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

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339

科目名称：农业知识综合一（A）

考试内容：植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三部分，每部分 50 分，共计 150 分。

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部分)

科目代码 考试科目名称 考试内容范围

339 植物学 植物细胞的结构与功能；植物组织的类型、分布和

功能；根、茎、叶的发生、结构和功能；花的形态、

雄蕊的发育及花粉粒的形成，雌蕊的发育与结构，

开花、传粉与受精，种子和果实的类型与结构；植

物分类单位与命名法；原核生物的基本特征；真核

藻类的划分和基本特征；苔藓、蕨类、裸子植物的

分类、基本特征和代表植物特征；被子植物分类（木

兰科、毛茛科、睡莲科、石竹科、锦葵科、葫芦科、

杨柳科、十字花科、蔷薇科、含羞草科、苏木科、

蝶形花科、伞形科、茄科、唇形科、玄参科、菊科、

泽泻科、莎草科、禾本科、百合科、兰科），被子

植物分类系统，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演化。



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生理学部分)

科目代码 考试科目名

称

考试内容范围

339 农业知

识综合一

植物生理学 植物水分生理：植物细胞水势的概念、组成、应用；水分的运

动方式；根系吸水的部位、吸水的动力、水分运输的内聚力-张

力学说；蒸腾作用的指标；气孔蒸腾及其调节。植物的矿质营

养：植物的必需元素的种类及确定标准，可以再循环与不可再

循环的元素；细胞膜上离子运输蛋白的种类，植物根系吸收矿

质元素的部位、过程、特点、影响因素；植物对氮素的同化；

合理施肥的基础。植物光合作用：光合作用的细胞器叶绿体结

构与功能、叶绿体色素的种类和功能；光合作用光反应进行的

部位及基本过程，碳同化的三条途径，光呼吸，光合速率及影

响光合速率的因素。植物的呼吸代谢：呼吸作用的概念和生理

意义; 抗氰呼吸的概念及意义; 植物呼吸作用与种子贮藏、果蔬

保鲜。韧皮部运输与同化物分配：韧皮部的结构特点, 运输物质

种类、方向、运输速率；源库概念及运输规律;韧皮部运输的压

力流动学说; 同化物分配规律。植物生长物质：植物激素、生长

物质及生长调节剂的概念，五大类植物激素的结构、特性及生

理作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在生产中的应用。植物的生长与分



化：生长、分化和发育的概念，植物分化的调控与特点、胚胎

发育、种子萌发、营养生长及植物各部分生长的相关性；植物

细胞全能性概念与组织培养；影响植物生长的环境因素；光形

态建成及植物的运动：植物的成花诱导生理：春化作用、光周

期现象及其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植物生殖、成熟与衰老生理：

授粉受精过程中的生理变化；种子和果实的发育过程中的生理

生化变化；果实成熟过程中的生理生化变化；植物的休眠、衰

老、脱落的概念。植物的逆境生理：植物适应逆境的一般机制；

低温、干旱、盐胁迫对植物的伤害及植物的抵抗机理。

农业知识综合一(遗传学部分)

第一章 遗传的细胞学基础

第一节 染色体

1、染色质与染色体：掌握染色质和染色体的基本概念，明确二者是同一物质在不同细胞分

裂时期的两种表现形态；何谓常染色质、异染色质？二者在细胞分裂周期中表现的区别？

2、染色体的形态：掌握着丝点、染色体臂、主缢痕、次缢痕、随体等染色体基本形态；根

据着丝点位置将染色体按形态分为不同类型，在细胞分裂后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了解同

源染色体、非同源染色体的基本概念，掌握染色体核型分析的基本概念及其分类依据。

3、染色体的数目：同种生物染色体数目是恒定的，性细胞中的数目是体细胞的一半，了解

主要农作物染色体的数目。

第二节 细胞的分裂和细胞周期

1、细胞周期：一个完整的细胞周期包括分裂间期和分裂期，前者由可分为合成前期、合成



期、合成后期，后者又可分为核分裂和胞质分裂两个阶段。

2、有丝分裂：有丝分裂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末期，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了

