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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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学

科目名称：农学综合知识（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耕作学）

Ⅰ 考试性质

农学综合知识考试是为招收作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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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所需要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农学类专业优秀本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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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综合知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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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单项选择题

Ⅳ 考查内容

作物栽培学部分

一、作物栽培学总论

1.作物的分类。

2.作物的生育期和生育时期。

3.作物的器官建成。

4.作物的产量和产品品质的形成。

（1）作物产量及其构成因素

（2）作物品质：评价指标、主要类型



5.作物与环境：光、温度、水、空气。

6.作物布局概念；种植方式：轮作与连作、复种、单作与间作、混作、套作。

二、小麦

1.小麦栽培的生物学基础：小麦的一生；小麦的阶段发育；分蘖发生规律；

子粒形成与灌浆；收获适期。

2.建立小麦合理群体结构的途径。

3.小麦品质的类型。

三、玉米

1.玉米的分类。

2.玉米栽培的生物学基础：玉米的生育进程、玉米根、茎、叶、花序的形态。

3.玉米的营养品质。

4.玉米合理密植。

四、谷子

1.谷子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2.谷子的产量形成、谷子的品质。

五、大豆

1.大豆的形态特征。

2.大豆的结荚习性。

3.大豆的产量形成。

4.大豆轮作倒茬。

作物育种学部分

绪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了解作物育种学意义、任务和主要内容，作物育种的成就与

发展趋势。理解品种和良种的概念。掌握品种和良种的作用等。

二、课程内容

（一）作物育种学的性质与任务：作物育种学的性质；作物育种学的主要内容；

作物育种学的发展。

（二）作物品种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作物品种的概念；良种的概念及其作

用。



（三）作物育种的成就与发展：作物育种工作的成就；作物育种工作展望。

第一章 作物繁殖方式及品种类型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专题学习与讨论,使学生了解杂种优势的遗传学机制的有关假说，并且了解

每种假说的不足之处，以及杂种优势机理的遗传学掌握不同繁殖方式与育种及种子生

产关系，不同品种类型的遗传和育种特点。了解作物繁殖方式、代表性作物、理解遗

传特点及主要育种方法；自交与异交遗传效应。

二、课程内容

（一）、作物繁殖方式

１.有性繁殖 3种授粉方式及典型作物

２.无性繁殖 典型作物，遗传育种特点

（二）、自交与异交的遗传效应

（三）、作物品种类型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１.自交系品种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２.杂交系品种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３.群体品种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４.无性系品种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一)不同授粉方式作物遗传特点

(二)不同品种类型的概念、遗传育种特点

四、本章知识点

(一)作物的繁殖方式

(二)自交与异交的遗传效应

(三)作物品种类型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概念：自花授粉、异花授粉、常异花授粉、无性系、自交系品种、杂交种品种、群体品种、

近等基因系、理论亲本系数等概念

(二)领会

1.自交系品种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2.杂交系品种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3.群体品种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4.无性系品种及其遗传育种特点

(三)简单应用

不同授粉方式作物的育种特点

(四)综合应用

不同作物品种类型及其育种特点

第二章 种质资源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种质资源的重要性，类别与特点及主要工作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种质资源及其重要性

１.种质资源是育种的物质基础

２.特异种质对育种成效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种质资源类别及其特点

１.本地种质资源

２.外地种质资源

３.野生植物资源

４.人工创造种质资源

（三）、作物起源中心学说（简介瓦维洛夫作物起源中心学说、八大起源中心及主要作

物）

（四）、种质资源工作的主要内容

１.种质资源的收集

２.种质资源的保存

３.种质资源的创新、研究与利用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种质资源的重要性、类别与特点、主要工作内容。

四、本章知识点

(一)种质资源及其重要性

(二)种质资源类别及其特点

(三)作物起源中心学说（简介瓦维洛夫作物起源中心学说、八大起源中心及主要作物）

(四)种质资源工作的主要内容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概念:种质资源、起源中心、原生作物、次生作物等概念

(二)领会

1.种质资源的类别及其重要性

2.种子资源的特点

(三)简单应用

特异种质对育种的作用

(四)综合应用

在实际的育种中,是如何收集、保存种质资源的以及应如何利用种质资源?

