

第五章 植物病原原核生物

了解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的地位、形态、生物学、分类、主要病原类群、致病和诊断

特点。

第一节 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的一般性状

细菌学性状，与菌原体形态结构的区别

第二节 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的分类

一、分类依据

二、细菌、菌原体寄生性、致病性的特点

第六章 植物病毒

了解植物病毒的地位、形态、生物学、分类、主要病原类群、致病和诊断特点。

第一节 植物病毒的一般性状

一、植物病毒的形态结构：球形、线形、杆状、聚合体、多分体；衣壳、核酸

二、植物病毒的化学组成：蛋白质、核酸、水、盐、酶

三、物理化学特性：稀释限点、钝化温度、体外存活期、沉降系数等。

第二节 植物病毒的侵染和传播

一、植物病毒的侵染和复制：微伤口、核酸复制、信息表达、过程

二、病毒在植物体内的运转：短途、长途：随有机物运转

三、植物病毒的传播：机械、介体（与昆虫关系）、无性繁殖材料、花粉、种子

四、病毒病害：系统性、内部、外部症状

第三节 植物病毒的分类和命名

植物病毒的分类依据；俗名法。



第七章 植物寄生线虫及原生动物

了解植物寄生线虫的地位、形态、生物学、分类、主要类群、致病和诊断特点。

第一节 植物线虫的形态和结构

一、形态：卵、幼虫、成虫。

二、结构：体段；解剖；系统；植物寄生线虫与腐生线虫的区别。

第二节 植物线虫的生态学和致病性

一、生态学：土壤环境（位置、氧气、温、湿），生物环境。

二、致病性：侵入虫龄，机械损伤、酶、毒素、并发症。

第三节 植物线虫的分类和主要类群

分类依据；重要病原线虫的形态和致病特点。

第八章 寄生性植物

了解寄生性植物的地位、形态、主要类群、寄生和致病特点。

第一节 寄生性植物的一般性状

一、寄生性植物的寄生性：全寄生、半寄生，茎、根寄生、寄生过程

二、寄生性植物的致病性：消耗营养，症状表现

第二节 重要的寄生性植物

菟丝子、列当、桑寄生的寄生特点

第九章 植物侵染性病害发生、发展和流行

了解植物病程各个时期的特点和影响因素，侵染循环各个环节对植物病害发生发展和对

病害控制的作用。

第一节 病害侵染循环

一、病原物的越冬越夏

方式；场所：田间病株，种子、苗木及其它繁殖材料，土壤（土壤习居菌、土壤寄居菌），

病株残体，肥料

二、病原物的传播

方式：气流传播、雨、水传播、生物介体传播、土壤和肥料、人为因素传播；不同病原

物的主要传播方式。

三、初侵染和再侵染：单循环、多循环病害的发生特点及防治策略

第二节 侵染过程

一、接触期：影响因素，药剂防治关键时期。

二、侵入期：侵入方式、侵入途径（不同病原物侵入途径）、侵入时间、侵染剂量、影响侵

入的因素



三、潜育期：寄生类型、吸取营养方式、寄生部位（局部侵染、系统侵染）、潜育期时间、

影响因素

四、发病期

第三节 植物病害的流行

一、病害流行的概念

二、病害的流行因素：寄主、病原物、环境条件、人为因素，主导因素

三、植物病害的流行学类型：单年流行病害、多年流行病害的流行学特点—病害种类、传播、

越冬越夏、流行主导因素、寄主反应、环境影响、菌量积累、变化，防治对策

四、病害流行的时间动态：单年流行病害、多年流行病害的季节流行曲线季节流行动态的数

学模型、年份间流行变化

五、病害流行的空间动态：传播特点、传播距离类型、传播动力、田间分布

六、植物病害的计量：发病率、严重度、病情指数含义、应用、关系

第十章 寄主－病原物的相互作用

了解病原物的致病生理机制、植物罹病后生理代谢的变化规律、植物抗病的生理生化机。

第一节 病原物与寄主相互识别

识别的概念、类型和机制

第二节 病原物的致病生理

夺取营养，机械损伤，酶，毒素（毒素类型），生长调节物质（生长素、细胞分裂素、

赤霉素、脱落酸和乙烯等）

第三节 植物罹病生理

呼吸作用的变化、光合作用、核酸和蛋白质代谢、酚类物质和相关酶（罹病植株产生抗

病物质）、水分生理（增强叶片蒸腾作用；减少蒸腾有毒物质积累；阻滞导管液流上升；细

胞膜透性改变。

第四节 植物抗病机制

一、物理被动抗性机制：体表形态结构，木栓化组织与木质化组织，物质沉积，导管结构