解有丝分裂的遗传学意义。

3、减数分裂：了解减数分裂的基本概念，可分为第一次分裂和第二次分裂，每次分裂又分

为前、中、后、末 4 个时期，减数发生在第一次分裂；第一次分裂的前期又分为细线期、

偶线期、粗线期、双线期、终变期，了解不同时期染色体的形态特征；了解减数分裂的遗传

学意义。

第三节 配子的形成和受精

1、雌雄配子的形成：掌握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基本概念；了解植物雌、雄配子的形成过

程，每个胚囊母细胞形成 1 个雌配子体，每个花粉母细胞可形成 4 个雄配子体。

2、植物的授粉与受精：掌握授粉、受精的基本概念，重点掌握双受精的概念，了解通过双

受精发育成的种子其各组成成分遗传组成来源的不同；掌握花粉直感与果实直感的概念及区

别并能各举实例。

3、无融合生殖：了解无融合生殖基本概念及其几种主要类型（单倍配子体无融合生殖、二

倍配子体无融合生殖、不定胚、单性结实）

第二章 孟德尔遗传

第一节 分离规律

1、性状分离现象及解释：在熟悉单位性状、相对性状、显性性状、隐性性状等基本概念的

基础上，理解孟德尔对性状分离现象的发现及合理解释。

2、表现型和基因型：了解基因型、表现型、纯合体、杂合体等含义，从细胞学的角度理解

为何在 F2 群体中出现 1:2:1 的基因型比例和 3:1 的表现型比例。



3、分离规律的验证：掌握孟德尔分离规律的基本验证方法—测交法和自交法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了解相应的分离比例关系；正确理解孟德尔分离比例产生的 5 个条件。

4、分离规律的应用：了解分离规律在品种鉴定、杂交育种、良种繁育等方面的应用。

第二节 独立分配规律

1、独立分配现象及解释：理解独立分配现象的发现即两对性状遗传时每对性状的 F2 分离仍

然符合 3:1 的比例，同时出现重组型个体，总的表现型分离比例为 9:3:3:1；理解对独立分

配规律的解释，会图解 F2 群体中为何出现 9 种基因型和 4 种表现型（分离比例为 9:3:3:1）；

深刻领会独立分配规律的实质。

2、独立分配规律的验证：掌握独立分配规律的基本验证方法—测交法和自交法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以及相应的分离比例关系。

3、多对基因的遗传：了解 2 对以上基因独立遗传时 F1 配子种类及组合数、F2 基因型种类

及表现型分离比例的对应关系。

4、独立分配规律的应用：了解独立分配规律在生物多样性、生物进化、杂交育种中的意义

及应用。

第三节 孟德尔规律的扩展

1、显隐性关系的相对性：掌握完全显性、不完全显性、共显性、镶嵌显性的基本概念；了

解环境等因素对显隐性关系的影响。

2、复等位基因与致死基因：实例理解何谓复等位基因、致死基因。

3、基因互作：掌握互补作用、积加作用、重叠作用、显性上位作用、隐性上位作用、抑制

作用等基因互作方式及其相应分离比例关系。

4、多因一效与一因多效：掌握多因一效和一因多效的基本概念，并能从生化的角度理解之。



第三章 连锁遗传和性连锁

第一节 连锁与交换

1、连锁遗传及解释：通过豌豆相引组、相斥组实验理解性状连锁遗传；领会摩尔根对连锁

遗传的解释。

2、完全连锁和不完全连锁：掌握连锁遗传、完全连锁、不完全连锁的基本概念，大多数连

锁遗传为不完全连锁，既产生亲型配子，也产生重组型配子。

3、交换及其发生机制：从减数分裂过程理解交换及其发生机制，为何重组型配子少于配子

总数的 50%？；了解双交换可能产生的配子类型及其比例。

第二节 交换值及其测定

1、交换值：掌握交换值的概念及其估算方式。

2、交换值的测定：掌握利用测交法和自交法测定交换值的方法；交换值的幅度在 0—50%

之间，了解交换值大小与基因间距离的关系，理解遗传距离的含义，1 个遗传单位相当于

1cM。

第三节 基因定位与连锁遗传图

1、基因定位：掌握利用两点测验和三点测验进行基因定位的方法，并能图解三对（以上）

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和距离；理解干扰和符合系数的含义以及符合系数的估算方法。

