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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作物育种学》课程考试大纲

一、大纲的性质

《作物育种学》是报考我校农学专业插班生的考试科目之一。为帮助考生明确考试复习范围和有关要

求，特制定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农学专业插班生考生的入学考试复习。

二、考试要求

考生应全面系统了解选育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技术，初步掌握作物引种和育种的

主要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初步了解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方法和发展。

三、卷面结构

1.课程组成：作物育种学总论

参考书《作物育种总论》（第三版），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6 月

2.内容组成：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占 75%；应用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和综

合知识应用题等方面的内容占 25%。

3.考试题型：名词解释（25%）；填空题（25%）；简答题（30%）；综合性答题（20%）。

四、考试方式和时间

1.考试方式：笔试

2.考试时间：2小时

五、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掌握作物育种学的性质和任务，品种的概念。一般了解我

国作物育种的成就，掌握作物进化与遗传改良和作物育种学的发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作物进化与遗传改良。（重点）

识记：作物品种，自然进化，人工进化。

理解：作物进化的基本因素

应用：优良品种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二）作物育种学的发展。（次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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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作物育种学。

理解：作物育种学的性质、任务和内容；现在作物育种的发展动向。

（三）我国作物育种的成就与展望。（一般）

识记：近代育种工作的成就。

理解：作物育种工作的展望。

第一章作物的繁殖方式及品种类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通过学习本章的内容，了解作物的繁殖方式，自交和异交的遗传效应，为育种方

式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作物的繁殖方式。（重点）

识记：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无融合生殖。

理解：有性繁殖植物的主要授粉方式，

应用：作物天然异交率的测定。

（二）自交和的遗传效应。（次重点）

识记：自交的遗传效应，异交的遗传效应。

理解：自花授粉作物、常异花授粉作物、异花授粉作物的基因型。

应用：自交和异交遗传效应的应用。

（三）作物的品种类型及其特点。（次重点）

识记：自交系品种、杂交种品种、全体品种、无性系品种。

理解：自交系品种、杂交种品种、全体品种、无性系品种的育种特点。

第二章种质资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的内容，了解作物起源中心学说及其发展，掌握作物品种资源的重要性，同时熟练掌握

作物品种资源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作物品种资源的重要性，作物品种资源工作的主要内容。（重点）

识记：品种资源、种质资源、遗传资源、基因资源。

理解：种子资源在育种上的重要性。

应用：不同类别种质资源的特点。

（二）作物起源中心学说及其发展。（次重点）

识记：初级基因库，次级基因库，三级基因库，原生作物，次生作物。

理解：瓦维洛夫作物起源中心学说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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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作物起源中心学说在作物育种上的意义。

（三）种子资源的研究与利用。（次重点）

识记：地方品种、主栽品种、原始栽培类型、野生近缘种、人工创造的种质资源。

理解：种子资源的特点，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应用：种质资源的保存应用。

第三章育种目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现代农业对品种性状的要求，同时，了解作物育种的主要目标性状，掌握制

定育种目标的原则。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制定育种目标的原则。（重点）

识记：育种目标。

理解：制订作物育种目标的原则。

应用：在某一地区制定某种作物的育种目标。

（二）作物育种的主要目标（次重点）

识记：生物产量、经济产量、收获指数、株型育种、高光效育种。

理解：作物育种的主要目标性状，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合理株型，矮化育种，高光效育种，不同作

物的品质性状。

应用：不同作物的品质性状育种。

（三）现代农业对作物品种的要求。（一般）

识记：高产、稳产、优质。

理解：现代农业对品种性状的要求。

第四章引种与选择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主要作物的引种规律，引种工作环节和纯系育种程序。同时，

要掌握引种与驯化，品种出现自然变异的原因。了解作物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类型及气候相似论。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引种与驯化，作物引种规律，引种的工作环节。（重点）

识记：引种、生态条件、生态类型、长日照作物、短日照作物。

理解：引种与驯化的概念，引种的基本原理，影响引种成功的因素，作物的不同类型引种后的生长变

化规律。

应用：引种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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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育种。（次重点）

识记：选择育种，自然变异，纯系。

理解：作物品种自然变异的原因，纯系学说，性状鉴定与选择。

应用：选择育种程序。

（三）作物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类型，气候相似论（一般）

识记：气候相似论

理解：气候相似性原理，植物驯化的原理。

应用：植物驯化的方法。

第五章杂交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掌握杂交育种的亲本选配，杂种后代处理的不同方式及其理论依据和

