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农业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340《农业知识综合二》 

考试要求：农业知识综合是考察学生对农业科学基本知识的综合理解和掌握程

度，要求掌握有关动物生理学、动物遗传学、动物营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并加以应用，能对生产实践中相关具体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考试方式：笔试。 

答题时间：180分钟。 

考试题型及比例： 

试卷题型比例： 

名词解释：约 30%，问答题：约 70% 

试题难易比例： 

容易题：约 50%，中等难度题：约 30%，难题：约 20%。 

基本内容及范围： 

包括动物生理学、动物遗传学、动物营养学三部分，每部分各占 50分。为了

帮助考生了解动物生理学、动物遗传学、动物营养学主要知识点和复习范围及报

考的有关要求，特制定本考试大纲。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河南农业大学畜牧和

渔业发展领域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考生。考试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动物生理学 

第一章  绪论 

内容：动物生理学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生理功能的调节方式；动物生理功

能的控制系统。 

要求：熟悉动物生理学涉及到的相关概念；掌握动物稳态及其调节方式；熟

悉动物生理功能维持稳态的控制系统的组成和调控特点。 

第二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 

内容：细胞膜的物质转运和信息传递；细胞的跨膜信号传导；细胞的兴奋性

和生物电现象。 

要求：熟悉细胞的结构及细胞膜转运物质、传递信号的方式；掌握细胞的兴

奋性、生物电现象的产生机理及动作电位在同一神经纤维和不同神经细胞间传递

的特点。 



第三章  血液 

内容：血液的组成与理化特性；血细胞及其功能；血液凝固与纤维蛋白溶解；

血型等。 

要求：熟悉血液的组成、理化特性及其生理机能；掌握血细胞的种类及其生

理作用、血液凝固及纤维蛋白溶解等生理意义；理解抗凝及促凝、血浆及血清、血

型分类及输血的原则等基础知识。 

第四章  血液循环 

内容：心脏的泵血功能；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与生理特性；血管生理；心血

管活动的调节等。 

要求：熟悉心脏泵血功能的周期性活动、功能评价、心力储备、心电图、血压

（动、静脉血压）、微循环、组织液、淋巴液等基本概念；掌握心肌的生物电现象

及其机理、血管的类型、血压的形成、静脉回流、微循环、心血管调节的方式等。 

第五章  呼吸 

内容：呼吸器官的通气活动；气体交换；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呼吸运动的调

节等。 

要求：掌握呼吸、气体交换的过程和原理；熟悉氧及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形

式；了解呼吸调节的方式和机理。 

第六章 消化与吸收 

内容：消化的方式和过程，单胃动物和反刍动物消化的区别；食物在胃和小

肠内的消化和吸收过程；营养成分的吸收方式和过程。 

要求：熟悉不同动物的消化方式、营养成分在胃肠道内的消化过程及其机理；

掌握消化腺和消化液在消化过程中的作用；重点掌握反刍动物的蛋白质消化方式

和尿素循环、消化和吸收、不同营养成分的吸收部位和方式等。 

第七章  肾脏的排泄功能  

内容：尿的生成；尿生成的调节；排尿及其调节。 

要求：掌握尿的形成过程，包括肾小球的滤过、肾小管与集合管的选择性重

吸收、分泌与排泄；尿生成的影响因素及调节；了解排尿反射的过程及其意义。 

第八章  神经生理 

内容：神经元及反射活动的一般规律；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神经系统对躯

体运动的调节；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高级神经活动。 

要求：熟悉神经元的结构及神经冲动传递的规律及其在不同神经之间传递的

方式，掌握突触传递、非突触传递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反射活动的一般规律、中枢



的兴奋和抑制；重点掌握感觉的形成过程、特异性投射和非特异性投射及脊髓、

丘脑在感觉形成中的作用等；熟悉大脑皮层、脑干（中脑、脑桥、延髓）和脊髓在

躯体活动中的调节作用及典型运动形式；了解条件反射等高级神经活动的形成及

应用。 

第九章  内分泌   

内容：下丘脑—垂体分泌轴及相关激素的分泌调节；甲状腺；调节钙代谢的

激素；胰岛；肾上腺；性腺等。 

要求：熟悉下丘脑与垂体在结构和内分泌方面的联系；垂体的分泌作用；腺

垂体和神经分泌激素的作用途径；重点掌握外周有靶腺的三个内分泌轴的激素分

泌调节方式及其作用、不同激素的作用机理；了解甲状腺素、甲状旁腺素、降钙

素、肾上腺皮质激素、性激素（雄激素、雌激素）的作用。 

 

