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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6_9C_c73_532750.htm 在农学联考科目的考试中，植

物生产类学科专业统一为植物生理与生物化学，此门课程所

占分值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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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考试大纲

发布，不难看出，农学联考科目仍统一为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的考试。这使本科目相对原来考察比例加大了。其中生理学

与生物化学所占分值各为50%。生理生化试卷的题型结构与08

年比基本没有变化，题型有单选题、简答题、实验题和分析

论述题，其中单选为30题共30分，简答题为6小题每题8分

共48分，实验题为2题共20分，分析论述题为4个题共52分。

值得注意的是实验题仍然作为重要的考查内容在09年的考试

中继续出现，其中的两个实验题分别来自生理和生化，这要

求09年的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加强对实验题的复习。 生理生化

侧重于一些记忆性的知识，需要考生在平时的复习中对下工

夫，在正确把握考试重点的基础上，深刻领会各个知识点，

仔细复习，便可轻松应对考试。 植物生理学是生物科学的一

个重要分支。内容主要以植物，特别是高等植物为研究对象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研究和了解植物在各种环境条件

下的生命活动规律和代谢机理。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如何把

握植物生理学这门科目的考试重点和主要内容，下面将向广

大考生介绍植物生理学的重点知识和复习方法技巧。 首先考

生要明确植物生理学考查的重点内容 植物生理学(plant

physiology)是研究植物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是生物科学的一



个重要分支。植物生理学的研究范畴应当包括整个植物界的

各种类型植物的生命活动，但由于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植物(

含农作物、林木、园艺作物和资源植物等)大多数是高等植物

，因此植物生理学研究的对象往往着重于高等植物。在复习

中要重点掌握或了解“植物生理学”中各类植物生命活动过

程的机理，从物质合成和光能利用入手，进一步讨论它们的

转变，最终表现于生长发育。具体包括植物的水分代谢，矿

质营养，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植物体内有机物质的

代谢、运输，植物体内的细胞信号转导，植物的生长物质，

光形态建成，植物的生长生理、生殖生理，植物的成熟、衰

老生理和植物的抗性生理等内容。 一、植物生理学概述： 这

一章内容作为简单的了解，需要了解植物生理学的对象、内

容，了解植物生理学的发展趋势。 二、 植物细胞生理 通过复

习，熟练掌握植物细胞化学成分(糖、脂类、氨基酸和蛋白质

、核酸)的结构特点、理化性质和功能，酶的性质、作用特性

和催化机理等；熟练掌握植物细胞的结构特点及细胞壁、胞

间连丝、原生质体(内质网、线粒体、叶绿体、核糖体等)的

结构与功能，掌握细胞生长与分化的规律，认识植物细胞全

能性及其基因表达、调控规律；深入认识植物体内膜的特性

、结构与功能，掌握信号与受体结合的过程，掌握跨膜信号

的转导过程，掌握细胞内信号转导形成网络的过程。 三、 植

物的水分生理 考生复习要求：了解植物对水分的需求，植物

的含水量，体内水分的存在状态，水分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

；掌握植物细胞的渗透吸水；掌握植物根系吸水的途径、动

力，了解植物蒸腾作用的生理意义；掌握植物体内水分的运

输，运输的途径速度，水分沿着导管、管胞上升的动力。 四



、植物的矿质营养 考生要求重点掌握植物必须的矿质元素，

必须元素的生理作用，缺乏必须元素的诊断；掌握植物细胞

对矿质元素的吸收，细胞吸收溶质的方式和机理；理解植物

根系对矿质元素的吸收，吸收的特点，过程，影响根系吸收

矿质元素的因素；了解矿物质在植物体内的运输，运输途径

形式和速度，矿物质在植物体内的分布。 五、光合作用 要考

生重点掌握光合作用的意义，叶绿体及其色素，叶绿体的结

构成分；光合色素的化学、光学特性，重点掌握光合作用机

理，光能的吸收、传递，光合磷酸化，碳同化的途径，光合