二、化学被动抗性机制：天然抗菌物质、溢泌物质、酶类葡聚糖酶和几丁质酶、酶抑制物、

含糖量等

三、物理主动抗性机制：细胞壁的改变、壁类似物质、胼胝质沉积、乳突、愈伤组织、阻塞

维管束

四、化学主动抗性机制：过敏性坏死反应、植物保卫素、植物对病原菌毒素的解毒作用

第五节 病原物与寄主相互作用的遗传学

一、基因对基因假说的含义、作用

二、植物抗病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定向选择）

第十一章 植物病害的诊断、预测和防治



掌握植物病害诊断的要点、柯赫氏法则应用，预测测报的依据、原理和方法，植物病害

控制的原理及一般方法。

第一节 植物病害诊断的基本程序

一、诊断的基本程序：田间调查、症状观察、显微镜检查、试验验证（柯赫氏法则的作用、

步骤）、查对资料。

二、植物病害诊断的技术：血清学诊断、噬菌体诊断、理化诊断法、单克隆抗体诊断法、

生物学测定诊断法。

第二节 植物病害的预测预报

预测、预报、预报量、预报因子的概念；预测的种类；预测的依据（菌量、气象条件、

栽培条件、寄主抗性等）；预测方法：经验式、数学方法（整体或经验模型、系统或机理模

型的特点和区别）、综合方法

第三节 植物病害的防治

一、植物病害防治的方针、原理

二、 植物病害管理的措施：植物检疫的目的、对象确定；农业防治的特点、地位和措施（使

用无病繁育材料、建立合理栽培制度、保持田园卫生、加强栽培管理等）；生物防治的特

点、作用或机制（拮抗作用、竞争作用、重寄生作用、交互保护作用）；物理防治的具体

措施；化学防治的特点和应用；选用抗病品种(抗病品种的合理利用)

植物化学保护部分

一、植物化学保护基本概念

1、农药的定义、分类。

2、毒力与药效概念以及区别，影响药效的因素，毒力与药效的计算与表示方法。

3、农药对农作物的影响，药害的产生原因、种类。

4、农药的毒性、毒性种类和特点。

5、农药科学使用的基本原则。

二、农药剂型和使用方法

1、原药、剂型和制剂的基本概念。

2、农药加工的意义。

3、农药分散度与药剂性能的关系。

4、农药助剂的概念、种类及表面活性剂在农药加工和使用中的应用。

5、主要农药剂型的组成、加工方法及使用特点。

6、农药的施用方法。

三、杀虫杀螨剂

1、杀虫剂的穿透与在昆虫体内的分布。



2、杀虫剂在动物体内的代谢机制。

3、杀虫剂对昆虫的作用机制。

4、不同类型杀虫剂的特点、作用机制及主要代表品种的名称、理化性质、毒性、

作用方式、防治对象、剂型及使用方法等。

5、杀螨剂的种类及特点，不同类型杀螨剂代表品种的名称、理化性质、毒性、

作用方式、防治对象、剂型及使用方法等。

四、杀菌剂

1、杀菌剂的涵义及发展简史。

2、植物病害化学防治策略和作用原理。

3、杀菌剂的作用机理。

4、杀菌剂的使用方法。

5、保护性杀菌剂的特点及种类。无机杀菌剂种类，各类型代表品种及特点；有

机杀菌剂种类，各类型代表品种及特点。

6、内吸性杀菌剂的特点、种类，各类型代表品种及特点。

7、抗菌素及间接作用杀菌剂。

五、除草剂

1、除草剂选择性原理。

2、除草剂吸收、输导与作用机制。

3、除草剂的使用方法。

4、除草剂常用类型、特点及主要代表品种。

六、植物生长调节剂

1、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概念和分类、作用方式。

2、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方法。

3、常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特点、性质、功能和使用方法。

七、农业有害生物抗药性及综合治理

1、害虫抗性的概念、发展状况及特点。

2、害虫抗性形成机理及抗药性遗传。

3、害虫抗药性治理的概念、治理的原则、策略及化学防治技术。

3、病原菌抗药性的概念、内涵、抗性形成学说。



4、病原菌抗药性的生理机制及抗性遗传基础。

5、病原菌的抗药性治理策略。

八、农药与环境安全

1、农药对环境安全的影响。

2、农药的环境行为与毒性。

3、农药残留对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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