第二部分  动物遗传学 

第一章  绪论  

内容：遗传学的定义、遗传与变异的关系；遗传发展历程和科学家做出的重

大贡献。 

要求：了解遗传学发展的主要阶段和重要事情，以及科学家做出的重大贡献；

理解遗传、变异与环境、选择的关系；熟悉遗传学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工业、

农业、医学等方面的应用。 

第二章 遗传的细胞学基础  

内容：染色质与染色体，染色体的结构特征和高级结构，染色体的核型和带

型分析，染色质与染色体的分子结构，细胞周期测定与分析，有丝分裂、减数分裂

各个时期的特征与意义。 

要求：掌握染色体相关的概念及染色体的分子结构；掌握染色体的形态特征、

种类、核型分析和带型分析；理解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特征及其

行为特点、意义、区别，掌握细胞周期测定与分析方法，理解染色体与生物性状的

关系。 

第三章 孟德尔遗传规律及其扩展  

内容：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的概念、意义与应用，多对相对性状的遗传

分析，孟德尔遗传规律的扩展，基因互作，环境对性状的影响。 

要求：理解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的基本概念、内容、实质及验证方法，相

对性状的显隐性关系及其遗传基础，基因型、表现型及其与环境条件间的关系；



掌握多对基因(相对性状)独立遗传的条件及一般规律；掌握基因互作的方式。  

第四章 性别决定与伴性遗传 

内容：性别决定理论和性别决定类型。伴性遗传的特征、从性性状和限性性

状的定义。伴性遗传的应用。 

要求：了解性别决定的几种形式以及性别畸形的机制；理解伴性遗传和常染

色体遗传的区别和联系；掌握伴性遗传、从性遗传和限性遗传的概念和机制；掌

握伴性遗传、从性遗传和限性遗传的区别与联系。 

第五章 连锁与互换规律  

内容：连锁与互换的规律，基因定位原理及作图方法。 

要求：掌握连锁与交换的原理、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熟练掌握三点测交绘

制连锁图的方法，交换值的计算；理解三大遗传规律的区别和联系；理解三大遗

传规律与减数分裂的关系。 

第六章 遗传物质的分子基础  

内容：核酸是遗传物质，核酸的化学结构，基因组 DNA的序列分类，RNA的分

类与结构，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基因的概念及发展，基因的结构特征。 

要求：了解 DNA是遗传物质的直接和间接证据；掌握核酸的组成与结构，DNA

的二级结构特点和高级结构；理解 DNA 的复制、转录和翻译的重要特性和过程；

遗传密码的特性，转录的后加工及其翻译后加工；掌握基因的概念及发展，原核

生物和真核生物基因的结构特征。 

第七章 基因的表达调控  