作用产物；了解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植物对光能的利用；

了解光呼吸及其生理功能。 六、 植物的呼吸作用 重点掌握呼

吸作用的概念及其生理意义；掌握植物呼吸作用的途径

，EMP TCA PPP途径；掌握生物氧化、呼吸链、氧化磷酸化

、呼吸代谢的多条途径等概念，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关系

；了解呼吸过程中能量的贮藏和利用，呼吸作用的调节和控

制，影响呼吸作用的因素。 七 植物体内有机物质的运输与分

配 要求理解各种有机物代谢的相互联系，掌握有机物质运输

的途径、速度和溶质种类，运输途径、速度和溶质种类；掌

握韧皮部装载、筛管的运输机理，并了解外界条件对有机物

运输的影响及同化物分配的规律。 八、 植物生长物质 了解植

物生长物质的概念和种类，掌握生长素类、赤霉素类、细胞

分裂素类的结构、种类、生理作用、运输和生物合成途径，

了解植物生长物质生长素类、赤霉素类、细胞分裂素类在农

业生产上的应用和植物激素的作用机制及常用测定方法。 九

、 植物的生长生理 掌握种子萌发的外界条件和生理生化变化

。掌握细胞分裂的生理、细胞伸长的生理和细胞分化的生理



。了解植物细胞程序性死亡。了解植物营养器官的生长特性

和影响营养器官生长的条件。掌握植物生长的向性运动和感

性运动。掌握光敏色素发现、光敏色素的分布、光敏色素的

化学性质及光化学转换。掌握光敏色素的生理作用和反应类

型。掌握光敏色素的作用和作用机理 十、 植物的生殖生理 了

解幼年期的特征，掌握成花的诱导生理，掌握春化作用及植

物感受低温的部位，掌握光周期现象和光周期理论在农业中

的应用，掌握花器官发育的基因调控以及受精作用。 十一、 

植物的休眠、成熟和衰老生理 了解种子的休眠和萌发，掌握

种子和延存器官的休眠，掌握种子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

掌握果实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和呼吸跃变，掌握植物的衰

老机制及叶的脱落与机制。 十二、 植物的逆境生理 掌握植物

抵抗逆境的方式及对逆境适应的生理机制，掌握植物受到寒

、冻、热、旱、涝、盐、病害时的主要生理特征。掌握植物

对寒、冻、热、旱、涝、盐、病害胁迫的生理适应；植物的

抗冷性、抗冻性、抗热性、抗旱性、抗涝性、抗盐性、抗病

性的生理机制。 实验题作为考试的必考内容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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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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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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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生理学复习要求和目的： 第一阶段

：将专业课过第一遍，以制定的参考书为主，不必看其他的

书籍。要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复习，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地攻克，并将重

点提炼出来。看书以理解为主，将不懂的知识点做上记号。 

第二阶段：将专业课过第二遍，仍然看指定参考书，要着重

看和解决第一遍留下的疑问，同时以参考书课程内容提纲做

一份笔记，将主要内容归纳出一份比较简洁的提纲，以便于

下轮复习。 第三阶段：将专业课过第三遍，这一轮复习要注

重结合上一轮的笔记和提纲有重点的，系统的理解和记忆，

并将真题做一遍进行模拟测试，提高临场应考技能。同时以

历年真题为基础完善复习笔记. 第四阶段：这一轮要将参考书

快速翻2-3遍，并以自己所做笔记和提纲为主要内容,以便对整

个知识体系有全面的把握并且记在心中，同时要进行查缺补

漏，不要放过一个疑点，要注重的是此时不能执着于细小的

知识点，要懂得抓大放小，集中背最重要的知识点。另外根



据对历年试题的分析对本年度的专业考试作出一些预测，列

出一些可考性比较强的题目。 百考试题编辑祝考研人梦想成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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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