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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与生化 数学 一、农学统考中数学的地位及其学科特

点 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考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习基础和志愿从事

研究工作的需要任选数学和化学。数学相比化学，知识点要

少，但要更灵活。这门课程的分值为150，占总成绩的1/4.数

学是各类研究都要使用的基础学科，在前期的试验设计，方

案选择，试验过程中的数据分析，结果推断，建立模型，直

至论文完成等工作中都是不可缺水的知识体系。除此外，研

究数学可以锻炼逻辑推断能力，并使人形成严谨、抽象的思

维方式，有利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数学是一门研究数量

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具有严密的符号体系，独特的公式

结构，形象的图像语言。它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高度抽象，

逻辑严密，广泛应用。（1）数学的抽象撇开了对象的具体内

容，而仅仅保留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在数学家看来，五个

石头、五座大山、五朵金花与五条毒蛇之间，并没有什么区

别。数学家关心的只是“五”。“集合”、“方程”、“函

数”等概念都是抽象思维的产物。（2）许多数学结果，很难

找到具有直观意义的现实原型，往往是在理想情况下进行研

究的。数学运算、数学推理、数学证明、数学理论的正确性

等，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借助于可重复的实验来检验，而只

能借助于严密的逻辑方法来实现。如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

的得出，两条直线位置关系的确定，无穷小量的得出，等等

。（3）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几乎在任何一门科学技术



及一切社会领域中都被运用。各门科学的“数学化”，是现

代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在学习中要注意数学的实际应用，

比如微积分的几何意义，比如如何用数学方法分析试验数据

，建立模型，等等。 在笔者看来，数学要求的就是牢固的掌

握基础知识和灵活的运用这些知识，从中锻炼或反应个人的

思维能力（包括逻辑思维能力、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

数学语宵表达能力等），所以在复习中要由这3点出发，不要

舍本逐末。 二、今昔对比 农学统考以后，不再由各农业院校

自由选择试题出处（数一至数四，或自己出题），而以中国

农业大学历届考研所指定的教材和考试模式为准。鉴于各个

地方农业院校教学内容和水平层次不一，整体难度较原来有

所下降，但同时考察会更加灵活、多样。若能搜集中国农业

大学历年真题进行研究，会对考试有很大帮助。对于非农大

考生，首先去除了陌生、未知的感觉，还可以更好的把握考

生重点和考试模式。其实中国农大本身的历年试题也不是很

规范，就如笔者曾参与的06界考试，整个试卷都由解答题组

成，而没有填空和选择，与各正式考试公布的题型都不符。

不过农学统考之后，试卷内容结构和题型结构大纲上都有明

确规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从内容比例上看，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部分，所占的分值比例现在都是

约占整个试卷的56%、22%、22%，大约是84分、33分、33分

。这与07年的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的分值比例相符（数

四不考数理统计，无可比性）。按往年的数学统考趋势，数

一至数四的内容结构和难度逐渐趋于一致，比如今年大纲总

体变化不大，而07年比06年线性代数所占分值要多；农学统

考则延续了这个变化。另外，相比数一至数四，农学统考的



数学内容上要稍少，难度也稍低。像去年统考中高等数学部

分曲率圆概念一元函数微分学柯西中值定理，定积分应用中

求函数的平均值等农学统考中都没有，今年的数一、数二增

加的曲率圆概念，几何量形心的概念；数学三、四增加的对

泰勒（Taylor）公式的了解等要求农学统考中都没有。农学统

考的数学更注重基本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复习中要注重本概

念，基本方法、基本原理的掌握。 在考试的题型结构上，第

一大题为选择题，第二题是填空题，第三题作为解答题，证

明。选择题是8个小题32分，不同于07年的十个小题40分；填

空题为六个小题，共24分；解答题共9小题94分，二去年是8

各小题。从题型比例看，客观题（包括填空题和选择题）和

解答题的分值比例是40%和60%，07年是45%和55%.去年数学

一、二、三、四都增加了两个选择题，去掉了一个微积分的

大题，不过今年农学统考和去年的线性代数与概率统计都是

两个选择、一个填空和两个解答题，总数都是5个。 三、08数

学考点分析和考试题型预测 （一）函数、极限、连续 1.函数

的概念和基本性质，这是贯穿在高数始终的基本知识，要求

熟练掌握和应用。而且各性质的考察机会基本均等，所以对

函数的概念、表示法、函数的建立、函数的各个性质及各类

函数的概念等都要熟习。 这部分内容的考察可以隐藏在解答

题中，也可以单独出题。复习时不用死记硬背，可以多接触

这类选择题和填空题，从中体察这些知识是如何被应用在解

题中的，甚至可以自己试着出题，尽量想出各种考察方式，

这是对于学习概念型和性质型知识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这类

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属于送分的题目，要保障能拿到。 2.一般

考试总会有一求极限的题目，且多是填空和选择。要注意除



求极限的基本方法外，还可以通过求导、洛必达法则等来得

到答案，有时还会融入有无极限的判断和极限唯一性、有界

性的考察。 3.函数的连续性是也是一个重要考点，尤其是左

右连续、间断点的判断，要注意这类题的解答方法。这个知

识点一般在客观题中作为一个小题出，也可能是解答题的某

一小问。 总之，函数、极限、连续的内容基本上不会出很大

的题目，而且这是学习整个高数的基础，要牢固的掌握，考

试中要求能快速准确的解答，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二）

导数和微积分 高数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微积分，而且这方面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难点，复习时无疑