第三章 引种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作物引种的基本原理、熟练掌握引种的规律与步骤,了解引

种的意义与作用.

二、课程内容

（一）、引种的意义与作用

（二）、引种的基本原理

１.生态环境与生态型

２.气候相似论

（三）、引种的基本规律

１.低温长日性作物的引种规律



２.高温短日性作物

（四）、引种的步骤

１.引种材料收集

２.引种材料检疫

３.引种材料的试验鉴定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引种规律与步骤

四、本章知识点

(一)、引种的意义与作用

(二)、引种的基本原理

(三)、引种的基本规律

(四)、引种的步骤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1.引种、驯化、生态因素、生态环境、品种的生态型等概念

2.引种的意义及其作用

(二)领会

1.引种的原理及其规律

2.引种的步骤

(三)简单应用

引种的基本原理

(四)综合应用

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应如何正确运用引种的基本原理与规律?

第四章 选择育种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选择的意义与作用,掌握选择育种的基本原理,理解系统育种的

特点及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选择与鉴定

１.选择的意义与作用

２.选择的基本方法

３.鉴定的作用与方法

（二）、选择育种的基本原理

１.品种自然变异与纯系学说

２.品种自然变异的原因

（三）、系统育种

１.系统育种特点

２.系统育种程序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一）、选择的基本方法

（二）、系统育种的特点与程序

四、本章知识点

(一)选择与鉴定



(二)选择育种的基本原理

(三)系统育种的特点及其程序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有关概念:混合选择与单株选择、集团混合选择、选择育种、系统育种、纯系育种、诱发鉴

定、间接鉴定、生态显现

(二)领会

1.选择的基本方法

2.混合选择与单株选择的区别

3.选择育种的基本原理

4.系统育种的特点及其程序以及有效的进行系统育种应抓好的环节

(三)简单应用

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对不同授粉方式的作物,应采用哪种适合的选择方法?

(四)综合应用

根据系统育种的特点,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应怎样运用系统育种?

第五章 杂交育种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杂交育种的意义,掌握杂交育种中亲本选配的原则以及杂交方式,理

解杂种后代的处理方法，熟练掌握杂交育种的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杂交育种的意义

１.杂交育种概念、特点

２.杂交育种基本原理

（二）、亲本选配的一般原则

１.亲本优点多、缺点少，优缺点互补

２.亲本中最好有当地优良品种

３.亲本间生态型、亲缘关系应有差异

４.亲本应有较好的配合力

（三）、杂交方式

１.单交

２.复交—三交、双交、四交、聚合杂交

３.回交

（四）、杂种后代处理

１.系谱法

（1）、F1—F4工作要点

（2）、如何提高选择效率

２.混合法

（1）、混合法工作要点与理论依据

（2）、混合法与系谱法的比较

３.衍生系统法

（1）、衍生系统法的工作要点

（2）、衍生系统法的优缺点

４.单籽传法



（1）、单籽传法的程序

（2）、单籽传法优缺点

（五）、杂交育种程序

１.原始材料圃和亲本圃

２.选种圃

３.鉴定圃

４.品种比较实验圃

５.多点实验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一）、杂种后代的处理方法

（二）、杂交育种中亲本选配的一般原则.

