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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农业工程信息技术

Ⅰ 考试性质

《农业工程信息技术》考试由精细农业和测试技术组成，是为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招收农业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而设置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

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

础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农业工程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

格以上水平，以利于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 考查目标

《农业工程信息技术》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精细农业和测试技术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点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点和基本技能综合

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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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选择题

Ⅳ 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精细农业

1、掌握精细农业的定义；精细农业出现的背景；精细农业的核心思想和关

键技术；精细农业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及我国发展精细农业的必要性。

2、掌握 GNSS 系统的定义、应用（特别是在精细农业中的应用）；美国 GPS



系统的组成；俄罗斯 GLONASS 系统的特有特点；我国 BD-I 系统的定位原理；卫

星导航的差分和增强系统；卫星导航电文的作用及组成；GPS 的定位原理及差分

GPS 的定义；GPS 的定位误差及消除办法。

3、掌握 GIS 系统的分类；精细农业空间数据的表述方式；GIS 系统内部数据

结构分类及空间基本操作；常用的局部差值方法；克里金插值理论与半方差图。

4、掌握遥感技术的定义、体系和分类；遥感技术的三大特征，四个分辨率；

太阳辐射与大气窗口的定义；绿色植被的波谱特性（可见光、近红外、中红外）

及“红边”的定义；归一化植被指数、比植被指数、差植被指数的计算方法；高

光谱遥感的定义和特点；相同地物的光谱特性；遥感技术在精细农业中的应用。

5、掌握土壤的空间变异性、时间变异性；土壤采样方案及各自特点；土壤

土壤水分的快速测定方法及土壤水分曲线；距离反比法插值原理；作物病虫草害

的监测原理。

第二部分 测试技术

1、了解测试工作的含义、范围及测试技术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掌握测试、

信息、信号的概念，熟悉测试系统的组成及特点。

2、了解信号的分类以及随机信号的特性参数，掌握周期信号及离散频谱、

非周期信号及连续频谱，熟悉傅立叶变换的基本性质，重点掌握欧拉公式，周期

函数的三角函数展开式的推导，利用傅里叶变换性质进行频谱求取。

3、掌握测试装置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的描述方法，动态特性的计算法和实

验测定法，根据测试装置的特性正确选择测试装置，重点掌握分辨力、灵敏度、

非线性度基本概念，传递函数、频率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含义。

4、掌握直流电桥的平衡条件，熟悉 1/4 桥、半桥、全桥灵敏度连接方式，

熟悉幅值调制的时域波形与频域谱图对应关系，掌握幅值调制中同步解调原理，

了解整流检波、相敏检波解调方式，掌握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

带阻滤波器的频谱特性。

Ⅴ、参考教材

汪懋华.《精细农业》[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

贾民平.《测试技术》[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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