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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植物生理与生化 一、植物生理与生化在农学统考中比例

及地位 1.本科目的地位 农学统考以后，植物生产类学科专业2

统一为植物生理与生物化学，此门课程所占分值为150分，这

是一个较大的比例。对于植物生产各个专业的考生来讲，是

整个专业课部分的基础，考试大纲的发布，对比以往的考试

模式，不难看出，先前的遗传学等一些学科的考察一并取消

了，统一为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考试。这就使本科目相对原

来考察比例加大了。 2.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学科特点 农林委

员经过谈论研究，将选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作为考察科目是

由本学科的内容和特点决定的，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包含了植

物生产类学科各个专业研究所需的最基础知识，是学生研究

生阶段进行课题选择、实验方案的选取、以及实验材料分析

时普遍适用的基础知识。通过这样的改革不难看出：统考是

向着基础化方向发展的，本课程考察内容应是一些最基础、

最常用的知识点；统考也是向着多样化和更加灵活的方向发

展的，会增加一些先前没有的新内容和需要学生更多总结和

思考的内容，具体表现在出题形式上又会有几种不同的出题

方式。 3.今昔对比 农学统考的改革实际上是将全国范围内农

业院校和相关农业科研单位的不同考试脑容、考试模式全部

统一为以中国农业大学考察中心和模式为模板的标准上来，

因此，对今年的考试大纲作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应参照中国农

业大学以往的专业课考察模式来进行。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



学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一些学术机构对农学

、植物保护学、园艺学、种子科学等一些学科的基本考察科

目，凡是报考以上各专业的考生，都需要通过本科目的考试

。以往对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考察比较死板，是以一种死记

硬背的形式来考察的，当然这种考察模式也是由本学科的特

点决定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两们学科中，需要记忆的知识

较多，以往也只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了解，并无过多

的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统考改革后一个很明显的

变化就是增加了实验题（2题，每题10分，共20分），实验题

可以说是整个考试中灵活度最大的一个部分，也是最考察学

生创新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出题形式。关于实验题的具体出题

方式和解答模式，会在一下内容中详细分析。农学统考后生

理学与生物化学另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将生理学和生物

化学两个部分渗透跟结合起来，溶于一题进行考察，这样的

变化趋势也在考试大纲中和明显的体现出来。这样的趋势也

将是农学大统考继续发展会保留的一种出题模式。关于具体

的例题解析会在以下内容中进行分析。 二、2008年生理学与

生物化学新增知识点题型与应对策略 1.实验题： ①实例分析

解答 大纲题例：设计一个实验证明赤霉素具有诱导大麦种子

产生α-淀粉酶的作用？ 解答方案：针对这种设计实验证明物

质作用的试题，考生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1.头脑中应联想

出此题解答将要用到的相关知识点并进行串连。如：本题应

用到的知识点主要有赤霉素的生理学作用，在植物生长、发

育中所占的地位，诱导植物成花生理和生殖生理，对植物衰

老的作用及其机制等等，并对照此题的后一部分（诱导大麦

种子产生α-淀粉酶）进行筛选，筛选出其中与此相关的知识



点。对后一部分而言，需要考生了解：本题考察的是种子萌

发过程中赤霉素对其一种活性物质的作用。2.在头脑中已经

出现本题考察的相关知识基础上，将这两部分知识联系起来

作答。本题中的“诱导”二字很关键，考生应能由这个词衍

生出“人工诱导”的短语，这也是本题的解题关键。既然要

求设计实验证明，就可通过“人工诱导”的方式，在人工培

养萌发的大麦种子的培养皿中添加赤霉素，使赤霉素和大麦

种子联系起来（共存，相互作用）。 实验题中还有一个重要

的考察方面（考察学生实验中是否仔细认真）就是对照的设

置，对照是研究性学科进行实验的一个重要举措，只有设置

了对照才能更好的对比实验得到的结果，也能使结果更具说

服力。本题中，应设的对照则是没有人工添加赤霉素的大麦

种子，通过最后两种实验结果的不同来证明赤霉素在大麦粽