四、本章知识点

（一）杂交育种的意义

（二）杂交育种中亲本选配的一般原则

（三）杂交育种的杂交方式

（四）杂交育种后代的处理方法

（五）杂交育种的程序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有关概念:杂交育种、组合育种、超亲育种、系谱法、混合法、衍生系统法、单粒传法、

系统群、姊妹系、单交、复交—三交、双交、四交、聚合杂交

（二）领会

１. 亲本选配的一般原则

２.杂种后代的处理方法

３.杂交育种的程序

（三）简单应用

在实际的杂交工作中，应如何正确选用亲本？

（四）综合应用

１.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应怎样正确处理杂种后代？

２.运用杂交育种程序的基本原理，应怎样指导育种工作？

第六章 回交育种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回交育种的概念，理解回交在育种上的用途，掌握回交育

种的特点和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回交育种的特点

１.回交后代遗传变异便于控制 ，向预定方向发展，对改良品种个别缺点效果好

２.多次回交有利于打破目标基因与不良基因间的连锁

３.回交后代群体较小，便于通过温室、异地或异季加代缩短育种年限

４.育成品系与轮回亲本相近，经简单鉴定即可推广

５.局限性：属品种修缮，改良数量性状效果差

（二）、回交的其它用途

１.近等基因系与多系品种培育



２.不育系与恢复系的转育

３.远缘杂交中，回交可提高杂交育性、控制杂种后代分离

（三）、回交育种程序

１.选择轮回与非轮回亲本杂交

２.回交

（1）、根据目标性状遗传采用相应回交转育法

（2）、回交次数

（3）、回交后代群体确定

３.自交 1～2 次

４.回交育成品系鉴定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回交育种特点、应用及程序

四、本章知识点

（一）、回交育种的特点

（二）、回交的其它用途

（三）、回交育种程序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回交育种、逐步回交、饱和回交、有限回交等概念

（二）领会

１.回交育种的用途

２.回交育种的程序

3.回交育种的特点

（三）简单应用

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应如何正确运用回交的方法？

（四）综合应用

目标性状为简单隐性遗传时，如何回交应？

第七章 诱变育种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诱变育种特点，了解理化诱变剂种类与诱变方法，理解诱

