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农业知识

综合二》考试大纲（2026 版） 
农业综合知识（科目代码：340）包含动物遗传学、动物生理学

和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三部分考核内容。本考试大纲分别对三部分的

考核内容予以说明。 

《动物遗传学》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够掌握《动物遗传学》的相关专业素质和基本能力。

具体包括： 

1. 掌握动物遗传学基础知识及遗传的基本规律。 

2. 掌握遗传信息的传递及遗传信息改变的原理及方法。 

3. 掌握群体遗传学及数量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5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 名词解释，共 10 分。 

2. 简答题，共 20 分。 

3. 综合题，共 20 分。 



Ⅲ.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动物遗传学概述 

1.动物遗传学概念、遗传和变异的基本概念。 

2.动物遗传学在动物生产中的地位及应用。 

第二部分  细胞遗传学基础 

1.细胞的结构。 

2.染色体的数目、结构及变异。 

3.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4.胚胎干细胞。 

第三部分  遗传的基本规律及其扩展 

1.分离规律、自由组合规律、连锁与交换规律。 

2.孟德尔定律的扩展及应用。 

3.重组率和交换值及其测定。 

4.两点测验、三点测验。 

5.伴性遗传及其应用。 

6.从性遗传。 

第四部分  遗传信息改变的分子机理及应用 

1.基因突变的概念和一般特征。 

2.基因突变的类型及应用。 

3.重组与转座。 



4.遗传信息改变的遗传学效应。 

第五部分  分子遗传学基础 

1.遗传物质、核酸的结构、基因和基因组等基础知识。 

2.遗传物质的特征、DNA的结构、RNA分子类型。 

3.基因的概念。 

4.分子标记类型。 

第六部分  遗传信息的传递 

1.基因的转录。 

2.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3.基因表达调控。 

第七部分  群体遗传学基础 

1.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概念。 

2.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关系。 

3.哈代—温伯格定律的要点及性质。 

4.影响群体基因频率变化的因素。 

第八部分  数量遗传学基础 

1.数量性状、质量性状及阈性状的概念。 

2.数量性状的遗传特征。 

3.遗传力、重复力和遗传相关的概念。 

4.QTL、MAS、分子数量遗传学等概念。 



第九部分  非孟德尔遗传 

1.母体效应。 

2.剂量补偿效应。 

3.基因组印迹。 

3.哺乳动物X染色体随机失活、核外遗传。 

第十部分  动物基因工程概述 

1.基因工程工具酶。 

2.基因工程载体。 

3.DNA体外重组。 

4.转基因动物、克隆动物概念及操作步骤。 

 

Ⅳ.参考试题（例） 

一、名词解释：5 小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 随机交配   2. 易位   3. 数量性状  4. QTL   5. 伴性遗传 

二、简答题：4 小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 染色体的主要结构包括哪些？ 

2. 非孟德尔遗传的内容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3. 动物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用到的分子遗传标记有哪些？ 

4. 基因的结构特征包括哪些？ 

三、综合题：2 小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1. 安格斯牛的毛色有黑色和红色两种，已知某牛群中有 0.25%的红色



牛个体，用表型选择的方法淘汰这个性状 20 代之后，牛群中红毛基

因的频率有何变化？（黑毛基因对红毛基因为显性） 

2. 试述染色体、染色质、基因和 DNA 之间的关系。 

Ⅴ.参考答案（例） 

一、名词解释题：5 小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 随机交配是指在一个有性繁殖的生物群体中，任何一个雌性与雄

性的个体与其任何一个相反性别的个体交配的几率是相同的。 

2. 易位是两对非同源染色体间某区段的转移。 

3．数量性状是由微效多基因控制的，在群体中呈连续性变异的性状，

受环境影响大。 

4. QTL 是指数量性状位点。 

5. 伴性遗传是某些性状的遗传和性别有一定联系的一种遗传方式。 

二、简答题：4 小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 染色体的主要结构包括着丝粒、次缢痕、随体、核仁组织区、端粒。 

2. 非孟德尔遗传的内容主要包括母体效应、剂量补偿效应、基因组印

迹；核外遗传如线粒体、叶绿体、质体等。 

3. 动物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用到的分子遗传标记主要有限制性片段长

度多态性（RFLP），串联重复序列（小卫星、微卫星等、随机扩增

多态性 DNA（RAPD）、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扩增片段长度

多态性（AFLP）或 线粒体 DNA 标记。 

4. 基因的结构特征包括外显子和内含子，信号肽序列，侧翼序列和调

控序列，如启动子、增强子和沉默子、终止子、加尾信号、核糖体



位点等。 

三、综合题：2 小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1. 安格斯牛的毛色有黑色和红色两种，已知某牛群中有 0.25%的红色

