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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作物栽培与耕作学子试卷 

        Ⅱ．作物遗传育种学子试卷 

 

 

 

 

 

考生须知 

 

1.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包括作物栽培与耕作学和作物遗传育种学两个子试卷，考生根据

所学专业任选一子试卷作答，多选者只按首选计分。 

2. 请考生务必将本人考号最后两位数字填写在本页右上角方框内。 

3. 考生一律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按规定要求作答，未做在指定位置上

的答案一律无效。 

4. 监考员收卷时，考生须配合监考员验收，并请监考员在准考证上签字（作为考生交卷的

凭据）。否则，若发生答卷遗失，责任由考生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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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作物栽培与耕作学子试卷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基本营养生长期  2．功能叶   3．生育时期 

4．作物生长分析   5．植物相对含水量 6．次生盐害 

7．生态位    8．复种    9．界限温度 

10．保土耕作法 

 

二、填空题（每空 0.5 分，共 20 分） 

1．作物产品器官是指栽培作物中以________为目的的主要器官。 

2．依照光周期反应，蔬菜可分为________蔬菜、________蔬菜和________蔬菜。 

3．引种时应考虑作物的光周期特性，长日照作物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引种时生育期变

________，短日照作物由高纬度向低纬度引种时生育期变________。 

4．薯类作物中属于长日照作物的有________，属于喜凉作物的有________。 

5．根据春化阶段所需低温范围的宽窄和时间长短，我国栽培油菜品种分为________、

_______和________三种类型。 

6．C4 作物光饱和点________，光合效率________；常见的 C4作物有________、________

和________等。 

7．大多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是通过影响内源激素系统而调控作物生长发育的，植物生长

调节剂缩节安（DPC）和多效唑（MET）可抑制内源激素________的生物合成。 

8．________是作物体内水分运动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动力。 

9．作物的光合性能或光合特性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概念，单从作物的光合生理来说，大致包

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光合产物的运转和分配这五个方面。 

10．________是谷类和薯类作物的主要贮藏物质，它在豆类作物籽粒中也部分或少量存在。 

11．作物生态适宜性一般分四级，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12．作物种群间关系从性质上可归纳为三类，即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13．节水灌溉技术的四种主要类型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14．根据种群年龄结构状况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三种种群数量变化类

型。 

15．提高作物光能利用率的主要途径包括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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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1．常规小麦高产栽培技术体系中，适期播种的基本苗范围是________株/666.7m2。 

A．10×104 B．20×104 

C．30×104 D．40×104  

2．北京地区夏玉米雄穗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期的叶龄指数为________。 

A．25% B．30% 

C．40% D．60% 

3．水稻湿润育秧的“断奶肥”施用时期在________。 

A．播种至 1 叶 1 心期 B．1 叶 1 心至 3 叶期 

C．3 叶至 5 叶期 D．移栽期 

4．油菜产量的________来自角果的光合作用。 

A．50% B．60% 

C．70% D．80% 

5．在作物体内，蔗糖主要是经________运输的。 

A．木质部 B．韧皮部 

C．木质部和韧皮部 D．木质部或韧皮部 

6．植物激素________具有抑制器官生长的作用，并可诱导休眠和脱落，促进衰老和成

熟。不过，它也可以促进结实器官的生长发育。 

A．细胞分裂素 B．赤霉素 

C．乙烯 D．脱落酸 

7．作物净光合作用的公式可以表示为：Pn=Pg-PR-R，其中 Pn 是净光合作用，Pg 是总光

合作用，PR 是________。 

A．光呼吸 B．暗呼吸 

C．维持呼吸 D．生长呼吸 

8．参与作物体内硝酸盐同化的关键酶为________。 

A．硝酸还原酶 B．亚硝酸还原酶 

C．硝酸还原酶和亚硝酸还原酶 D．两个都不是 

9．下列生物中属于典型 r 生态对策的是________。 

A．昆虫 B．小麦 

C．牛 D．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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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干燥度计算公式 K=0.6（∑≥10℃）/R 中，R 表示________。 

