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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栏：各单位自命题考试科目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请

在说明栏里加备注。

青海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农业综合知识一》考试大纲

命题院系（盖章）：农牧学院农林系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339 农业综合知识一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农业综合知识一》考试大纲适用于青海大学专业型农业

农艺与种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农业综合知

识一》主要测试考生对于农业方面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的

掌握及灵活运用的能力，测试农业生产中考生的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农业知识综合一》考试内容主要

涵盖《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和《土壤肥料学》三门课

程。

二、考试形式及结构

《农业综合知识一》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



单项选择体：3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35 分；

名词解释题：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简答题：6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论述题：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辨别正误：1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填空题： 20 空，每空 1 分，共 20 分。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遗传学》

1.掌握遗传学的概念、遗传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重要作

用。掌握细胞的结构与功能，染色质与染色体的概念、染色体

形态、组成及分子结构及数目。细胞周期、有丝分裂、无丝分

裂及减数分裂的意义及特点。掌握雌、雄配子的形成、植物的

授粉与受精、无融合生殖的意义及过程。

2.掌握 DNA 和 RNA 的化学结构及区别，掌握 DNA 的复制的

一般特点、原核生物 DNA、真核生物 DNA 及 RNA 的复制。掌握

遗传密码、蛋白质的合成、中心法则及其发展。

3.掌握性状分离现象及其解释、表现型和基因型、分离规

律的验证与应用，两对相对性状的遗传、独立分配现象的解

释、独立分配规律的验证与应用，X
2
测验的应用、多对基因的

遗传。掌握显隐性关系的相对性、复等位基因、致死基因、基

因互作、多因一效和一因多效的内涵及应用。

4．掌握连锁遗传及其解释、完全连锁与不完全连锁的特

点、交换及其发生机制。交换值及其测定、基因定位及其连锁



图，真菌类连锁与交换、连锁遗传规律的应用，性别决定与性

连锁。

5．掌握基因突变的概念及意义、基因突变的重演性、可

逆性、多方向性、有害性和有利性及平行性。了解基因突变的

性状变异类型、显性突变与隐性突变的表现、体细胞与性细胞

突变的表现、大突变与微突变。了解微生物、植物、动物突变

的鉴定方法。基因突变的分子机制及其诱发因素。

6.掌握染色体缺失、重复、倒位易位的类型及形成、细胞

学鉴定、遗传效应，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对染色体结构变异的

诱发，掌握染色体结构变异在基因定位、育种、控制害虫、创

造玉米核不育系的双杂合保持系及家蚕性别鉴别的应用。

7.掌握染色体组、整倍体、非整倍体的概念及特征，同源

多倍体、异源多倍体、多倍体的形成途经及应用。单倍体表现

特征及主要作用。

8 .掌握数量遗传的特征、遗传基础及超亲遗传、平均数、

方差及标准差、数量性状的遗传模型和方差分析，遗传力的概

念、估算及应用，了解 QTL 定位的原理、补助、统计方法及分

析的应用前景。

9．掌握近交的概念、自交、回交的、纯系学说内涵及其发

展、杂种优势的表现及其遗传假说，近亲繁殖、杂种优势在育

种上的的利用及杂种优势的固定。了解细菌和病毒的特点、细

菌的遗传分析、噬菌体的遗传分析。



10． 掌握细胞质遗传的概念及特点、母性影响的概念及实

例、叶绿体遗传的表现及叶绿体基因组，线粒体遗传的表现及

线粒体基因组、共生体和质粒体决定的遗传、雄性不育的概

念、类别、发生机制、遗传特点及应用。

11.掌握基因工程概述、基因分离的工具、载体及分离方

法，了解重组 DNA 技术、植物表达载体、遗传转化的方法，转

基因生物的分子检测及生物学性状鉴定，掌握基因工程的应

用、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

12.了解群体遗传的平衡、影响群体遗传平衡的因素，生物

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物种的概念及其形成的方式。

第二部分 农业生态学

1.掌握农业生态学、、系统、生态系统的概念、农业生态

系统的概念及特点。了解促进现代意义的农业生态学发展形成

的动力。

2.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组分与环境组分、个体生态及

其在农业中的应用、种群生态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次生代谢

物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种群的生活史对策及种群调节。掌握

群落的基本特征、群落演替协同进化及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及内

涵。掌握生态系统的生物结构、营养结构、空间结构及时间结

构的概念及内涵。

3.掌握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规律、途经，初级生产的能

流、次级生产的能流。掌握辅助能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不同

类型生态系统的辅助能的特点与能量效率，高辅助能投入的石



油农业困境、农业生态系统辅助能的合理使用，低碳农业与再

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4.掌握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库与流及物质循环的基本类