变育种程序等。

二、课程内容

（一）、诱变育种特点

１.提高突变率，扩大突变谱

２.改良单一性状比较有效

３.性状稳定快，育种年限短

４.诱变方向与性质尚难掌握

（二）、物理诱变剂及其处理方法

１.物理诱变剂种类 x,r 射线，粒子辐射，航天搭载等

２.辐射处理方法 — 外照射与内照射

３.辐射处理剂量

（三）、化学诱变剂及其处理方法

１.化学诱变剂类别 — 烷化剂，叠氮化钠，碱基类似物等



２.化学诱变处理方法 — 处理材料与剂量

（四）、诱变育种程序

１.诱变材料选择

２.诱变剂量选择

３.处理群体大小

４.后代种植与选择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诱变育种的育种程序

四、本章知识点

（一）、诱变育种特点

（二）、物理诱变剂及其处理方法

（三）、化学诱变剂及其处理方法

（四）、诱变育种程序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 识记

诱变育种、半致死剂量、临界剂量等概念

（二） 领会

1.诱变育种的特点

2.诱变育种的程序

（三）简单应用

诱变育种的处理方法

（四）综合应用

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应如何正确使用诱变育种？

第八章 杂种优势利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基本原理、杂交种生产方法．了解

主要作物杂种优势的利用现状，以及杂交种的种类．理解杂种优势利用的途径和利用条件，

熟练掌握雄性不育在杂种优势中的利用。

二、课程内容

（一）、主要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现状

（二）、杂种优势的度量

（三）、杂种优势利用的基本条件

１.有强优势组合

２.基因型纯合、配合力高的亲本

３.繁殖与制种简便易行

（四）、杂种优势利用途径

１.人工去雄

２.化学杀雄

３.自交不亲和性的利用

４.雄性不育性的利用

（1）、核质互作雄性不育性的应用

（ａ）优良“三系”的选育方法

（ｂ）“三系”的选育方法



（2）、核不育

（ａ）隐性基因核不育 — 普通核不育与环境敏感即光敏核不育的利用（两

系法）

（ｂ）显性核不育

（五）、杂交种的类别

１.杂交种选育程序

（1）、品种间杂交种

（2）、种间、亚种间杂交种

（3）、核质杂种

２.杂交种亲本选配原则

（1）、配合力高

（2）、亲缘关系较远

（3）、性状良好并互补

（4）、自身产量高，花期相近

３.配合力及其测定

（1）、配合力种类 — 一般与特殊配合力

（2）、配合力测定方法 — 预交法、双列杂交和多系测交法

三、课程的重点难点

（一）杂种优势利用途径

（二）杂种亲本的选配原则

四、本章知识点

（一）、主要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现状

（二）、杂种优势的度量

（三）、杂种优势利用的基本条件

（四）、杂种优势利用途径

（五）、配合力的种类及其测定方法

（六）杂交种选育程序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 识记

有关概念：杂种优势 配合力 、中亲优势、超亲优势、杂种优势指数、两系法等

概念

（二） 领会

１.杂种优势的利用的基本条件，以及不同繁殖方式的作物利用杂种优势的特点

２.杂种优势利用的途径

３.杂交亲本的选配问题

4.配合力的测定方法

5.优良三系应具备的条件

（三） 简单应用

1.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应如何测定配合力？

2.普通隐性单基因核不育在杂种优势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应用它生产杂交

种？

（四） 综合应用

优良三系应具备的条件，以及用它如何不断的生产杂交种？

第九章 远缘杂交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远缘杂交育种概念，掌握远缘杂交育种的作用、特点，

理解远缘杂交的困难，以及解决远缘杂交困难的途径。

二、课程内容

（一）、远缘杂交的概念

（二）、远缘杂交在植物育种上的作用

１.培育新品种

２.创造新物种、新作物

３.创造异染色体系

４.诱导单倍体

５.利用杂交优势

６.研究生物进化

（三）、远缘杂交不亲和性及克服方法

1.远缘杂交不亲和性及克服方法

2.远缘杂种夭亡、不育及克服方法

3.远缘杂种后代分离与选择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远缘杂交的作用与三大困难

四、本章知识点

（一）、远缘杂交的概念

（二）、远缘杂交在植物育种上的作用

（三）、远缘杂交不亲和性及克服方法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概念：远缘杂交、亚远缘杂交、双重杂种优势、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等概念

（二）领会

１.远缘杂交的作用

２.远缘杂交的三大困难及其克服方法

（三）简单应用

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应如何解决远缘杂种不育？

（四）综合应用

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应如何克服远缘杂交的不亲和性？

第十章 倍性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多倍体育种的意义以及单倍体育种的成就，掌握倍性

育种的特点与方法，理解人工诱导多倍体的途径，熟练掌握单倍体产生的途径以及单倍体育

种的步骤．

二、课程内容

（一）、多倍体育种

１.多倍体育种的意义



２.多倍体的种类及特点

３.人工诱导多倍体的途径

（二）、单倍体育种

１.单倍体育种的成就

２.单倍体育种的特点

３.单倍体产生的途径

４.单倍体育种步骤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是单倍体育种部分，尤其是单倍体育种特点。

四、本章知识点

（一） 多倍体育种的意义、种类及其特点

（二） 人工诱导多倍体的途径

（三） 单倍体育种的成就、特点、产生途径以及育种步骤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 识记

多倍体育种、单倍体育种、单倍体、多倍体等概念

（二） 领会

１.多倍体育种的特点

２.单倍体育种的特点

３.单倍体产生的途径

（三）简单应用

在实际的生产中如何鉴别多倍体？

（三） 综合应用

在实际的育种工作中，采用哪些方法才能产生单倍体？

第十一章 生物技术育种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生物技术育种的现状、特点，掌握体细胞杂交、转基因

技术育种程序，以及分子标记的类型，理解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分子标记等在植物育种上

