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农业大学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846 考试科目： 土地资源学

本考试大纲由土地与环境学院（单位）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通过。

一、考试性质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

二、考查目标

考查学生对土地资源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规律的掌握及理解程

度，考查学生运用土地资源学基础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适用范围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80 分钟。

（二）试卷内容结构

试卷内容包括土地资源自然和社会经济构成要素；土地资源类型、结

构及变化；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土地资源退化、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与管理；中国及区域土地资源现状及问题等。

（三）试卷题型结构及分值比例

试卷题型一般包括问答题（含名词解释）和论述题，其中问答题占

60%，论述题占 40%。

五、考查内容
（一）第一章 绪论

1.土地资源学的概念以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土地资源学的研究趋



向与发展前景。

2.土地资源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3.土地的概念、特性、功能和作用。

（二）第二章 土地资源的自然构成要素

了解土地资源的形成与演化，土地资源的自然构成要素的种类。

掌握各自然构成要素的组成和特征。重点掌握土地资源各自然构成要

素对土地资源性质与利用的影响。

1. 土地资源的气候组成要素分析：光照资源及其指标；热量资源指

标（积温及其意义）；降水资源的类型及影响。气候要素对土地利用

的影响。

2. 土地资源的地学组成要素分析：不同地貌类型对土地资源的影响；

不同岩性及其矿物质组成对土地资源的影响。

3. 土地资源的水文组成因素：地表水类型；地下水类型；主要水文

特征指标和常用水文名词；水文条件对土地资源的影响。

4. 土地资源的生物组成要素：生物的相关概念；生物的构成；生物

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生物之间的关系；生物与土地资源。

5. 土地资源的土壤组成要素：土壤概述；土壤与土地资源。

（三）第三章 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构成要素

了解人类文明发展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掌握主要的社会经济

构成要素的构成。重点掌握构成土地资源社会经济要素的特征及其对

土地资源性质与利用的影响。

1．人类与土地资源：人类文明与土地资源；人地关系及其发展；人

类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

2．经济与土地资源：经济结构与土地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资

源；城市化与土地资源；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土地资源。

3．制度与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土地产权制度对

土地资源的影响；政策法规与土地资源；地籍制度与土地资源。

4．文化与土地资源：文化的定义、种类、作用以及特征；土地利用

文化的含义与特点；文化对土地利用的作用机制；造成土地利用问题

的文化根源。

（四）第四章 土地类型的形成、结构与地域分异



了解土地类型的演替。掌握土地资源类型的概念和划分，土地类

型与十地资源类型的关系。重点掌握土地类型的概念、划分、土地类

型分布规律；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的发展和现状。

1．土地类型的概念、划分、土地分类与土地分级、土地类型的研究

方法。

2．土地类型的形成与地域分异：形成机制；地域分异的规律、尺度、

表现形式。

3．土地类型的结构与演替：数量结构、质量结构、空间结构；土地

类型演替的概念、类别。

4．土地利用分类：我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的内容及其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五）第五章 土地资源调查

了解土地调查的一般程序和方法。掌握土地条件调查的工作内

容。重点掌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工作内容和方法。

1. 土地资源调查的一般程序：准备工作；外业工作；内业工作；检

查验收。

2. 土地资源条件调查：土地位置调查；气候要素调查；地形地貌要

素调查；水资源调查；土壤资源调查；植被要素调查；土地类型调查；

社会经济资料调查等。

3. 土地利用现状与变更调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变更调查；土地

调查数据库及管理系统。

4.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与预警：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土地利用预警；

5. 土地调查中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

统；全球定位系统；3S集成技术。

（六）第六章 土地资源评价

了解比较经典的几种土地评价方法的产生背景。掌握不同评价方

法的一般程序。重点掌握土地资源评价的目的、意义；常用的几种评

价方法的特点。

1．土地资源评价概述：土地资源评价的目的和意义；依据和原则；

评价指标的选取；评价方法和一般程序。



2．土地资源潜力评价：背景、方法、程序、特点。

3．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背景、方法、程序、特点。

4．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意义、原则、内容、方法。

5．土地承载力评价：人口承载力的含义、研究思路、估算方法和流

程。

6. 持续土地利用管理评价：持续土地利用管理系统分析、评价步骤、

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7. 土地资源经济评价：含义、指标体系、一般步骤和常用方法。

8.土地分等定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农用地分等定级。

（七）第七章 土地资源利用

了解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有关内容。掌握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涵义、原则以及如何进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重点掌握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利用工程；土地利用

与生态安全和全球变化。

1．土地利用系统分析：有关概念；一般过程。

2．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涵义、原则、设计模式。

3．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内涵、目标、衡量标准和优化配置方法。

4．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内涵；农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城

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5．土地资源利用工程：含义、特点、内容、主要技术。

6．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土地生态系统的概念、组成和特点；土地

利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生态安全评价。

7．土地利用与全球变化：LUCC 相关介绍。

（八）第八章 土地资源的退化与保护

了解目前土地资源退化的状况。掌握土地资源的保护对策和措

施。重点掌握土地资源的退化的类型、特点、产生原因与其防治对策。

1. 土地退化的含义及类型：土地退化含义、类型。

2. 土地退化的诱因与防治：主要土地退化类型的特点、诱因；土地

退化的防治。

3. 土地资源的保护：保护对象；相关理论；保护内容；保护措施。

（九）第九章 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后备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了解当前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后备土地资源的基本状况。掌握前

述几种类型土地的基本特点。重点掌握前述几种类型土地的利用规律

和合理利用保护措施。

1. 农用地利用与保护：概述；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其他农用

地。

2. 建设用地利用与保护：概述；城镇建设用地；村庄用地；独立工

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其他特殊用地的利用与保护。

3. 后备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概述；后备土地资源利用潜力评价；

后备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措施。

（十）第十章 中国土地资源概况

了解中国土地资源形成背景。掌握中国土地资源的特点、优势及

不利因素。重点掌握中国土地资源利用问题与对策。

1．中国土地资源的形成背景：地理背景；人文背景。

2．中国土地资源特点、优势及不利因素：数量和质量；时空特征。

3．中国的农用地资源、建设用地资源、未利用土地资源概况及合理

利用对策。

（十一）第十一章 中国土地资源分区

了解中国土地资源分区历史。掌握中国土地资源分区的主要原则

与方案。重点掌握中国土地资源各个分区的主要特点及利用保护措

施。

1．中国土地资源分区的历史回顾：不同时期和不同方案介绍。

2．中国土地资源分区原则及方案：原则；分级区划及命名。

3．中国分区概述：各分区情况介绍。
（十二）第十二章 世界土地资源概况

了解世界土地资源的概况。掌握世界土地资源主要问题。重点掌

握解决世界土地资源问题的对策。

1．世界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现状。

2．世界土地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

3．世界土地资源问题的共同对策。



六、参考书目

《土地资源学》（第二版），王秋兵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