2、连锁遗传图：掌握连锁遗传图、连锁群的概念，以及连锁遗传图的绘制方法。

第四节 连锁遗传规律的应用

了解连锁遗传规律在杂交育种等方面的应用，比如种植多大规模的育种群体可以选出带有

目标性状的理想个体，或者利用连锁关系如何提高选择效果等。

第五节 性别决定与性连锁

1、性染色体与性别决定：掌握性染色体的概念，了解其与常染色体的区别，性染色体如果



是成对的，往往表现为异型；掌握主要的性别决定方式雄杂合型（XY 型）和雌杂合型（ZW

型）以及 XO 型、染色体倍数决定型；了解一些性别决定畸变的性别表现特征。

2、性连锁：掌握性连锁的概念，并能以不同生物为例（果蝇、人、鸡等）理解性连锁性状

的后代表型特征及分离比例等；掌握限性遗传和从性遗传的基本概念。

第四章 基因突变

第一节 基因突变的概念与意义

1、基因突变的概念：掌握基因突变、突变型、野生型等基本概念，基因突变可以自然发生，

也可人工诱导发生。

2、基因突变的意义：了解基因突变对于生物进化、遗传育种等方面的意义。

第二节 基因突变的一般特征

1、突变的重演性：掌握突变重演性的概念，理解突变率、突变频率的含义以及计算方法。

2、突变的可逆性：掌握基因突变可逆性的概念，理解什么是正突变和反突变、及正突变率

和反突变率的关系；了解显性突变和隐性突变对应关系。

3、突变的多方向性：理解基因突变多方向性的含义；理解复等位基因的含义，并能判定所

控制性状（如烟草自交不亲和性）的后代基因型、表型特征。

4、突变的有害性和有利性：正确理解基因突变的有害性和有利性。

5、突变的平行性：掌握基因突变平行性的概念及其对于研究物种间亲缘关系、进化以及诱

变育种等方面的意义。

第三节 基因突变与性状表现

1、基因突变的性状变异类型：了解形态突变、生化突变、致死突变、条件致死突变、抗性

突变等基因突变的性状变异类型。



2、显形突变和隐性突变的表现：突变当代是杂合体，基因突变表现的世代早晚和纯化速度

快慢因突变性质而有所不同，了解显性突变和隐性突变在不同突变世代（M1、M2、M3 等）

的表现。

3、体细胞突变和性细胞突变的表现：了解体细胞突变和性细胞突变的概念及表现特征。

第四节 基因突变的筛选与鉴定

1、微生物基因突变的筛选与鉴定：了解微生物基因突变筛选与鉴定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2、植物基因突变的筛选与鉴定：了解植物基因突变筛选与鉴定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第五节 基因突变的诱发

