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科目考试大纲

专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科目名称：农业资源利用综合知识

Ⅰ 考试性质

农业资源利用综合知识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设置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主要包括农业推广学和环境

学概论等相关知识，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有备继续攻读

硕士学位所需要的环境学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农业资源

与环境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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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农业资源利用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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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选择题

Ⅳ 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农业推广学

一、导论

1、农业推广的主要模式（农业推广模式类型及主要特征）

2、农业推广的含义与特征



3、农业推广的主要社会功能

4、农业推广学的产生与发展

5、农业推广学的理论体系

二、农业推广行为

1、农业推广的行为及其产的机理、

2、我国农民的行为特征

3、农民行为改变的过程

4、农民行为改变的策略

5、农民行为改变的方法

三、农业推广沟通

1、农业推广沟通的分类（根据不同的分类依据进行分类）

2、农业推广沟通的过程及要素（过程的描述、各要素的作用）

3、农业推广沟通的模型与网络（模型的分类、网络的分类）

4、农业推广沟通的特点

5、提高农业推广沟通效率的要领及技巧

四、农业推广的基本方法

1、农业推广基本方法的类型和特点

2、参与式农业推广的基本程序和要领

3、现代农业网络推广

4、农业推广工作的程序

5、农业推广方法的选择与综合运用（必要性、要领）

五、农业推广论文写作

1、农业推广论文选题的原则

2、农业推广论文的结构和格式

3、农业推广科技报告写作（主要类型、正文结构、注意事项）

4、农业推广应用文写作（类型、注意事项）

5、农业推广语言运用的原则

6、农业推广人员的语言运用技巧

7、农业推广演讲技能



六、农业推广试验与师范

1、农业推广试验的基本类型和要求

2、农业推广试验的方案编制（主要内容及注意事项）与实施

3、成果示范的基本要求及实施步骤

4、方法示范的基本要求和实施步骤

七、农业推广培训与咨询

1、农业推广培训的含义、特点与类型

2、农业推广培训需求分析含义、特点与方法

3、农业推广培训的基本方式与模式

4、咨询的含义与特征

5、农业推广咨询的基本方法与模式

八、农业科技成果推广

1、农业科技成果的含义与类型

2、农业科技成果的构成条件

3、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周期性

4、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的主要因素

5、影响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主要方式

6、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问题及对策



第二部分：环境学概论

一、环境问题

1.环境学，环境问题定义

2.八大公害事件(每个事件主要污染因子）

3. 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

4.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危害。

（气候变暖和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酸雨、森林的减少、水土流失和沙漠化、

生物多样性锐减、人口问题、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态等环境问题）

5.环境科学的定义，研究任务

6.环境科学的内容

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1. 可持续发展定义

2. 中国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解

3.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大气环境

1.大气圈及其结构，臭氧分布哪层

2.大气组成、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3. 大气污染的定义

4. 大气污染物及分类

5. 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素，气象条件如何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扩散

6. 污染物在大气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及光化学烟雾的形成；

7. 大气的稳定度与污染物的扩散模式

8.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措施与管理

9.掌握下列概念：大气污染、一次污染物、二次污染物、TSP、光化学烟雾、逆

温、干绝热递减率、城市热岛效应（环流）、大气稳定度、温度层结

10.逆温的种类及产生

11. 比较氧化型与还原型大气污染在污染源、污染物、发生时间和地区等方面的

差异

12. 高架源连续排放的烟云，写出烟云的名称及当时地面的污染状况



13.光化学烟雾的形成过程

四、水环境

1.水质、水质指标与水质标准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分类分级

3.水体污染与污染源

4.主要废水的成分和性质

5.水体富营养化的形成过程

6.水污染防治的原则对策

7.废水处理的目的及处理方法

8. 城市污水的三级处理及去除物质

9. 重要概念：水体污染、水体富营养化、BOD、COD、TOC、生物积累、生物放大、

生物富集作用、水体自净等

10.重金属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

五、土壤环境

1.土壤的基本结构与特性

2.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土壤背景值

3.土壤污染定义、土壤污染的发生类型

4. 土壤中重金属及类金属元素的来源、存在形态及其迁移转化过程。

5.重金属污染特征

6. 影响重金属在土壤中迁移的主要因素

7.有机农药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及影响因素

8．污染土壤的修复

9．控制和消除土壤污染源的措施

10.土壤污染的防治

11.土壤退化类型及其防治

六、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

1．固废废物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2．固体废物的特点

3．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利用的原则



4．固体废物的污染途径及危害

5．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主要技术方法

6.固体废物堆肥化的过程

七、环境规划与管理

1.掌握下列概念：环境规划、环境承载力、污染物的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自

净容量、大气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清洁生产

2.环境规划的类型，程序,内容。

3.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的基本方法。

4.区域清洁生产的概念、目标要求及内容

八、环境质量评价

1.环境质量，环境评价的类型，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2.环境现状评价程序，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3.环境报告书的内容

九、生物、能源、人口与环境

1.生物多样性

2.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

3.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途径

4.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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