要格外重视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一元函数微分学和一元函数

积分学要重点学习，熟练掌握后，多元函数微积分学和常微

分方程就很容易理解和掌握了。这一部分关键是在理解的基

础上运用来进行计算，即理解了基本概念和记住求导、求微

分公式后，需要大量的习题练习才可以达到目标。重点知识

点如下： 4.导数的几何意义，如求曲线的切线方程和法线方

程；运用定积分来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和旋转体的体积等，

这类题目需要充分的理解导数、定积分的意义，然后有针对

性的作几道代表性的例题和练习题，方法大同小异，只要理

解的透彻，不难解决这类题目。个人认为研究明白课本例题

后和主要参考资料上的例题，再稍微作一些练习就可以了。

5.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的应用，这是两个应用很广且很

灵活的知识点，若能精确的掌握其在各种条件下应用的关键

判断原则，就可以解决很多看上去很繁琐或很没头绪的题目

，但是需要花时间掌握，最好研究经典教材上的解释和应用

方法，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 6.函数单调性，求极大、



极小值，最大、最小值等问题，这个也是一类题目，在很多

大题里会涉及，而且大多需要将函数性质、基本函数等与函

数的导数联系在一起。 7.如何求积分，这是一个大问题，这

个也只能在明白基本原理之后作大量的练习才可以掌握，而

且求导公式、各定理的运用，一定要非常熟练。 8.对于多元

微积分学，所有内容都只要求了解，所以考题也不会太难，

而且可以从一元微积分的知识进行延续，多半都可以解决。

常微分方程中要了解常微分的概念和求解方法，包括变量可

分离的微分方程和一阶线形微分方程，总共3个知识点。 （

三）线性代数 9.矩阵方面主要是理解矩阵的概念，同时明白

各类矩阵如单位矩阵、数量矩阵、对角矩阵、三角矩阵、对

称矩阵和反对称矩阵等是什么形式，以及它们的性质。另外

就是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乘法、转置，用伴随矩阵求逆矩

阵，进行理解矩阵的初等变换，还有会求矩阵的特征值和特

征向量等。矩阵的题目多数都是进行计算，所以在明白题目

要求算的是什么（即概念）的基础上，一定要实际演算一些

题目，要把计算程序掌握的非常熟练，就不容易出错了。 10.

向量的考察点集中在向量的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性质及判

别法以及求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上，可以进行针对性的

练习。 11.线性方程组方面最大可能是判断齐次线性方程组有

无非零解或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无解，还有可能就是解方程

，求其基础解系或通解。 （四）概率论 概率论的考察对可分

为三个重点： 第一，即基本概念的了解，可以出一题求其概

率分布，或者是要求判断概率、事件的特点或性质。这类题

目多数将第一章随机事件和概率。第二章随机变量及其概率

分布和第三章多维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中的基础知识杂糅



在一起，一道题目涉及多个小知识点，只要明白各个概念就

不难解题。其中重点是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的概念，

要掌握0-l分布、二项分布、几何分布、超几何分布、泊松

（Poisson）分布；掌握二维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理解其中

参数的概率意义。 第二，随机变量数字特征中要会求常用分

布的随机变量数字特征（数学期望、方差、标准差、矩、协

方差、相关系数。 第三，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各有两

个，分别是切比雪夫大数定律和伯努利大数定律；棣莫弗一

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二项分布以正态分布为极限分布）

和列维一林德伯格中心极限定理（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序列

的中心极限定理）。 数理统计的内容基本上是要求理解，一

定要弄明白整个体系的目的和实现方法，在理解的基础上记

忆。数理统计本身就是研究试验设计和数据统计中的问题的

，统考要求掌握的是非常基础的内容，研究明白不仅可以考

得高分，还为以后试验打下了基础。 首先，要明白总体、简

单随机样本、统计量、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及样本矩等基本

概念其次，在这个基础上知道如何进行x2分布、t分布和F分

布的计算就基本可以达到农学统考的要求了。若想节省时间

，涉及到复杂的查表的问题都可以跳过，若实在理解不了，

也要熟记例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法。 从历年的数学考题看，出

题的专家都是紧紧扣住三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

本方法”。在第一次的全面复习中，要扎扎实实的把每个大

纲要求的知识点都过一遍，差缺补漏。在研读教材时要重视

习题，不要求每个概念都背下来，但一定要熟习它是如何反

应在题目中的。另外，农学统考中的知识点都是数学中比较

基本的，难度也不会很高，所以不必要去研究难题，偏题，



也可以跳过不考的知识点。 四、参考书目 中国农业大学本身

有数学教材，大学数学（包括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和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这套课本比较简单，可以作为复习时的主要

参考资料。高等数学方面，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是比较

权威的一套教材，不过对于参与农学统考的考生比较难，遇

到不考的内容时可以跳过，研究清楚上面的推理过程和例题

会有很大收获。 现在市场上各种参考书名目繁多，建议在第

一次复习时选一本例题较多且有很好的归纳分析的作为主要

复习参考书，不要见一本拿一本，以免贪多嚼不烂。而且第

一次的复习应以课本和各知识点的掌握练习为主。例如李永

乐的《复习指导》，都适合在第一阶段使用。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