杂交育种程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杂交育种中亲本的选配，杂交后代的选择。（重点）

识记：组合育种、超亲育种，系谱法，混合法。

理解：杂交育种中选配亲本的一般性原则，系谱法各世代进行选择的理论依据，混合法选择的理论依

据。

应用：杂交育种系谱法各世代主要工作，加速杂交育种进程的方法，杂交育种后代的早期预测。

（二）杂交育种的意义，杂交技术与杂交方式。（次重点）

识记：杂交育种，开花期，杂交方式，单交，复交。

理解：杂交育种概念、原理和意义，不同杂交方式及其遗传组成。

应用：杂交技术的应用。

（三）杂交育种的程序（一般）

识记：亲本圃、选种圃、鉴定圃。

理解：杂交育种工作的各个环节及其主要工作和任务。

应用：杂交育种程序及其主要工作。

第六章回交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回交育种在作物育种上的利用价值，掌握回交育种的原理、过程和主

要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回交育种的方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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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回交育种。

理解：亲本的选择，回交后代的选择，回交的次数和所需植株数及其修饰回交育种的方法。

应用：不同转移性状回交后代的处理方法。

（二）回交育种的遗传效应。（次重点）

识记：回交，轮回亲本，非轮回亲本。

理解：作物回交育种的意义及遗传效应。

应用：回交育种中轮回亲本与非轮回亲本的选择。

（三）回交育种的特点及其应用价值。（次重点）

识记：回交育种的特点。

理解：回交育种法的主要应用范围和局限。

应用：回交育种的其他用途。

第七章诱变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常用的物理诱变剂和化学诱变剂，掌握作物对辐射的敏感性，诱变

育种程序及其工作内容，同时了解诱变育种成就与展望。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诱变育种的程序。（重点）

识记：诱变育种，半致死剂量，半致矮剂量，临界剂量。

理解：诱变育种的工作环节和任务。

应用：诱变育种程序及其工作内容。

（二）常用的物理诱变剂和化学诱变剂及其处理方法。（次重点）

识记：诱变剂、紫外线、X 射线、ｒ射线、粒子射线、航天搭载、常用物理诱变处理材料，常用化学诱

变剂的类别与性质。

理解：辐射处理的方法，辐射处理的剂量，化学诱变剂处理材料的方法、剂量。

应用：物理诱变剂的处理，化学诱变剂的处理。

（三）诱变育种的成就及特点。（一般）

识记：植物辐射诱变育种的的主要成就和发展趋势。

理解：诱变育种的特点。

第八章远缘杂交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要求学生了解远缘杂交的重要性和远缘杂交的染色体变异，掌握远缘杂交的作用，

远缘杂交育种的困难及其克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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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远缘杂交的困难及其克服的方法。（重点）

识记：不亲和性，杂种夭亡、不育的具体表现。

理解：远缘杂交不亲和性的原因，杂种夭亡、不育的原因。

应用：克服远缘杂交不亲和的方法，杂种夭亡、不育的克服方法。

（二）远缘杂交育种的重要性，杂种后代的分离。（次重点）

识记：远缘杂交，远缘杂种后代性状分离的特点。

理解：远缘杂交在育种工作中的重要性，远缘杂种后代分离的控制。

应用：远缘杂种育种技术。

（三）远缘杂交育种的其他策略。（次重点）

识记异附加系、异置换系、易位系。

理解品系间杂交技术，外源染色体导入，易位系和杂合体的遗传特点。

应用：易位系的鉴别方法。

第九章倍性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要求学生了解获得多倍体的方法和单倍体加倍的方法，掌握多倍体的鉴定，植物界的多

倍体及其育种意义，获得单倍体的途径和方法，多倍体的类型和人工多倍体的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掌握多倍体、单倍体育种的基本工作环节和特点。（重点）

识记：多倍体育种的意义。

理解：多倍体育种的基本步骤，单倍体育种的主要步骤。

应用：多倍体作物的应用，单倍体在育种上的应用及其特点。

（二）了解和掌握多倍体、单倍体概念、类型和人工多倍体的应用。（一般）识记：多倍体、单倍体、

同源多倍体、异源多倍体。

理解：多倍体的特点人工诱导产生多倍体的途径，单倍体产生的途径。

应用：多倍体、单倍体的鉴定和人工多倍体的应用。

（三）单倍体在育种上的应用价值。（次重点）

理解：单倍体在育种上的应用价值，单倍体育种成就。

第十章杂种优势利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要求学生了解杂种优势利用的简史与现状，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自交系的选育与改良，