A．10℃以上积温 B．风速 

C．空气湿度 D．降水量 

11．小地形地貌一般是指地势高度起伏________。 

A．小于 1 米 B．1～10 米 

C．10～20 米 D．大于 20 米 

12．华北平原是我国典型的________。 

A．一熟地区 B．两熟地区 

C．三熟地区 D．四熟地区 

13．在生物群落演替初期出现的物种是________。 

A．先锋种 B．过渡种 

C．成熟种 D．顶级种 

14．下列作物中典型耐旱怕涝的是________。 

A．棉花 B．谷子 

C．大豆 D．向日葵 

15．油菜是典型的________。 

A．喜温作物 B．亚热带作物 

C．喜凉作物 D．热带作物 

 

四、简答题（共 45 分） 

1．简述作物群体结构的调节途径。（6 分） 

2．简述玉米获得高产应注意的主要栽培技术环节。（7 分） 

3．作物同化物分配有哪些基本规律？（6 分） 

4．简述环境条件对淀粉积累与合成的影响。（7 分） 

5．生物群落原生演替中典型旱生演替的过程是什么？（6 分） 

6．发展集水（径流）农业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7 分） 

7．中国集约持续农业的主要特征是什么？（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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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作物遗传育种学子试卷 

 

一、名词解释（任选 10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多选按前选 10 个小题计分，共 20 分） 

1．杂种优势   2．多系品种    3．杂交种品种群体 

4．抗性因子   5．非对等交换   6．B 染色体 

7．转化    8．结构基因    9．缺口平移 

10．间接选择  11．基因的平均效应  12．主基因 

 

二、填空题（每空 0.5 分，共 20 分） 

1．引种时，要遵循的基本原理包括气候相似理论、________相似原理和________相似原理。 

2．植物抗旱机理主要有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3．品种的稳定性包括静态稳定性和动态稳定性，品种的稳定性机制主要包括________和

________。 

4．作物耐热性间接鉴定方法主要有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5．纯系品种的特点是：群体具有________性，个体基因型具有________性。 

6．植物组织培养的类型主要有愈伤组织培养、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 

7．含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染色体组的植物称为________。 

8．大麦的平衡三级三体由两对非同源染色体构成，其中一对同源染色体载有绿色基因

（γ），另一对同源染色体载有雄性不育基因（ms）。额外染色体为易位染色体，载有

MS 和 R 基因，R 基因使植株表现红色，MS 与 R 距离很近，很难发生交换。该平衡

三级三体自交，后代中有约________% 雄性可育的平衡三级三体，呈________色植株，

________%是雄性不育的，为________色植株。 

9．植物染色体分带主要是 C 带，其次是________带、________带和________带。 

10．基因在某一染色体上的排列叫________。确定某一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叫做

________。 

11．点突变中的碱基替代突变可分为________突变、________突变和________突变。 

12．真核生物和大肠杆菌的基因中使用相同的终止密码子________和________。 

13．由于 DNA 聚合酶 I 具有________和________活性，在一个有切刻的 DNA 分子上作

用，可产生切刻平移。 

14．基因工程中获得目的基因的方法主要有________和________。 

15．配合力有两种形式：________配合力和________配合力。 

16．QTL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 QTL 的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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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项选择题（任选 15 个小题，每小题 1 分，多选按前选 15 个小题计分，共 15 分） 