型。掌握水循环的库存和流动特点、人类对水循环的影响、农

业生产的水平衡，农业水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农业节水措

施。掌握碳循环的库存及流动特点、人类对碳循环的影响与温

室效应，农业生产活动与碳循环，温室效应对农业的影响，碳

足迹与低碳经济。掌握氮循环的库存及流动特点、人类对氮循

环的影响及氮污染、农业生产中的氮平衡，提升氮素利用效率

的措施。掌握磷循环的库存及流动特点，人类对磷循环的影响

与水体富营养化，农业生产中的磷平衡、提高磷酸利用效率的

措施，钾循环的库存及流动特点，人类对钾循环的影响，农业

生产的钾平衡，硫循环的库存及流动特点，硫循环的人为干扰

与酸雨对农业的影响。掌握污染物在食物链上的浓缩作用，典

型工业源污染物对农业的影响。

5.掌握农业资源的概念与分类、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

用控制和替代，再生资源的利用、保护和增值，资源利用的生

态经济规律，我国的资源问题。

6.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信息流和人工信息流、信息的

度量和生态系统进化的度量。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资金流的基

本构成、资金流与能流物流的关系。掌握自然生态系统的调控

机制、农业生态系统调控的原则及调控层次，人工直接调控方

法与间接调控方法。了解农业生态转型的法规体系及生态环境

效益经济外部性。



7.掌握农田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种养之间形成的循环体

系、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的循环体系、城乡间物质循环利用。

了解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生态农业技术体系。

8.了解农业资源节约技术、农业资源替代技术、农业资源

增值技术、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养殖业污染处理技

术、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植被恢复技术、退化环境修复技术。

9.了解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的优势和成效、

问题与出路。自然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

农业绿色栽培、农业清洁生产、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等

替代农业的特点、现状及发展思路。

第三部分 土壤肥料学

1.了解土壤肥料在农业中的作用、土壤是一种再生自然资

源、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分、土壤与肥料的概念与发

展、土壤肥料学的任务。

2. 了解土壤母质的来源与形成；土壤矿物质的矿物组成和

化学组成，土壤质地及其改良途经；掌握土壤中有机质的来

源、化学组成及其在土壤中的转化，有机质在土壤肥力中的作

用及其调节途经。掌握土壤生物多样性、土壤生物对土壤及其

植物的作用，土壤管理对土壤生物的作用；土壤水分类型及含

量、土壤水分能量，土壤有效水、土壤水运动，土壤水状况调

节；土壤空气状况、土壤通气性及土壤氧化还原状况，土壤空

气的调节。



3.了解土壤胶体、土壤的阳离子吸附、土壤阴离子的代换

作用。土壤的酸碱性和氧化还原反应。土壤孔性结构性和耕

性。土壤热量状况，土壤生产性能。

4 了解我国土壤的形成条件及分布，盐碱土的改良利用。

了解我耕地资源和土壤资源。掌握土壤退化的概念及分类，我

国土壤退化主要类型及防治途经。掌握高产肥沃土壤的特征和

土壤培肥的基本措施。

5. 掌握植物的营养成分、植物对营养的吸收、影响植物吸

收养分的光照与温度、水分、通气、土壤反应、养分浓度、离

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掌握施肥与植物产量和品质的关系。掌握

植物营养特性与施肥的原则。

6 掌握氮素营养对植物的作用、土壤中氮的循环、氮肥的

种类、性质和施肥技术、氮肥的含量分配和施用；掌握磷素营

养对植物的作用、土壤中磷的循环、磷肥的种类、性质和施肥

技术、磷肥的含量分配和施用；掌握钾素营养对植物的作用、

土壤中钾的循环、钾肥的种类、性质和施肥技术、钾肥的含量

分配和施用。

7 了解钙、镁、硫肥营养对植物的作用，土壤中钙、镁、

硫肥，钙、镁、硫肥的种类、性质及施用。硼、铁、锌、铜、

钼、锰、氯等微量元素对植物的作用，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常

见微量肥的种类、性质及施用。掌握复合（复混）肥料的概

念、品种、性质与合理施用特点、肥料的混合技术。



8.掌握有机肥的特性及作用，有机肥与化肥的配合施用，

掌握粪尿肥、堆沤肥、沼气发酵肥、秸秆还田、绿肥、饼肥、

泥碳及腐殖酸肥料、泥土肥的特点及腐熟方法及标准。掌握绿

肥的意义、种类，主要绿肥作物生长习性和栽培要点、常见绿

肥作物的栽培方式。了解商品性有机肥的现状与前景、类型及

生产工艺。

9.掌握施肥与大气环境、施肥与水环境、施肥与土壤环

境，掌握防治施肥对环境影响的对策与措施。了解施肥与农产

品品质、施肥与食品安全、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保证食品安全的

对策与措施。

四、考试要求

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植物综合知识一》为闭卷，笔试，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答案必须写在答

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1. 《遗传学》、（2015 年 7 月 第 3 版）、刘庆昌主编，

科学出版社。

2.《土壤肥料学》（2005 年 8 月 第 2 版），谢德体主

编， 中国林业出版社。

3.《农业生态学》（2017 年 3 月 第 3 版），骆世明主

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