内容：基因的正调控与负调控，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真核生物的基因

表达调控。 

要求：掌握大肠杆菌乳糖操纵子的正负调控机理；大肠杆菌色氨酸操纵子的

作用机理；理解真核生物的表达调控与原核生物调控的不同；真核基因表达调控

的几个水平；掌握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顺式作用元件和反式作用因子。 

第八章 染色体遗传信息的改变 

内容：染色体数目的改变，染色体结构的改变，基因重组和转座子。 

要求：掌握染色体结构改变的种类、定义、细胞学特征及其产生的遗传效应；

掌握染色体数目改变的定义、种类、遗传效应；了解染色体结构改变在育种中的

案例。 

第九章 基因突变 

内容：基因突变的类型和特征，影响基因突变的因素，突变的抑制与 DNA 的



修复，基因诊断以及基因突变在育种中的应用。 

要求：了解基因突变的类型；掌握基因突变的定义、一般特征；理解引起突变

的因素和机理、诱变的方法；掌握基因突变的修复机制；熟悉基因诊断以及在育

种中的应用中的原理。 

第十章 非孟德尔遗传   

内容：母体效应，剂量补偿效应，基因组印迹，表观遗传学，核外遗传。 

要求：了解非孟德尔遗传的现象；掌握母体效应、剂量补偿效应、基因组印

迹、表观遗传学的基本概念，掌握非孟德尔遗传的分子调控机制；理解核外遗传

与核内遗传的区别；掌握表观遗传学的实质。 

第十一章 群体遗传学基础    

内容：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计算，平衡群体与哈代—温伯格定律，影响

遗传平衡定律的因素，进化学说和群体进化。 

要求：理解群体遗传学的遗传结构的意义，群体遗传学的遗传结构的概念；

掌握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计算；掌握哈代—温伯格定律，影响群体平衡的几

个因素；掌握进化学说和群体进化。 

第十二章 数量性状的遗传基础  

内容：数量性状与质量性状，数量性状的遗传特点，数量性状的多基因假说，

数量性状的几个遗传参数，分子数量遗传的研究方法及应用。 

要求：掌握数量性状与质量性状的区别与联系；掌握数量性状的遗传机制；

掌握多基因作用的方式；掌握遗传参数在育种中的意义；掌握分子数量遗传的研

究方法及应用。 

第十三章 动物基因组学基础   

内容：动物遗传标记，基因组的特征，基因组图谱绘制，多组学分析。 

要求：掌握常用的动物遗传标记以及在育种中的应用；掌握原核生物和真核

基因组的特征，基因组图谱绘制；理解多组学联合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第十四章 基因工程 

内容：基因工程中的酶和载体，基因工程的一般步骤，基因工程的应用，转基

因动物与动物克隆技术，基因编辑与抗病遗传。 

要求：掌握基因工程操作的一般步骤，获取目的基因、DNA体外重组、筛选鉴

定等的方法；掌握转基因动物与动物克隆技术，基因编辑与抗病遗传的概念和方

法；理解基因工程、多组学在育种中的应用和价值。 

 