1．小麦和水稻属于________。 

A．自花授粉作物 B．异花授粉作物   

C．常异花授粉作物 D．无性繁殖作物 

2．使用系谱法对杂交后代处理时，________。 

A．一直选优良单株种植，直到株系稳定一致 

B．一代单株种植，一代混合种植，直到稳定一致 

C．一直混合种植，到后期世代单株出现稳定一致株系为止 

D．早代单株选择，晚代再混合种 

3．下列________突变后，会产生糯玉米。 

A．Su 基因 B．Opague-2 基因 

C．Sh 基因 D．Wx 基因 

4．下列________作物的品种生产实际中不宜自留种子。 

A．小麦 B．玉米 

C．甘薯 D．谷子 

5．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可用于________。 

A．质量性状 B．数量性状 

C．质量性状和数量性状 D．以上都不可以 

6．下列叙述中________不是细胞质遗传特点。 

A．减数分裂时，表现非孟德尔分离 

B．控制性状表现的基因不能定位到特定的染色体上 

C．两亲本正反交，后代遗传表现不同 

D．两亲本正反交，后代遗传表现相同 

7．当普通小麦的 5B 染色体上的 ph 基因处于显性状态时，________。 

A．能够抑制部分同源染色体之间配对，促进同源染色体配对 

B．能够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之间配对，抑制同源染色体配对 

C．既能抑制部分同源染色体之间配对，也能抑制同源染色体配对 

D．既能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之间配对，也能促进同源染色体配对 

8．B-A 易位中的 BA染色体的细胞学行为与下列________相同。 

A．A 染色体 B．B 染色体 

C．介于 A 染色体和 B 染色体之间 D．与 A 染色体和 B 染色体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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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整个染色体组内，DNA 的合成一般是________。 

A．常染色体和异染色体同时复制 

B．常染色体的复制晚于异染色体的复制 

C．常染色体的复制早于异染色体的复制 

D．以上说法都不对 

10．重复基因序列与源染色体上的方向相反，这种重复为________。 

A．顺向重复 B．反向重复 

C．替位重复 D．以上都不对 

11．下面关于植物基因组的说法中错误．．的是________。 

A．基因组大部分位于细胞核中，基因组数目庞大，结构复杂 

B．每条染色体的 DNA 分子具有多个复制起点 

C．编码序列仅占基因组 DNA 的一小部分 

D．结构基因都是单拷贝 

12．以 pUC 质粒为载体克隆 DNA 时，在有 IPTG 和 X-gal 的平板上________。 

A．显示白色的菌落含有原始质粒，而显示蓝色的菌落含有重组质粒 

B．显示蓝色的菌落含有原始质粒，而显示白色的菌落含有重组质粒 

C．显示白色的菌落既含有原始质粒，也含有重组质粒 

D．显示蓝色的菌落既含有原始质粒，也含有重组质粒 

13．基因工程生产产品的主要优点为________。 

A．只是生产方法简单，成本低廉 

B．仅能生产较稀少的药用蛋白，满足人类需要 

C．仅是利用天然微生物生产的，没有毒性 

D．以上三点都包括 

14．几乎所有生物 DNA 都含有负超螺旋，含有的百分数为________。 

A．1% B．5% 

C．10% D．12% 

15．在真核基因表达调控中，能促进转录速率的调控元件是________。 

A．衰减子 B．阻遏蛋白 

C．增强子 D．TATA box  

作物学试卷  第 7 页 共 8 页 



作物学试卷  第 8 页 共 8 页 

16．某群体两个等位基因 A1 和 A2的基因频率分别为 p 和 q，其基因型值及频率见下表， 

基因型 频率 基因型值 

A1A1 p2 +a 

A1A2 2pq2 d 

A2A2 q2 -a 

则 A1 A1 的育种值是________。 

A．q[a＋d（q－p）] B．－p[a＋d（q－p）] 

C．2q[a＋d（q－p）] D．－2p[a＋d（q－p）] 

17．下列关于胚乳性状的说法中，正确的是________。 

A．是二倍体母体性状 

B．是二倍体子代性状 

C．受自身基因型和母体基因型的影响 

D．受自身基因型、母体基因型和细胞质效应的影响 

18．下图的遗传交配设计类型为________。 

 1 2 3 4 

5 x x x X 

6 x x X x 

7 x x x X 

8 x x x x 

A．NCI B．NCII 

C．双列杂交，方法 2 D．双列杂交，方法 4 

19．若不存在上位性，子代与中亲间的协方差是加性方差的________倍。 

A．0.25 B．0.5 

C．1 D．2 

 