子萌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实验题中另一重要方面就是物质

的检出。本题的最后一步将是如何证明产生了α-淀粉酶，因

为α-淀粉酶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东西，必须通过其与相关其

他物质相互作用来说明。这一步也是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

上考察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过程。大家都知

道淀粉的一个重要特性是遇碘变蓝，而α-淀粉酶能够分解淀

粉也是一般性、常识性的知识。 本题中，由于GA能使大麦种

子萌发过程中产生α-淀粉酶使淀粉被分解，因此加了I2也没

有蓝色的产生，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解题思路。而解题的过程

就能用灵活性将水平不同的考生区分开来使通过这样几个阶

段：1.读题后联想到相关知识点。2.将这些知识点串连起来发

现其中的联系。3.形成逻辑性的解体思路并将各个知识点在

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上正确的应用到本题的解答中来。从1



到3，每一步都是一个飞跃，这样，逻辑性思维强、并且知识

掌握扎实的同学才能将题解答的完整丰满。 ②实验题应对策

略： 实验题要求学生对知识点灵活掌握，能将不同知识点串

连于一题并分析、总结、思考，以完整的形式将答案表述出

来。要求注意的有以下几点：1.实验思路要清晰。2.回答实验

题时，各部分要紧密关联，有条例性。3.要有逻辑性，注意

对照的设立。 ③其他实验题实例 例题：设计一个简单的实验

来证明植物感受低温的部位为茎尖生长点？ 解答：同学们可

根据上题的思路进行此类问题的解答。 2.生理生化渗透题 农

学统考考试大纲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将两个学科渗透起来

，融于一题进行考察。目前大纲中还没有典型的题例，预测

出题思路为：通过生物化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生理学中一些

简单的生理学现象。作答时，考生需将生理和生化的知识联

合起来运用。这种出题模式将是联考以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

向，需要同学们在复习时特别注意，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 三、重要知识点详细解析 （一）植物生理学（

按知识点） 1.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各自特点与区别、细胞

壁的结构与功能、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 名词解释：生物膜、

细胞骨架、细胞周期等。 记忆性内容，理解结合记忆，回答

要丰满、完整。 2.原生质生理状态与其生理代谢的关系 3.水

分在植物生命活动中的作用、理解性概念（自由能、水势、

化学式）、水的移动（两种扩散方式，注意与植物的呼吸作

用联系） 名词解释：水通道蛋白、吸胀作用、内聚力学说、

水分临界期等 记忆性内容，理解并记忆，可能包含于简答题

中考察，灵活应变。 4.气孔开闭机理、植物如何受光、温度

、水分和二氧化碳的调节。 作答时，开闭机理有2：无机离



子泵学说、苹果酸代谢学说。阐述这种原理题时，回答一定

要具条例性、逻辑性，内容要完全，尽量分点、分条论述。

每一小问都要有一总结性答案，再分条展开论述，最后作一

总结（总-分-总解题思路）。 5.必须元素、离子泵、有益元

素等的概念，会区分植物必须矿质元素。 6.植物的缺素症的

表现形式，矿质元素的转运，主动吸收与被动吸收，矿质元

素与光合作用的关系（章节间联系——新大纲出题模式），

分析题如：植物叶片失绿的主要原因？ 解答一些分析题时，

要分条目说明，每个问题都要总述-分述-总结，尽量写得完

全，具体，有逻辑性。 7.（光合作用一章）量子效应、光合

单位、光合磷酸化、光系统I、II、红降现象等概念。 8.光合

作用的机理：（出分析题） 证实光合作用中释放的氧气来自

于水？（实验题，需特别注意） 9.光合电子传递的概念和过

程。（重点，需要理解掌握） 例题1：如何证明光合电子传

递由两个光系统参与？ 答：红降现象和双光增益效应，光合

放养的量子需要量，类囊体膜上存在的PSI和PSII复合体等方

面作答。 例题2：光对CO2同化有哪些调节作用？ 10.C3、C4

途径以及这两个途径的区别，简单了解一些C3和C4植物。

11.C4途径的光合速率与C3的比较，C4途径的光合速率比较低

，掌握原因。（每年必有C3、C4的题，请大家特别注意）

12.生长呼吸、巴斯德效应、呼吸熵、呼吸跃变、磷氧比

、TCA循环（重要、经常在考题中出现）等名词解释，结合

理解进行记忆。 13.呼吸作用的生理意义。 答：从提供能量、

中间产物合成提供原料、抗病免疫等方面进行解答，必要时

最后进行总结。 14.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概念、区别。 例

题1.长时间的无氧呼吸会对植物造成什么危害？为什么？ 答



：需要了解有氧胡须和无氧呼吸的特点，分条进行解答。 15.