第三部分 动物营养学 

第一章  动物与饲料 

内容：饲料中养分的概念和分类；动物体与植物性饲料化学组成的差异。 

要求：掌握养分概略分析方案，游离水、吸附水、粗蛋白质、粗脂肪、粗纤

维、粗灰分、无氮浸出物的含义，饲料概略养分的概念及其与纯成分的区别。能够

进行不同饲料基础下的养分含量转换。  

第二章  采食、消化和吸收 

内容：采食量与消化率的概念、表示方法、意义、影响因素；不同种类动物消

化和吸收方式的特点及其差异。 

要求：掌握采食量的概念、采食量的表示方法、采食量的意义，影响采食量的

因素；动物对饲料的消化方式（物理性消化、化学性消化、微生物消化）和吸收方

式（胞饮吸收、被动吸收和主动吸收）、消化率的概念，比较不同种类动物消化和

吸收方式的特点及其差异，领会影响动物采食量和消化率的因素。 

第三章  能量                         

内容：总能、消化能、代谢能、净能、维持净能、生产净能、热增耗的概念及

其影响因素，能量在动物体内的转化过程，能量体系的应用。  

要求：掌握能量的概念、单位、来源，消化能（表观消化能、真消化能）、代

谢能（表观代谢能、真代谢能、氮校正代谢能）、净能（维持净能、生产净能）、热

增耗的基本概念及测定方法、能量体系及其应用。 

第四章 碳水化合物                      

内容：碳水化合物的概念、分类与作用，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与代谢，非

淀粉多糖的抗营养作用和寡糖的益生作用。 

要求：掌握碳水化合物、寡糖、多糖、非淀粉多糖、纤维素的概念，结构性多

糖、营养性多糖种类、特点及其营养功能，单胃动物和反刍动物对碳水化合物的

消化、代谢特点及差异，寡糖、非淀粉多糖的种类及其在畜牧上的应用。 

第五章 脂类                        

内容：脂类的概念、分类与作用，脂类的消化、吸收与代谢，必需脂肪酸概念

和作用。  

要求：掌握脂类、粗脂肪、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必需脂肪酸的

概念，脂类的分类与作用，脂类的基本特性，单胃动物和反刍动物脂类消化、吸收

和代谢的特点和差异。 

第六章 蛋白质                      



内容：蛋白质、粗蛋白质、寡肽、多肽、过瘤胃蛋白质、瘤胃氮素循环、蛋白

质周转代谢、必需氨基酸、半必需氨基酸、条件性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限制性

氨基酸、氨基酸拮抗、氨基酸平衡、氨基酸互补、理想蛋白质、蛋白质的生物学价

值、蛋白质效率比、可消化氨基酸、可利用氨基酸、非蛋白氮化合物的概念；单胃

动物和反刍动物蛋白质的消化、吸收与代谢的特点及其差异，影响蛋白质消化率

因素；非蛋白氮的利用。 

要求：掌握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限制性氨基酸，氨基酸平衡与理想

蛋白，单胃动物饲料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单胃动物和反刍动物蛋白质消化、吸

收和代谢的特点和异同，反刍动物利用 NPN的原理。 

第七章 矿质元素                       

内容：矿质元素的分类及生理功能、常量矿质元素、微量矿质元素的基本营

养功能、典型缺乏症。  

要求：掌握常量矿质元素、微量矿质元素、必需矿质元素的概念，钙、磷、

镁、钾、钠、氯、硫、铁、铜、锰、锌、硒、碘、钴、钼、氟、铬、砷的基本营养

功能，自然界存在状况，吸收特点，典型缺乏症。 

第八章 维生素                    

内容：维生素的种类与特性，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维生素的特点。 

要求：掌握维生素的基本概念、脂溶性维生素、水溶性维生素的种类、各种维

生素的生理功能。脂溶性维生素和主要水溶性维生素的典型缺乏症。 

第九章 水                            

内容：水的功能，水的来源，水的排泄。  

要求：掌握水的功能，水的来源和排泄途径，动物对水的需要和水的卫生质

量要求。 

第十章 动物营养需要的研究方法              

内容：消化试验、代谢试验、平衡试验、饲养试验、平衡试验、屠宰试验的概

念、消化 

试验的分类。 

要求：掌握消化试验、代谢试验、平衡试验、饲养试验、平衡试验、屠宰试验

的基本方法和技术。综合法、析因法的基本概念。 

第十一章 维持与生长的营养需要               

内容：维持需要、基础代谢、绝食代谢、随意活动、内源尿氮、代谢粪氮和体

表氮损失的概念；生长的基本概念。 



要求：掌握析因法确定动物维持、生长的能量与营养物质的需要的基本原理。 

第十二章 繁殖的营养需要                    

内容：孕期合成代谢（妊娠效应）、短期优饲、标准乳、乳脂校正乳（FCM）、

非脂固形物（SNF）、固形物校正乳（SCM）的概念。 

要求：掌握确定动物妊娠和泌乳的能量与营养物质的需要的基本方法，析因

法计算动物妊娠和泌乳需要的基本原理。 

第十三章 产蛋与产毛的营养需要                  

内容：动物产蛋和产毛营养需要的基本原理。 

要求：掌握确定动物产蛋和产毛的能量与营养物质的需要的基本方法，析因

法计算动物产蛋和产毛营养需要的基本原理。 

第十四章 动物的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               

内容：营养需要、饲养标准的概念及其应用。 

要求：营养需要和饲养标准的概念，掌握饲养标准的组成、结构，不同种类动

物的饲养标准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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