四、简答题（每小题 9 分，共 45 分） 

1．简要说明“纯系学说”的主要内容。 

2．简述系谱法后代处理中各世代的主要工作内容。 

3．如何进行相互易位染色体的鉴定？  

4．DNA 复制有哪些基本规则？  

5．遗传率的类型有哪些？在植物育种上有何意义？ 



2010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作物学试题答案 

Ⅰ．作物栽培与耕作学子试卷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基本营养生长期：在高温和短日照处理下都不能再缩短的营养生长期，是植株满足正

常生长所必需的日数。 

2．功能叶：指作物新生叶生产的同化产物输出大于输入时，叶片就具备了向其他器官输

送有机养分的能力，称为功能叶。生产上一般将展开叶作为功能叶。 

3．生育时期：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其外部形态特征及内部结构总是呈现阶段性的显著

变化，称为作物的生育时期。 

4．作物生长分析：是将作物的生育过程以干物质增长过程为对象，以干物质的积累和分

配来衡量作物产量形成的一种方法。 

5．植物相对含水量：是指供试植物材料取样时的含水量对同一材料水分饱和即完全膨胀

时含水量的百分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相对含水量（RWC）=（取样时的鲜重－烘干重）/（完全膨胀时的鲜重－干重）×100% 

6．次生盐害：是指不是由于盐分本身的直接影响所产生的伤害，而是外界盐分过多，使

土壤水势降低，导致植物不能吸水，形成渗透胁迫，造成生理干旱，使植物遭受伤害。

另外，由于植物在吸收矿质元素的过程中盐与各种营养元素相互竞争，从而阻止植物

对一些矿质元素的吸收而造成营养亏缺也属次生盐害。 

7．生态位：指生物在完成其正常生活周期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环境综合适应的特征，是一

个生物周期物种和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 

8．复种：指在同一田地上在同一年内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 

9．界限温度：标志某作物生长或农事活动开始和终止的温度。 

10．保土耕作法：指以保土保水保肥为主要目的的提高旱地农业生产力的耕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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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每空 0.5 分，共 20 分） 

1．收获 

2．长光性；短光性；中性 

3．短；短 

4．马铃薯；马铃薯 

5．春性型；半冬性型；冬性型 

6．高，高；玉米、高粱、甘蔗 

7．赤霉素 

8．蒸腾作用（蒸腾拉力） 

9．光合面积；光合时间；光合速率；呼吸消耗 

10．淀粉 

11．最适宜、适宜、次适宜、不适宜 

12．正相互作用、负相互作用、中性作用 

13．地面节水灌溉、地上节水灌溉、地下节水灌溉、种苗增墒技术 

14．增长型、稳定型、衰退型 

15．延长光合时间、增加光合面积、提高光合强度 

 

三、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1．B  2．D  3．B  4．C  5．B 

6．D  7．A  8．C  9．A  10．D 

11．A  12．C  13．A  14．B  15．C 

 

四、简答题（共 45 分） 

1．（1）群体的自动调节；（2 分） 

（2）作物群体的人工调节，包括品种选择、合理密植、水肥调节、化学调节、人工整

枝等。（4 分） 

2．选用优良品种、提高播种质量、合理密植、合理补水、施肥、加强田间管理及病虫草

害防治、适时收获。（每要点 1 分，共 7 分） 

3．（1）向“生长中心”的运输。同化物优先运向旺盛生长的部位即“生长中心”；（2 分） 

（2）就近运输或局部运输，同化物首先由叶子运向距它最近的需求器官；（2 分） 

（3）同侧运输；（1 分） 

（4）补偿性运输。（1 分） 

4．（1）温度：较低的夜温有利于籽粒中淀粉粒的积累；（2 分） 

（2）光照：光照时间和强度都影响淀粉的积累；（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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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分：影响淀粉积累及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比例，可能影响有关酶的活性；（1 分） 