源、库、比集转运速率、信号转导、物理信号、化学信号

、G蛋白、第二信使（经常考到）、筛管-伴胞复合体等名词

解释。（理解结合记忆，简答题中也可能涉及到） 16.高等植

物同化物的运输，掌握几种运输方式，掌握导管、筛管等各

负责哪些同化物的运输、各有什么特点。 例题：如何证明高

等植物长距离运输时通过韧皮部的？（新增实验题中可能考

到，特别注意） 17.蔗糖合成途径。掌握反应历程，会进行一

些简单的表述 例题：简述蔗糖合成中主要的调节酶？ 18.同化

物分配的一般规律（比较大的简答题，需要注意） 19.靶细胞

、极性运输、乙烯的“三重反应”、生长延缓剂、生长抑制

剂、激素受体、乙烯等名词解释（记忆性为主，不太可能结

合到大题中） 20.生长素对植物生长过程的调节模式和机理

、5大类植物激素各自的调节模式和机理、ETH合成途径的原

理、过程等。 例题：说明生长素的作用机理？了解5大类植

物激素的前体和作用方式。ETH的生物合成途径和调控因素

？ 21.生长、分化、发育的概念。极性、生物钟、胚状体、顶

端优势、光形态建成、叶面积比等一些概念（比较基础，记

忆性为主） 22.植物细胞的分化（原理、基础、调控）。顶端

优势产生的机理和生产中的应用。 例题：细胞的分化受哪些

因素控制？产生顶端优势的可能原因都有哪些？简述光对植

物生长的影响？ 23.花熟状态、春化作用、再春化、光周期现

象、临界暗期、光周期诱导等名词解释 24.植物成花生理。（

重点掌握成花生理的机制和调节物质，并理解各个调节物质

是如何对植物成花过程进行调节的） 例题：为何说光敏色素

在植物成花诱导中起重要作用？ 25.光周期对植物生殖生理的



影响。（特别注意，可能出实验题） 例题：设计实验说明暗

期和光期在植物的成花诱导中的作用？ 26.识别反应、集体效

应、无融合生殖（和遗传学紧密联系的概念，可能考到）、

强迫休眠、生殖休眠、顽拗性种子、衰老、脱落、离区、离

层、自由基等概念（很基础，记忆性较多） 27.植物生殖生长

和发育，受精后植物生理状态的变化（重点掌握） 例题：植

物受精后，雌蕊的代谢有哪些？肉质果实成熟期间在生理生

化上有什么变化？（特别注意，此题为生理生化结合渗透出

题的典型例题） 28.植物衰老的机制及如何减缓植物的衰老 例

题：引起植物衰老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29.逆境、抗逆、渗透

调节、冷害、冻害、-SH假说、热击蛋白等名词解释。（都为

记忆性，注意-SH假说有出简答题的可能） 30.植物对冷害逆

境的抵抗机制。（可能出实验题，设计实验增加植物的抗逆

性） 例题：抗寒锻炼提高植物抗寒性的原理是什么？生物膜

结构成分和抗寒性有什么关系？ 31.植物对干旱的抵抗机制。

（可能出实验题：如何增加植物对干旱的抵抗能力） 例题：

干旱对植物的伤害有哪些？植物抗旱的生理基础有哪些？如

何提高植物的抗旱性？（此题考到的几率很高，需要大家重

点掌握） 32.植物对一种逆境的适应可以增加对其他一些逆境

的适应能力，掌握交叉适应的机理（可能在简答题中考到） 

例题：植物产生交叉适应的主要机制是什么？（机理性问题

，重点掌握） （二）生物化学（按知识点） 1.蛋白质的生物

学意义、分子结构、结构域及相应功能。 例题：蛋白质的生

物学功能？桑格反应、等电点、蛋白质一级结构、超二级结

构、肽平面、蛋白质的变性与复性、盐析等概念需要掌握。

2.肽键的概念、肽的书写方向。 例题：用什么方法来测定蛋



白质的含量？ 3.蛋白质中可能出计算题，需要掌握蛋白质的

一些基本参数。 4.DNA一级结构、增色效应（生理中也有涉

及）、分子杂交、Tm值、减色效应的概念。 5.DNA分子基本

参数掌握、可能出计算题。 6.生物大分子之间的比较（如：

真核原核比较、DNA和RNA的比较等。本知识点可出简答题

） 例题：真核生物及原核生物DNA分子的mRNA比较？

7.DNA分子的物理化学性质。 例题：何谓DNA分子的热变性