牛个体，用表型选择的方法淘汰这个性状 20 代之后，牛群中红毛

基因的频率有何变化？（黑毛基因对红毛基因为显性） 

解：已知黑色基因对红花基因为显性，且 R= 0.0025      

       𝑞𝑞0 = √𝑅𝑅 = √0.0036    q0 = 0.05        

             ∵ 𝑞𝑞𝑛𝑛 = 𝑞𝑞0
1+𝑛𝑛𝑞𝑞0

       ∴ 𝑞𝑞𝑛𝑛 =
0.05

1+20×0.05
= 0.025 

  答：经过 20 代后，红毛基因的频率为 0.025。 

2. 试述染色体、染色质、基因和 DNA 之间的关系。 

(1) 染色质和染色体只是同一种物质在细胞不同分裂状态期的不同

形态。 

(2) 染色质和染色体都是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的。 

(3) 尚未复制的染色体都只有一个 DNA 分子，染色体复制会使每条

染色体上含有两个染色单体（两个 DNA 分子），每个染色单体上各含

有一个 DNA 分子。 

(4) 控制生物遗传的基本物质是 DNA，DNA 主要在染色体上，染色

体是 DNA 的主要载体。而基因则是指控制某一性状的 DNA 片段。 

(5) 基因位于染色体上，每一条染色体上都有许多不同的基因，它们

分别控制不同的性状。 

Ⅵ.参考书目 

1．赵兴波. 动物遗传学（第四版）［M］. 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 



《动物生理学》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认识和理解动物的生命活动规律，从环境、器官和系统

以及细胞和分子水平解释各种生命现象；掌握动物机体各种生理机能

的发生机制、发生条件以及机体内外环境中各种变化对其功能的影响；

运用动物生命活动的规律改善动物的生产性能，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

保障动物机体健康。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5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10 分，共 5 道小题，每小题 2 分） 

2.简答题（20 分，共 4 道小题，每小题 5 分） 

3.论述题（20 分，共 2 道小题，每小题 10 分） 

Ⅲ.考查内容 

一、动物生理学绪论 

1.动物内环境与稳态的概念 

2.动物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方式与特点 

二、细胞学基础 



1.细胞膜物质转运的方式及特点 

2.细胞膜信号转导的类型 

3.细胞对刺激的反应以及刺激与反应的关系 

4.细胞生物电的概念、表现形式及产生机制 

5.肌细胞的收缩功能及机制 

三、血液生理 

1.血液的组成、理化特性及功能 

2.血细胞的种类、特点及功能 

3.生理性止血、血液凝固、纤维蛋白溶解的生理意义及机制 

4.心肌细胞生物电的产生机理和心肌的生理特性 

5.血液、组织液和淋巴液三者之间的关系 

四、呼吸、消化与吸收生理 

1.呼吸的概念、意义及基本过程 

2.气体的运输过程 

3.呼吸运动的调节 

4.消化与吸收的概念及意义 

5.胃肠等消化腺的分泌作用与运动方式 

6.糖、蛋白质、脂肪等三大营养物质的吸收过程 

7.胃液、胰液、胆汁的生理功能及分泌调节 

8.家禽与鱼类的消化生理特点 

五、能量代谢与体温调节 

1.机体能量的来源及利用方式 



2.体温恒定的调节机理 

六、泌尿生理 

1.肾功能单位的结构特征 

2.尿液的基本生成过程 

3.影响尿液生成的因素 

七、神经系统 

1.突触的结构与传递机理 

2.反射中枢兴奋的传播特征 

3.反射活动的特点 

4.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5.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6.脑的高级功能 

八、内分泌、生殖与泌乳生理 

1.内分泌与内分泌系统的概念 

2.激素的概念、分类和作用特点 

3.激素的分泌调节机理 

4.下丘脑与垂体的功能关系 

5.下丘脑、垂体、睾丸、卵巢分泌激素及其生理功能 

6.甲状腺、肾上腺、胰岛分泌激素及其生理功能 

7.乳的生成 

8.初乳对仔畜的意义 

Ⅳ.参考书目 



1. 杨秀平，肖向红，李大鹏.《动物生理学》（第 3 版）［M］.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6.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够掌握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的相关专业素质和基本

能力。具体包括： 

1.要求考生具有较全面的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基础知识。 

2.要求考生具有较高的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基本理论的应用能

力。 

3.要求考生具有较强的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问题的分析能力。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5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从道 6 题中选 5 道作答，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论述题：从道 4 题中选 3 道作答，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Ⅲ.考查内容 

一、动物营养学基础知识  

1.采食、消化和吸收 

2.能量 

3.碳水化合物 



4.脂类 

5.蛋白质 

6.矿质元素 

7.维生素 

8.水 

二、动物营养学综合应用  

1.动物营养学的研究方法 

2.动物的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 

3.动物营养研究进展 

三、饲料学基础知识  

1.饲料营养价值评定 

2.饲料分类 

3.青绿饲料 

4.青贮饲料 

5.粗饲料 

6.能量饲料 

7.蛋白质饲料 

8.矿物质饲料 

9.饲料添加剂  

四、饲料学综合应用  

1.饲料卫生 

2.饲料资源开发利用 



3.配合饲料与配方设计  

4.配合饲料的加工工艺与设备  

Ⅳ.参考书目 

1. 周国安，陈代文.《动物营养学》（第三版）［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2. 龚月生，张文举主编.《饲料学》（第二版）［M］.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出版社,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