1、物理诱变：了解物理诱变的主要方法—电离辐射诱变和非电离辐射诱变，前者诱变剂主

要是各种射线,后者诱变剂主要是紫外线，它们诱发基因突变的机制有所不同。

2、化学诱变：化学诱变剂主要有碱基类似物、碱基修饰物、DNA 插入剂等，了解每种诱

变剂的诱发机理。

第五章 染色体结构变异

第一节 缺失

1、缺失的类型及形成：掌握染色体缺失的主要类型（顶端缺失、中间缺失）及其形成机制，

理解缺失纯合体、缺失杂合体的概念。

2、缺失的细胞学鉴定：了解缺失在细胞学上的表现特征及其鉴定方法。

3、缺失的遗传效应：了解缺失的遗传效应，如生物功能丧失或异常、基因间平衡关系被破

坏、基因相对位置改变、连锁强度增强、生活力降低（致死）、假显性等。

第二节 重复

1、重复的类型及形成：掌握染色体重复的主要类型（顺接重复、反接重复）及其形成机制，



理解重复纯合体、重复杂合体的概念。

2、重复的细胞学鉴定：了解重复在细胞学上的表现特征及其鉴定方法。

3、重复的遗传效应：了解重复的遗传效应，如破坏基因间平衡、生活力降低、基因相对位

置改变、连锁强度降低、促进生物进化、基因表现出剂量效应等。

第三节 倒位

1、倒位的类型及形成：掌握染色体倒位的主要类型（臂内倒位、臂间倒位）及其形成机制，

理解倒位杂合体、倒位纯合体的概念。

2、倒位的细胞学鉴定：了解倒位在细胞学上的表现特征及其鉴定方法，理解倒位圈、后期

Ⅰ桥、后期Ⅱ桥的形成原理以及为何倒位能产生败育配子。

3、倒位的遗传效应：了解倒位的遗传效应，如基因重排、促进进化、降低配子育性、降低

重组率（交换抑制）等。

第四节 易位

1、易位的类型及形成：掌握染色体易位的主要类型（简单易位、相互易位）及其形成机制，

明确易位涉及 2 对（4 条）同源染色体，理解易位杂合体、易位纯合体的概念。

2、易位的细胞学鉴定：了解易位在细胞学上的表现特征（四体环、四体链、8 字形结构等

的形成）及其鉴定方法。

3、易位的遗传效应：了解易位的遗传效应，如非同源染色体基因重排、位置效应、促进生

物进化、染色体数目改变（何为罗伯逊易位、染色体融合），重点理解相互易位杂合体的半

不育现象。

第五节 染色体结构变异的应用

1、基因定位：了解利用缺失、易位进行基因定位和连锁分析的基本方法。

2、在育种中的应用：了解结构变异（如重复、易位）在遗传育种中的应用，如作为遗传变



异来源、提高性状表达水平、实现物种间基因转移（将野生种的优异基因转移到栽培种中）

等。

3、果蝇的 CIB 测定法：掌握果蝇 CIB 测定方法的原理。

4、利用易位创造玉米核不育双杂合保持系：了解利用易位创造玉米核不育双杂合保持系的

基本原理。

第六章 染色体数目变异

第一节 染色体数目变异的类型

1、染色体组的概念和特征：掌握染色体组的概念和基本特征。通常用 x 表示一个染色体组。

2、整倍体：掌握整倍体的概念及主要类型（单倍体、三倍体、四倍体、六倍体等）以及同

源多倍体和异源多倍体的概念。

3、非整倍体：掌握非整倍体的概念及主要类型（亚倍体—单体、双单体、缺体，超倍体—

三体、双三体、四体等）。

第二节 整倍体

1、同源多倍体：了解同源多倍体的形态特征及其基因剂量效应；掌握同源多倍体的联会和

分离特征（多价体、局部联会、提早解离）；能够推算同源多倍体在不同分离方式情况下（染

色体随机分离、染色单体随机分离）后代基因型与表现型比例。

2、异源多倍体：了解异源多倍体的种类（偶倍数、奇倍数）。

3、多倍体形成途径：掌握多倍体的形成途径，主要是未减数配子结合和体细胞染色体数加

倍两种。

4、多倍体的应用：了解多倍体在遗传育种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即克服远

缘杂交不孕性、克服远缘杂种不育性、创造远缘杂交中间亲本、育成作物新类型）。



5、单倍体：掌握单倍体的基本概念、表现特征及其主要作用。

第三节 非整倍体

1、亚倍体：掌握主要的亚倍体类型—单体和缺体的概念，以及它们在减数分裂时同源联会

的情况、形成的配子类型（n 型配子、n-1 型配子等）；n-1 型配子通过雌雄配子传递的比

率有很大差异，可推测其自交后代不同类型（双体、单体、缺体）出现的比例。

2、超倍体：掌握主要的超倍体类型—三体和四体的概念，以及它们在减数分裂时同源联会

的情况、形成的配子类型（n 型配子、n+1 型配子等）；能够推算三体基因、四体基因在不

同分离方式下（染色体随机分离、染色单体随机分离）自交后代基因型和表现型比例。

3、非整倍体的应用：掌握采用单体测验、三体测验来测定基因所属染色体的基本方法并能

图解之；了解利用单体、缺体等进行目标染色体替换的方法及在育种上的意义。

第七章 遗传工程

第一节 遗传工程概述：

掌握遗传工程的基本概念，广义的遗传工程包括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

