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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707《土壤学》 

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的内容结构 

土壤学基础理论知识（总论）     80％ 

土壤分类与分布（各论）      20％ 

四、试卷的题型结构 

选择题、填空题         25％ 

名词解释题          20％ 

简答、论述题         45％ 

计算题           10％ 

 

第二部分  考察的知识及范围 

考察的知识及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土壤学基础理论知识（总论） 

1、概述：土壤与土壤肥力的概念、林业土壤与森林土壤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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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力的四大生活因子、土壤的组成物质、土壤对地理环境及对农

林业生产的重要性、如何保护土壤。 

地质大循环、生物小循环的概念与土壤形成的关系；影响土壤形

成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土壤剖面的概念、土壤剖面的发生发育和

土壤剖面的层次及特征指标。 

2、地学基础知识：矿物、岩石、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的概

念；矿物的物理性指标；岩浆岩的成因、结构、构造、分类及主要类

型；沉积岩的成因、结构、构造、分类及主要类型；变质岩的成因、

结构、构造、分类及主要类型；地质年代、内外力地质作用和常见的

地貌类型；矿物岩石风化的概念，岩石的风化过程、风化类型及风化

产物的类型和特性。 

3、土壤生物与土壤有机质：林木根系的类型，林木根系与土壤

肥力的关系；土壤中栖居的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土壤中细菌、真

菌、放线菌、原生动物和藻类的特性、分布特点和对土壤形成的作用；

根瘤菌与菌根的类型及其特点；土壤有机质的组分，各组分的分解、

转化；土壤腐殖质的形成、组分和性质；土壤有机质的作用及其调节。 

4、土壤物理性质及土壤水、气、热：土壤粒级的概念，粒级的

划分和各粒级组的物质组成；土壤质地的概念、分类及其在肥力上的

性质；土壤微团聚体和团聚体，土壤结构形成的机制，土壤结构破坏

的原因和恢复的方法；不同土壤结构类型与土壤肥力的关系；土壤比

重（土粒密度）、土壤容重（土壤密度）和土壤孔隙度的概念，孔隙

度的类型和作用，影响土壤孔隙度、容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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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的类型，土水势，土壤水分运动的机制；土壤水分常数和

土壤的有效含水范围；土壤水分的来源、消耗的途径，影响土壤水分

状况的因素，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土壤空气的数量、组成及土壤通气

性；土壤热特性及土温的变化规律；土壤水、气、热的相互作用及其

调节。 

土壤容重的测定，土壤容重、总孔隙度、田间持水量、毛管孔隙

度、非毛管孔隙度、土壤通气性（度）的计算与土壤物理性状评价。 

5、土壤胶体与离子交换：土壤胶体的概念与特性，土壤胶体的

构造、主要种类和性质，两性胶体、同晶置换、永久电荷、可变电荷

的概念；土壤阳离子交换作用的特征，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及影响因素，

影响阳离子交换能力与阳离子有效度的因素；致酸离子、盐基离子、

盐基饱和度的概念及影响因素；吸附阴离子的胶体和影响阴离子吸附

能力的因素；土壤养分离子的有效性，阳离子组成对土壤性状的影响。 

6、土壤化学性质：土壤酸碱性的概念，活性酸度，潜性酸度，

土壤酸碱性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土壤酸碱性的地理分布特征；土壤缓

冲性的概念和土壤具有缓冲性的原因；土壤的氧化还原过程的概念、

影响因素、对土壤和林木的影响；土壤酸碱反应和氧化还原的调节。 

7、土壤养分、植物营养及肥料基本知识：土壤养分的来源与消

耗的途径；土壤大量元素的类型、作用和存在方式；土壤中、微量元

素的作用与供应；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16 种化学元素）；植物对养

分吸收的部位和方式；影响植物吸收养料的环境因子；植物营养的共

性与特殊性；植物营养的临界期与最大效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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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的概念与施肥的目的；无机肥料的特点；氮肥的类型及其施

用、磷肥的类型及其施用、钾肥的类型及其施用、复合肥料的优点及

其应用前景、有机肥料的特点与分类、作物施肥的原则与施用方法。 

8、土壤退化、土壤污染及治理：土壤退化及土壤污染的概念、

原因及危害；土壤污染物类型、来源及特点、修复或治理措施。 

二、土壤分类与分布（各论） 

1、土壤分类概述：土壤发生学分类及系统（诊断学）分类的概

念、原则、划分依据及二者的异同；中国土壤发生学分类的基本原则、

分类级别及依据、命名。 

2、中国土壤分布概述：中国土壤分布的水平地带性、垂直地带

性和土壤分布的非地带性的概念；按发生学分类，中国主要地带性土

壤水平分布的地理特点、气候特点、植被特点；影响中国山地土壤垂

直分布带的因素，中国山地土壤垂直地带谱。 

3、中国主要土壤类型：中国北方土壤的主要类型（黄棕壤、棕壤、

暗棕壤、褐土、漂灰土等）、分布状况、土壤性状、利用状况及改良

措施；中国南方土壤的主要类型（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等）、

分布状况、土壤性状、利用状况及改良措施；中国主要非地带性土壤

的主要类型（石灰土、紫色土、水稻土、盐碱土等）、分布状况、土

壤性状、利用状况及改良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