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农学院 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621农业基础知识综合考试大纲 

内容与要求： 

I.土壤肥料学  

绪论 

1、掌握土壤、土壤肥力及肥料的定义。 

2、掌握土壤基本组成。 

第一章  土壤矿质土粒 

1、掌握岩石矿物的风化作用的概念、类型及各种风化作用的结果。 

2、掌握母质的概念及类型。 

3、掌握粒级组成、质地的分类及不同质地土壤的肥力特点。 

第二章  土壤有机质    

1、掌握土壤有机质的来源及类型？ 

2、掌握土壤有机质的矿质化和腐殖化过程。 

3、掌握腐殖质的组分、性质。 

4、掌握土壤有机质的作用及其调节。 

第三章  土壤孔性、结构性与耕性 

1、掌握土壤比重、容重的概念及容重的重要作用。 

2、掌握土壤结构的类型及团粒结构对土壤肥力和生产性能的影响。 

3、熟悉土壤的各种物理机械性与评价土壤耕性的标准。 

4、掌握土壤孔隙分级及各级孔隙特性。 

第四章  土壤水 

1、掌握土壤液态水的形态及其有效性。 

2、熟练掌握土壤水势及其分势的概念。 

3、掌握土壤水吸力及土壤水运动规律。 

4、掌握土壤水分的调节的措施。 

第五章  土壤空气与热量状况 



 

1、掌握土壤空气的组成的特点、土壤空气的更新过程。 

2、掌握土壤的各种热性质。 

3、熟悉土壤空气和热量状况的调节措施。 

第六章  土壤保肥性与供肥性 

1、掌握土壤胶体性质、基本结构及其带电的原因。 

2、掌握阳离子的交换作用、阳离子交换量及盐基饱和度。 

3、掌握土壤酸碱反应、氧化还原状况及土壤供肥性的调节。 

4、掌握高岭石、蒙脱石和伊利石的性质。 

第七章  土壤的形成、分类与分布 

1、掌握自然土壤剖面构造及主要的成土过程。 

2、掌握我国现行的土壤分类体系。 

3、掌握我国土壤分布的规律性。 

第八章  植物营养与施肥原理 

1、掌握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及标准。 

2、掌握根系对养分的吸收及叶部吸收的作用。 

3、掌握光照、温度、水分、离子间的相互作用对植物吸收养分的影响。 

4、掌握合理施肥基本原理的内容。 

5、掌握基肥、追肥和种肥，截获、质流和扩散，生理中性、生理酸性和生理碱

性肥料以及植物营养临界期和植物营养最大有效期的概念。 

第九章  植物的氮素营养与氮肥 

1、掌握植物对氮的吸收和同化。 

2、掌握各类氮肥（铵态氮肥、硝态氮肥、尿素）的性质及施用技术。 

3、熟悉尿素为什么最适合做页面追肥，追肥尿素为什么要比其他氮肥早。 

4、提高氮肥利用率的方法。 

第十章  植物的磷素营养与磷肥 

1、掌握土壤中的磷素的转化固定原因。 

2、掌握过磷酸钙的性质及在土壤中的转化及施用技术； 

3、掌握磷肥的合理施用技术。 

4、掌握磷肥的退化作用，磷肥的种类及性质。提高磷肥利用率的方法。 

第十一章  植物的钾素营养与钾肥 

1、掌握土壤中的钾素类型。 

2、掌握各类钾肥的性质、施入土壤后的转化和有效施用技术。 

3、掌握钾肥合理施用。 



 

第十二章  植物的微量元素营养与微肥 

1、掌握微量元素缺乏的症状与诊断技术。 

2、掌握在土壤中存在的形态、转化及影响它们有效性的因素。 

3、掌握科学、合理地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的方法。 

第十四章  复混肥料 

1、掌握复混肥料的概念及发展方向。 

2、掌握常见复混肥料的种类、性质； 

3、掌握掺合肥料的配制方法。 

4、掌握磷酸铵、硝酸磷肥的施用方法。 

 

.Ⅱ农业生态学部分 

绪论 

1、 掌握生态学及农业生态学的定义、内容、任务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2、 了解生态学研究对人类持续生存的意义。 

第一章 生态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  

1、掌握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生态系统的基本组分及其功能和特点。 

2、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及组成，掌握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功能及特点。 

第二章 生物与环境 

1、掌握生态因子的基本概念，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规律，限制因子原理，利比

希最小因子定律，谢尔福德耐受性定律。 

2、了解环境中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生物等主要生态因子的生态作用。 

3、掌握生活型和生态型的区分。掌握生态位的概念。举例说明在农业生态系统

中典型的生态位案例。 

4、掌握农田生物都有哪些生态效应。 

第三章  生物种群 

1、掌握种群的概念及种群数量变动的基本数学模型。 

2、掌握生存曲线的三个基本类型。 

3、掌握种群间的正负相互作用。掌握 K生态对策、r生态对策的特征。 

4、了解种群调节、种群衰退与灭绝的机制及生态入侵对农业的影响。 



 

5、了解捕食作用及其生态学意义。 

6、了解高斯假说和种间竞争的基本原理、生态位的基本概念及其与种间竞争的

关系。 

第四章 生物群落  

1、掌握生物群落的定义及特征。 

2、掌握生物群落结构理论， 掌握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空间结构（垂直结构和水平

结构）、时间结构。 

3、掌握生态演替的概念及原生演替和次生演替，演替过程中群落结构和功能的

变化规律。 

4、了解顶级群落理论及群落演替原理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第五章 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1、掌握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途径及特征；了解营养级、生物放大、生态效率等

基本概念和林得曼十分之一定律，掌握生态金字塔理论。 

2.掌握食物链和食物网概念. 

2、掌握农业生态系统辅助能的种类及在生态系统的作用；高辅助能投入产生的

问题，了解农业生态系统合理使用辅助能的途径，了解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前景。 

3、掌握农业生态系统能流的调控途径。 

第六章 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1、了解物质循环的基本概念。 

2、掌握物质循环的库与流，生物量等基本概念及物质循环的基本类型。 

3、掌握农业生态系统中水的流动和循环过程，了解全球水资源现状及人类对水

循环的影响，掌握影响农业水利用的因素及农业节水措施。 

4、掌握碳的循环过程，人类对碳循环的影响，与碳循环有关的环境问题，温室

效应对农业的影响。 

5、掌握农业生态系统中氮、磷的循环过程，人类对氮、磷循环的影响，氮、磷

污染问题；了解提高氮素、磷利用效率的措施；了解水体富营养化现状及防治措

施。 

6、掌握农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内源污染及外源污染物对农业的影响。 

第七章  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 



 

1、了解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机制的基本特点。 

2、了解自然调控、人工直接调控和社会间接调控等不同调控层次。 

第八章 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发展 

1、了解生态农业的概念，掌握中国生态农业的特点与发展状况。 

2、了解几种主要生态农业典型模式。 

 

试题类型：名词解释、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等 

主要参考书：《土壤肥料学》（第二版），陆欣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   

   《农业生态学》（第二版），骆世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农业生态学》（第二版），陈阜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 

 

试题内容结构：土壤肥料学  50%      农业生态学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