杂交种的类别。掌握杂种优势的概念、表现特点及其评价指标，配合力的概念及其测定，同时掌握雄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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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其在杂种优势中的应用及其杂种优势利用的途径。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杂种品种的选育程序，利用作物杂种优势的方法。（重点）

识记：杂种优势利用的基本条件，对杂种亲本的基本要求，配合力，特殊配合力，自交不亲和性，雄

性不育性，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单交种，双交种，综合杂交种，一环系，二

环系，测验种，杂种优势大小的指标。

理解：杂种亲本的选育，配合力的测定，杂种品种的亲本选配原则，杂种品种的类型。

应用：自交系的选育方法，选育“三系”的方法，利用杂种优势的基本条件。

（二）杂种优势的表现特征。（次重点）

识记：杂种活力，中亲优势，超亲优势，超标优势，杂种优势指数。

理解：杂种优势的普遍性、复杂多样性，F2 及以后世代杂种优势的衰退。应用：杂种优势的度量。

（三）杂种优势利用的简史与现状，杂种优势表现的遗传基础。（一般）

识记：杂种优势。

理解：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现状，显性假说，超显性假说。

第十一章雄性不育及其杂种品种的选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雄性不育的遗传及其生物学特性，掌握核质互作雄性不育杂种品种的选育和

核雄性不育杂种品种的选育。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核质互作雄性不育杂种品种的选育。（重点）

识记：胞质雄性不育材料的获得，恢复基因的发掘，优良恢复系的选育标准。

理解：不育系和保持系选育的方法，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具体要求，恢复系选育的方法。

应用：杂种品种的选配。

（二）核雄性不育杂种品种的选育。（一般）

识记：核不育种质的获得及鉴定。

理解：光温敏雄性不育系的选育、鉴定。

应用：两系杂种品种的选配及利用。

（三）雄性不育的遗传及其生物学特性，核基因不育杂种优势利用。（次重点）

识记：雄性不育，保持系，恢复系，雄性不育的形态差异。

理解：质核互作雄性不育的遗传，核雄性不育的遗传，雄性不育的细胞学特征和花粉败育的特征，雄

性不育的生理生化特性。

应用：高不育系的选育和利用，核不育系的选育利用，显性核不育系的选育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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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抗病虫育种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在学习本章节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了解抗病虫育种的重要性，掌握病原菌致病性的变异，基因对基因

学说，抗病性遗传，抗虫性遗传。同时掌握抗病性的类型和机制，抗虫性的类型和机制，选育抗病、虫品

种的方法，选育和推广抗病、虫品种的主要问题。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作物抗病虫性的类别与机制，抗病虫品种的选育及利用。（重点）

识记：抗病性，抗虫性，致病性、生理小种、毒性、作物抗病虫性的类别。理解：致病性的遗传，致

病性的变异，抗病性机制，抗虫性机制。

应用：抗病虫品种的选育方法。

（二）抗病虫性的遗传与监定。（次重点）

识记：主效基因遗传，微效基因遗传，细胞质遗传。

理解：基因对基因学说。

应用：抗病性的鉴定，抗虫性的鉴定。

（三）抗病虫育种的意义与特点。（一般）

识记：抗病虫育种的意义与作用。

理解：抗病虫育种的特点。

第十三章抗逆性育种（一般）

掌握作物抗旱、耐盐、抗寒、耐铝、耐湿性鉴定技术和指标。了解作物抗旱、耐盐、抗寒、耐铝、耐

湿性品种选育的方法。

第十四章群体改良与轮回选择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群体改良的意义，双列选择交配体系，杂种群体改良的其他途径。掌握轮回选