的应用情况。

二、课程内容

（一）、生物技术育种的特点

１.拓宽种质资源利用范围

２.变异的定向性较强

３.提高选择效率，加快育种进程

（二）、植物细胞工程

１.细胞和组织培养与作物育种

（1）、体细胞克隆变异及其利用

（2）、诱胚离体培养

（3）、种质长期保存

（4）、脱毒与快速繁殖

（5）、人工种子生产

２.原生质体培养与体细胞杂质



（1）、原生质体分离

（2）、原生质体培养

（3）、体细胞杂交

（三）、基因工程

１.转基因技术发展现状

２.转基因技术育种程序

（1）、目的基因的获得

（2）、外源基因的转化

（3）、转化体的筛选与鉴定

（四）、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

１.分子标记的类型与特点

２.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生物技术育种优点，体细胞杂交，基因工程一般程序，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四、本章知识点

（一）生物技术育种的特点

（二）植物细胞工程

（三）基因工程

（四）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１.有关概念：体细胞杂交、异核体、转基因植物、胞质杂种

２.分子标记的种类及其特点

（二）领会

１.生物技术育种的特点

２.体细胞杂交的一般程序

３.转基因育种程序

（三）简单应用

体细胞杂交技术与转基因技术在实际育中的应用

（四）综合应用

如何把分子标记与实际的育种工作结合起来？

第十二章 抗病虫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抗病虫育种的意义、特点，掌握抗病育种中存在的问题

和方法等。

二、课程内容

（一）、抗病虫育种的意义、特点

１.抗病虫育种的意义

２.抗病虫育种的特点

（二）、作物抗病虫性的类别与机制

１.病原菌的致病性及其变异

２.作物抗病虫性的类别

３.作物抗病虫性的机制



４.作物抗病虫性的遗传与鉴定

（三）、抗病虫品种的选育

１.抗源的收集与鉴定

２.选育抗病虫品种的方法

３.选育和推广抗病虫品种的若干问题

三、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抗病虫育种的特点及存在问题

四、本章知识点

（一）抗病虫育种的意义、特点

（二）作物抗病虫性的类别与机制

（三）抗病虫品种的选育

五、本章考核要求

（一）识记

抗病性、耐病性、抗生性、多系品种、多型品种、哺育品种等概念

（二）领会

１.选育抗病品种的方法

２.抗病育种的特点

3.作物抗病虫育种的机制

（三）简单应用

选育和推广抗病虫品种的应注意的问题

（四）综合应用

选育和推广抗病虫品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耕作学部分

第一章 耕作制度引论

1.农业生产的特点。

2.耕作学的研究内容及含义。

3.耕作制度、种植制度、养地制度的概念。

第二章 资源辨识与作物布局

1.作物布局的概念与内涵。

2.作物布局的原则。

3.作物布局的内容与步骤。

4.光照、温度、水分、土壤对作物布局的影响。

第三章 复种

1.复种、复种指数、多熟种植、休闲、撂荒等概念。

2.复种的意义与作用。

3.复种的效益原理。

4.复种的应用条件。



第四章 间套作（立体种植）

1.单作、间作、混作、套作、立体种植、立体种养、土地当量比等概念。

2.间套作效益原理

3.间套作技术特点

第五章 轮作与连作

1. 轮作、连作、换茬、连茬、水旱轮作、草田轮作、茬口、茬口特性等概念。

2. 轮作的作用、条件与应用。

3. 连作存在的原因及应用条件。

4. 连作的危害及消除途径。

5. 忌连作和耐连作的作物有哪些。

第六章 养地

1. 养地制度的概念

2. 我国耕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 农田土壤培肥的主要途径与措施。

4. 保护性耕作与保护性种植的方法。

第七章 土壤耕作

1.土壤耕作的概念

2.土壤耕作的实质与任务

3.基本耕作和表土耕作的概念

4.免耕法的组成环节

5.少免耕法的优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