程，狭义的遗传工程仅指基因工程；了解 4 种遗传工程的主要原理和研究方法。

第二节 基因的分离

1、工具酶：掌握基因工程中主要工具酶—限制性内切酶（主要是Ⅱ型酶）、DNA 连接酶及

反转录酶的基本特点和它们在基因工程中所起的作用；掌握 PCR 反应的基本原理、反应体

系组成、每个循环的步骤（变性、退火、延伸）。

2、载体：了解重组 DNA 技术的基本过程；掌握作为基因克隆载体需要具备的条件，常用

的载体有细菌质粒、噬菌体或病毒，载体通常需要改造后才能应用。

第三节 外源基因的导入



1、重组 DNA 导入原核生物：了解原核生物遗传转化的几种途径。

2、植物表达载体：掌握 Ti 质粒的结构特点特别是理解 T-DNA 对于植物遗传转化的重要作

用，了解改造 Ti 质粒的主要原则；了解 Ri 质粒的结构特征。

3、外缘基因导入植物：掌握外源基因导入植物的主要转化方法—农杆菌介导法和基因枪法

的基本原理及主要步骤。

第四节 转基因生物的检测与鉴定

1、分子检测：了解常用分子检测方法—如 PCR 检测、Southern 杂交（DNA 水平）、Nouthern

杂交（RNA 水平）、Western 杂交（蛋白质水平水平）的原理。

2、生物学性状鉴定：了解转基因生物学性状鉴定方法（目标性状、标记性状的表达情况以

及是否发生其它性状变异等）。

第八章 基因组学

第一节 基因组学概述

1、基因组学的概念：掌握基因组、基因组学的概念，了解不同物种间基因组的差异；掌握

C 值的概念，理解 C 值悖理的含义。

2、基因组学的研究内容：了解基因组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

蛋白质组学）。

第二节 基因组图谱的构建

1、遗传图谱的构建：了解分子标记相对于其他标记的优点及主要类型；掌握植物基因组遗

传图谱的构建方法（构建作图群体、遗传标记定位、标记间连锁关系分析）。

2、物理图谱的构建：了解绘制物理图谱的意义及主要方法（限制性作图、基于克隆的基因

组作图、荧光标记原位杂交和序列标签位点）。



3、基因组测序策略：了解采用鸟枪法和克隆重叠群法进行基因组测序的基本原理。

4、基因组图谱的应用：掌握基因组图谱的重要应用价值，如指导基因组测序、基因定位、

基因的克隆和分离、标记辅助选择、比较基因组研究等。

第三节 生物信息学

掌握了解生物信息学的基本概念及其重要性；了解基因芯片的概念，主要用于基因型研究

和基因表达分析研究。

第九章 数量性状的遗传

第一节 数量性状的特征

1、数量性状的特征：掌握数量性状的主要特征（即呈连续分布、分离世代不能明确分组，

易受环境影响，存在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及与质量性状的区别。

2、数量性状的遗传解释：了解多基因假说的要点。

3、超亲遗传：理解超亲遗传的概念及在遗传育种中的应用。

第二节 数量性状遗传研究的基本统计方法

掌握平均数、方差、标准差的概念及计算公式。

第三节 数量性状的遗传模型和方差分析

1、数量性状的遗传模型：理解模型 P=G+E 中每个字母所代表的意思，其中 G 又可剖分为

G=A+D+I，A、D、I 分别代表加性效应、显性效应、上位性效应。

2、表现型变异与基因型变异：理解 VP=VG+VE 及 VP=（VA+VD+VI））+VE 所表达的含义。

3、常用的几种群体的方差：掌握不同世代群体方差的数学模型（P1、P2、FI、F2、F3、B1、

B2 等世代）。

第四节 遗传率的估算及其应用：



1、遗传率的概念：掌握遗传率（遗传力）的概念，又分为广义遗传率、狭义遗传率，掌握

相应表达公式。

2、遗传率的估算：掌握广义遗传率、狭义遗传率的估算方法。

3、遗传率的应用：了解遗传力对于育种实践的指导作用。

第五节 数量性状基因座：

了解 QTL 作图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步骤。

第十章 群体遗传与进化

第一节 群体的遗传平衡

1、孟德尔群体：掌握孟德尔群体的概念及主要特征，理解群体遗传结构的概念。

2、群体的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掌握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概念及估算方法。

3、哈迪-魏伯格定律：理解哈迪-魏伯格定律的要点。

第二节 影响群体遗传平衡的因素

了解基因突变、选择、遗传漂变、迁移对群体遗传平衡的影响。

第三节 物种的形成

掌握物种的基本概念及物种形成的主要方式（渐变式、爆发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