择的概念、步骤和作用，基础群体的培育。掌握表现型轮回选择，半同胞轮回选择，全同胞轮回选择，相

互半同胞轮回选择。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群体改良的轮回选择法（重点）

识记：轮回选择，复合杂种群体，歧化选择。

理解：轮回选择的步骤和作用应用：表现型轮回选择，半同胞轮回选择，全同胞轮回选择，相互半同

胞轮回选择，双列选择交配体系。

（二）群体改良的原理，基础全体的建立。（次重点）

识记：群体，基因平衡定律。



9

理解：群体进化的主要动力，基础群体的建立。

应用：合成种质全体的方式，自花授粉作物的异交化问题。

（三）群体改良的意义，雄性不育性在轮回选择中的应用。（一般）

识记：群体改良的意义。

理解：混合集团选择法，S1 选择，自交半同胞家系轮回选择。

应用：雄性不育性在轮回选择中的应用。

第十五章细胞工程与作物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了解体细胞变异与筛选，原生质体培养，体细胞杂交及其鉴定与选择。

掌握细胞与组织培养的应用，基因工程改造植物的步骤。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细胞和组织培养与作物育种。（重点）

识记：体细胞克隆变异的遗传基础，突变体的筛选，单倍体细胞培养在遗传和育种中的价值。

理解：突变体在作物改良上的应用，幼胚培养与远缘杂交育种。

应用：体细胞杂交的主要步骤。

（二）植物的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次重点）

识记：细胞全能性，培养基的种类和特点，培养基的成分。

理解：母液的配制，培养基的配制。

应用：无菌操作方法。

（三）植物原生质体培养和体细胞杂交。（一般）

识记：原生质体。

理解：原生质体的分离，影响原生质体分离的因素，原生质体培养。应用：体细胞杂交方式。

第十六章转基因技术与作物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了解作物的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作物的遗传特点，转基因作物品种的选

育，转基因作物的生物安全性等方面的知识，掌握转基因的过程及主要步骤以及转基因安全评价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转基因作物的培育过程。（重点）

识记：目的基因的克隆方法，转基因育种，Ti 质粒等。

理解：转基因在作物改良上的应用，转基因育种育种。

应用：转基因的的主要步骤。

（二）转基因作物的遗传特点。（次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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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外源基因，转化子，外源基因的整合。

理解：转基因在后代中的遗传规律。

应用：外源基因在转基因后代中的表达。

（三）转基因的安全性评价。（次重点）

识记：转基因植物。

理解：转基因的安全性涉及方面，我们该怎样评价。

应用：转基因的鉴定方式。

第十七章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分子标记的类型和作用原理，重要农艺性状基因连锁标记的筛选技术，作物 MAS 育种的方法。掌

握分子标的标记的特点，分子标记基因定位的技术路线，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的技术路线以及如何提高

分子标记辅助选的效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及过程。（重点）

识记：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前景选择，背景选择，聚合回交，分子标记辅助回交。

理解：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过程及步骤，回交育种的方法。

应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及分子标记聚合回交的主要步骤。

（二）分子标记的类型及原理。（次重点）

识记：分子标记，SSR，AFLP,SNP。

理解：分子标记的特点，及不同分子标记的特点。

应用：能用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分子标记基于什么特点。

（三）连锁图谱的构建及重要农艺性状基因定位。（一般）

识记：连锁图谱，QTL，质量性状，初级群体，永久群体，DH 群体，永久 F2 群体。

理解：连锁图谱构建以及基因定位的过程及路线。

应用：质量性状及 QTL 定位的过程及方法。

第十八章作物育种的试验技术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求熟悉和掌握作物育种的田间试验技术及其试验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正确进

行田间试验并合理地进行试验资料的统计分析。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作物育种的田间试验技术。（重点）

识记：边际效应，生长竞争，选种圃，鉴定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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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田间试验设计技术，试验小区设计技术，不同育种阶段的试验技术，品系比较试验，生产试验、

多点试验与品系繁殖。

应用：作物育种试验技术应用。

（二）品种区域试验技术。（次重点）

识记：品种区域试验。

理解：区域试验的方法和程序。

应用：区域试验资料的统计分析。

（三）品种稳定性和适应性分析。（一般）

识记：品种适应性，品种稳定性。

理解：品种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应用：品种适应性和产量稳定性的参数估计。

第十九章种子生产与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要求一般了解品种审定工作，掌握品种推广，良种的加速繁殖方法。掌握种子生

产程序，品种混杂退化及其防治，原种生产，杂交种的生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种子生产。（重点）