？有何特点？性质发生了哪些变化？ 8.酶的活性中心、酶的

诱导契合学说等概念需要掌握。 9.酶的催化作用。酶比其他

催化剂优化的证据、酶的分类和特点等需要掌握（简答题） 

例题：酶与一般催化剂相比有什么特点？酶的专一性、如何

分类？根据国际命名法，酶分几大类？酶的活性中心有哪些

特点？ 10.酶的Km值及一些相关计算（重点掌握） 11.酶的作

用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掌握这些影响因素及影响的机理

。 例题：竞争抑制作用和非竞争抑制作用的区别？ 12.蔗糖、

直链淀粉生物合成的几种途径，糖酵解，UDPG、葡萄糖异

生作用。（注意炭水化合物代谢一章的完成反应式题型） 13.

糖酵解和TCA循环的关联（很重要，记住反应途径），TCA

循环的生理意义，PPP途径的特点和生理意义。 14.有关代谢

反应的细胞定位，氧化磷酸化、磷氧比（与生理有联系，重

点掌握），解偶联作用。 例题：典型的解偶联剂及其与桑格

试剂的区别？ 15.能荷、能荷的高低荷代谢调节的关系。 16.

饱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C素来源、乙酰辅酶A羧化来源的C

源、电子受体等） 17.ACP、BCCP、脂肪酸的β-氧化作用、

生物膜等概念需要掌握。 18.饱和脂肪酸的β-氧化不是其合

成过程的简单逆转、原理。（很重要。这种形式的题常出现



在考试中） 19.几种代谢途径结合起来出计算题，需要大家重

点掌握。 例题：一分子月桂酸（12：0）经β-氧化，TCA循

环和呼吸链彻底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时，可生成多少ATP？

计算根据是什么？ 20.蛋白质的合成和降解、氨基酸的合成和

降解，需要的酶类，限制型内切酶、PRPP的概念。 例题：蛋

白质和氨基酸的降解方式有几种？氨肽酶、转氨作用及其通

式？21.写出核酸逐步降解最后形成碱基和戊糖的流程。核糖

核苷酸如何转变为脱氧核糖核苷酸？ 22.DNA合成方向、半不

联系复制、工具酶、RNA聚合酶全酶组成。 23.核酸合成比较

容易出题的方向有：写DNA复制时，另一个单链的序列；已

知DNA序列，写出多肽序列，DNA转录形成的RNA序列（注

意A与T的互换）， 此章出题比较灵活，需要同学在将基础知

识掌握扎实的基础上灵活应对习题。 24.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动

态过程需要了解，结合中心法则理解合成途径。 例题：在蛋

白质的生物合成中，氨基酸的活化是如何进行的？（此为蛋

白质合成的第一步，重点掌握） 25.反馈抑制、酶的共价修饰

、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水平上的修饰。 例题：真核生物中，

修饰主要发生在那个水平上，主要的修饰方式有几种？ 总的

来说，生化的内容比较集中于复习。生化中一些基本原理是

一些植物生理现象的基础，预测08生理生化渗透结合出题，

就需要同学们在复习中将各个知识点串连起来，在反复的比

较两门课程之间及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必能取得更好的复

习效果。 四、推荐教材及参考书 1.《植物生理学》 王忠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植物生理学》课后习题王忠主编 中

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3.《生物化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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