识记：原原种（育种者种子）、原种（基础种子）、良种（合格种子）、品种更换、品种更新。

理解：我国种子繁育工作的“四化一供”方针

应用：品种混杂退化的防治，“三年三圃”制的原种生产，良种的加速繁殖。

（二）品种的混杂、退化及其防治。（次重点）

识记：品种退化，品种混杂。

理解：品种混杂退化的原因。

应用：品种混杂退化的防止。

（三）品种审定与推广。（次重点）

识记：品种审定，品种推广。

理解：品种审定的概念及其组织特性与程序，

应用：品种推广的方式。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作物栽培学》课程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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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栽培学是农业专业、种子科学与工程，植物保护等专业本科生的主要专业课之一，是一门直接为

农业生产服务的综合性、实践性学科；其课程性质是研究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外界

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栽培管理、生长调控以及优化决策等途径，来实现作物高产、优质、高效、

安全及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应用性科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作物栽培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使学生能够了解各种农作物的

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能够根据农作物生长发育的特性，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和生产条件，制定科学的高

产、优质、高效、安全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措施，用以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

第一篇作物栽培学概述

第一章作物起源、分布与利用

1、主要内容

作物的起源和起源中心；作物的传播和多样性；作物引种时应注意问题；作物、作物分类和作物生产。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起源和物起源中心，作物的传播和引种的注意问题；作物的广义和狭义概念；作物分类依据、植

物学与农业生产学相结合的作物；分类以及各分类代表的作物。

第二章作物栽培学的形成与特征

1、主要内容

作物栽培学的概念、任务和特点；学习作物栽培学的思路、方法和创新方向以及作物栽培学现代化的

标志等。国内外作物栽培学的发展历史；作物栽培学的理论框架（包括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栽培学的概念；作物栽培学的任务和特点，学习作物栽培学的思路、方法和创新方向，作物栽培

学现代化的标志。作物栽培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过程；作物栽培学的理论框架（理论体系和技术

体系）。

复习内容

1、什么是作物栽培学？其作用、任务和特征是什么？如何学好作物栽培学？

2、作物栽培学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主要包括那些方面？

3、为什么说作物栽培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可以有选择的引进国外作物栽培技术，但不能替代具有中

国特色的作物栽培技术的理由是什么？

4、作物栽培学的基本和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主要有那些，其异同点是什么？

5、现代作物栽培学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那几个方面？

6、栽培作物和野生植物有那着本质的区别？

7、作物的狭义和广义概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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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作物分为那四大部门十大类？各门类有那些代表作物？

9、简述我国农业资源的特点和种植业现状。

第二篇作物发育和产品形成

第三章作物的生育时期和生育期

1、主要内容

作物温光反应特性、感温性、感光性、春化作用以及作物温光反应分类；作物的基本营养生长特性以

及在生产上的应用等。作物生长发育的概念，作物生长的一般进程，作物生育期、生育时期、物候期以及

气候生长期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温光反应特性、感温性、感光性、春化作用的概念以及作物温光反应分类，作物的基本营养生长

特性以及在生产上的应用。生长，发育，作物生育期，生育时期和物候期等；作物生长发育的一般进程。

第四章作物器官建成

1、主要内容

种子萌发、种子种类、发芽条件、种子寿命和休眠；作物根的生长和分类；作物茎的生长和分类以及

影响生长的因素；作物叶的生长和影响因素；花器官分化、授粉、受精和影响的因素；营养生长与生殖生

长的相关性，作物器官间的同伸关系，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生长的相关性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种子，种子种类，发芽条件，种子寿命和休眠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根的分类、生长和影响因素；茎

的生长和影响的因素；叶的生长、组成、影响因素和功能；花的发育、授粉、受精和影响因素等；同名器

官、同位器官、同伸关系和同伸器官，叶龄、叶龄余数和叶龄指数等。

第五章作物的群体动态

1、主要内容

作物群体结构、动态和群体生产力。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个体、群体，作物群体结构，作物合理的群体结构，作物群体的功能，群体自动调节的基本特点

和影响因素。群体产量和群体生产力。

课后复习内容：

1、什么是作物的生长、发育，其特点是什么？

2、作物生长过程用那几个模型表示？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有何指导意义？

3、何谓作物的生育期、生育时期、物候期和气候生长期？它们在生产上有什么作用？

4、什么是早衰和贪青晚熟？在生产上如何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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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什么作物的种子？它包括植物学上的哪 3 类器官？

6、什么是作物种子的寿命？如何鉴别种子生活力？

7、什么是作物种子的休眠？种子休眠的原因有哪些？如应何解除休眠？

8、作物根系生长的最大时期在什么时候？其生长有何影响因素？

9、作物的茎和叶有何生长方式？什么是叶的功能期？

10、作物分为那三类授粉方式？影响授粉的因素是什么？

11、什么是作物的感温性和感光性？接受感温性和感光性的部位在什么地方？

12、根据作物的感温性和感光性，把作物分为那三类和四类，应如何理解它们？

13、作物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生长和作物各器官之间有哪些相关关系？

14、什么是同名器官、同位器官、同伸关系、同伸器官；禾谷类作物营养器官之间的有什么同伸关系？

15、什么是个体、群体、合理的群体结构，它们之间有哪些辨证关系？群体结构自动调节的特点有哪

些？

第六章作物的源-库-流理论

1、主要内容

源的概念和量度单位，影响作物源建成的因素；库的概念和量度单位；流的

概念和量度单位及影响流的因素；源流库的协调及应用。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源库流和量度单位，影响它们的因素和和协调的方法及应用。

第七章作物产量形成

1、主要内容

作物产量构成及经济系数；作物产量构成理论及作物生长分析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产量，生物产量，经济产量，经济系数，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之间的关系；作物产量构成因素、

形成特点及相互关系和作物生长分析；作物高产途径；产量形成的生理机制

第八章作物产品品质形成

1、主要内容

作物品质的概念、作物品质的分类，优质专用作物产品品质标准；遗传因素和环境条件因素；培育和

选育优质作物品质，建立优势农产品产业带，改善栽培技术措施。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品质，外观、营养、食用、加工和工艺品质等；禾谷类和经济作物的产品品质标准；作物产品品

质形状包括的内容和遗传特性；影响作物产品品质形成的因素；葡萄糖转变为淀粉、脂肪和蛋白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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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作物产品品质的主要途径。

第三篇作物生长与环境关系

第九章作物生长发育与光照

1、主要内容

光照强度对作物的作用；日照长度对作物的作用；光谱成分对作物的作用；作物对光能的利用；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光照强度，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光对作物形态建成的影响；日照对不同作物的种植、品质成分的影

响；光谱成分对品质成分的影响；作物对光能利用的影响。

第十章作物生长发育与温度

1、主要内容

温周期与作物生产；作物对温度要求的三基点；温度的临界期；积温、活动积温、有效积温，积温的

生产上的指导意义；地温与作物根系生长，温度与干物质积累、产品品质的影响；温度与作物分布，极端

温度对作物的危害；作物温光生产潜力，农艺措施对温度的影响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温周期，作物对温度要求的三基点，温度的临界期，积温、活动积温、有效积温，作物温光生产潜力

以及作物的极端温度。积温的生产上的指导意义；地温与作物根系生长，温度与干物质积累、产品品质的

影响；温度与作物分布，农艺措施对温度的影响等；

第十一章作物生长与水分

1、主要内容

作物与水分的供求关系，作物对土壤水分的反应；作物对水分平衡的反应；作物需水量和水分临界期；

我国水资源和作物分布；干旱对作物的反应；涝害对作物的反应；水污染对作物的反应；和提高水分利用

率的途径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土壤含水量，作物需水量，田间持水量，田间最大田间持水量，作物水分临界期，作物水分亏缺敏感

度，大气干旱，土壤干旱，湿害和涝害,作物温光水潜力。作物与水分的供求关系，作物对土壤水分、水分

平衡的反应；作物需水量和水分临界期在生产上意义；我国水资源和作物分布的一般规律；抗旱作物的特

点，涝害对作物的影响，提高水分利用率的途径等。

第十二章作物生长发育与矿质营养

1、主要内容

作物生长必须元素和生理功能；作物对矿质营养的吸收和作用；农艺措施对矿质营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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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大量元素，微量元素和有益元素；作物对矿质营养的吸收和作用；农艺措施对矿质营养的影响。

第十三章作物生长发育与土壤的关系

1、主要内容

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反应；土壤质量与作物生产的关系；土壤养分缺乏与过剩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对土壤养分反应的分类，土壤质量与作物生产的影响；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缺乏对作物形态的影

响和反应。

第十四章作物生长发育与大气

1、主要内容

CO2 对作物的影响，风与作物的关系，作物的共生固氮和大气环境对作物生产的影响。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CO2 对作物的影响以及作物群体中 CO2 的变化情况和增施 CO2 肥料对作物生产的影响，风对作物生长的

影响，作物的共生固氮和与作物生长的关系；大气环境对作物生产的影响。

第十五章作物区划与布局种植技术

1、主要内容

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特点和种植业现状；我国种植业区划和广东省农业气候区划以及粮食安全与农业可

持续性发展的讨论问题。

1、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的特点、种植业现状和种植业区划；广东省农业气候区划以及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

续性发展。

课后复习内容：

1、什么是光饱和点和补偿点？它们对作物形态建成有那些影响？

2、光谱成分对作物的作用是什么？

3、什么是温周期？喜温和耐寒作物生长的起点温度是多少：它们所要求的温度三基点有那些不同？

4、什么是作物温度的临界期？

5、什么是活动积温和有效积温，在作物生产上有何指导意义？

6、低温和高温条件下，根系生长的特点有那些？

7、什么是作物的需水量、作物水分临界期和亏缺敏感度？它们在生产上有何意义？

8、什么是大气干旱和土壤干旱？抗旱作物的特点有那些？

9、什么是湿害？涝害引起作物产量和品质下降的原因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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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反应，可把作物分为那几类？

11、作物缺氮磷钾和微量元素时在植株上有那些特征和特性？

12、作物必须元素、微量元素和有益元素有那些？

第四篇作物栽培技术

第十六章土壤耕作技术

1、主要内容

土壤耕作方法，少免耕技术；盐碱土耕作；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翻耕、深松耕、旋耕、耙地、中耕、作畦、起垄、少免耕；土壤耕作方法；少免耕优缺点；盐碱地耕

作；

第十七章播种移栽技术

1、主要内容

播种期的确定；播种技术；育苗与移栽技术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种植制度，种子清选，播种方式，送嫁肥；根据播种季节的作物分类及播种期确定时注意的问题，种

子处理时应注意的事项，播种方式的类型，育苗与移栽时注意的问题。

第十八章覆盖栽培技术

1、主要内容

沙石覆盖技术，塑料薄膜覆盖技术，秸秆覆盖栽培技术以及覆盖栽培的污染问题。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农田覆盖技术，沙石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秸秆覆盖；沙石覆盖技术的优点、地膜覆盖的作用与效果、

地膜覆盖技术要点、秸秆覆盖的优点等。

第十九章肥料运筹技术

1、主要内容

影响肥效的因素，营养元素的吸收规律，施肥技术，施肥时期，施肥方式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营养临界期和作物营养最大效率期，全层施肥，表层施肥，集中施肥，根外追肥；影响肥效的因

素，营养元素的吸收规律，施肥原则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施肥时期（基肥、种肥和追肥），施肥方式等。

第二十章水分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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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内容

作物的需水指标，作物的灌溉技术，节水栽培技术，涝渍害防治技术以及节水灌溉技术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灌溉制度，节水灌溉；作物的需水指标，作物的各种灌溉技术，节水栽培技术的内容，排涝标准和排

水方式以及节水灌溉技术等。

第二十一章灾害防控技术

1、主要内容

杂草防除技术，抗旱技术，防涝渍技术，防冷冻技术和抗倒伏技术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除草剂的类型和杂草防除技术，抗旱技术，防涝渍技术，防冷冻技术和抗倒伏技术等。

第二十二章化学调控技术

1、主要内容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类型和作用，化学调节技术等。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类型和作用，化学调节技术等。

第二十三章作物栽培新技术

1、主要内容

作物精确栽培技术；作物清洁栽培技术；作物分子栽培技术。

2、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作物精确栽培技术、作物清洁栽培技术、作物分子栽培技术等新技术的内涵原理及技术体系。

课后复习内容：

1、作物播种期由那些因素决定？

2、种子处理的方法有那些？

3、什么是种植方式，主要有那些类型？

4、育苗与移栽技术有那些？

5、什么是种植密度？几种主要农作物的合理种植密度是多少？

6、什么是植株配置方式？植株配置方式有那些类型？

7、塑料薄膜覆盖技术的要点和作用有有那些？

8、影响肥效的因素有那些？其具体要点是什么？

9、营养元素的吸收规律有那些？

10、高中低肥力地的基本标准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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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作物灌水的土壤和形态指标标准有那些？

12、排涝有那些？

13、什么是化学调节技术？目前在生产上使用的调节剂有那些？它们有何作用？

三、考核要求

作物栽培学考试内容主要以简答题和论述题为主，重点考核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集体

判卷，流水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