（4）矿质营养：氮磷由于提高贮藏器官干物质的积累总量而使淀粉所占的比例下降，

钾肥则对薯类作物贮藏器官的淀粉含量有不同的影响。（2 分） 

5．（1）从裸露的岩石进入地衣群落阶段；（3 分） 

（2）进入苔藓群落阶段；（1 分） 

（3）进入草本群落阶段；（1 分） 

（4）进入木本群落阶段。（1 分） 

6．（1）增加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3 分） 

（2）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1 分） 

（3）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1 分） 

（4）发展高效生产，增加农民收入。（2 分） 

7．（1）集约农作；（2 分） 

（2）高效增收；（2 分） 

（3）持久发展。（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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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作物遗传育种学子试卷 

 

一、名词解释（任选 10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多选按前选 10 个小题计分，共 20 分） 

1．杂种优势：两个或几个遗传性不同的亲本杂交所产生的杂种，在生长势、体积、结实

性、发育速度以及对不良环境条件的抗性等方面优于亲本的现象。 

2．多系品种：从用一个优良的推广品种作轮回亲本，分别与含有不同垂直抗性基因的品

种杂交，然后分别多次与轮回亲本回交并结合抗性鉴定和系谱选择，以选育出既具有

轮回亲本的优良农艺性状，又各具有一个不同抗性基因的一套近等基因系，然后根据

病菌生理小种和害虫生物型的变化，随时将各近等基因系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品种

即为近等基因系。 

3．杂交种品种群体：由控制授粉产生的杂种一代，杂交种内每一个体的基因型在遗传上

是杂合的，群体内各个个体是一致的。所以从表型上看是一致的。 

4．抗性因子：大肠杆菌的抗性因子使细胞对一定浓度的抗菌素表现出抗性。抗性因子有

两种，即不能传递的 R 因子和可能传递的 RTE 因子。R 因子由 DNA 组成，提供对多

种抗菌素和金属离子的抗性，RTE 为抗性转移因子，通常只带有对氨苄青霉素的抗性，

R 因子与 RTE 的复合体 R-RTE 与 F 因子相似，能与其他菌株结合，并把 R 因子转移

给这些菌株。 

5．非对等交换：减数分裂过程中发生交换时，非姊妹染色体单体间互换的节段是对等

的，故交换发生后，染色体上的基因一般不会改变。当染色体上有重复段或重复 DNA

序列存在时，同源染色体间发生错配对或非对称配对现象，从而发生的交换称为非

对等交换。 

6．B 染色体：在真核生物细胞中，除常染色体（A 染色体）外，有时会出现额外的染色

体，称为 B 染色体。B 染色体有时称为副染色体、超数染色体和附加染色体。 

7．转化：双链 DNA 或 RNA 转变成质粒 DNA 的过程。 

8．结构基因：是编码蛋白质或 RNA 的任何基因。可被转录形成 mRNA，并进而翻译成

多肽链，构成各种结构蛋白质，如催化各种生化反应的酶和激素等。 

9．缺口平移：当双链 DNA 上某个磷酸二酯键断裂产生切口时，DNApoIⅠ能从切口开

始合成新的 DNA 链，同时切除原来的旧链。 

10．间接选择：对性状 X 施加选择，通过相关选择响应，改良与 X 有遗传相关的性状 Y

称之为间接选择。 

11．基因的平均效应：群体内接受了某个基因的所有个体的平均基因型值距群体平均

的离差称为该基因的平均效应。 

12．主基因：主基因是控制数量性状的基因中效应较大，起主要作用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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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每空 0.5 分，共 20 分） 

1．生态条件，生态型 

2．躲旱，避旱，耐旱 

3．个体缓冲性，群体缓冲性 

4．电解质渗漏法（或细胞膜热稳定性法），叶绿素荧光法，TTC 还原法 

5．一致，纯合 

6．器官培养，分生组织培养，细胞悬浮培养，原生质体培养 

7．多倍体  

8．30，红，70，绿 

9．荧光分，N，G 

10．遗传图，基因定位 

11．同义  错义 无义 

12．UAG UGA 

13．开启 诱导蛋白  

14．PCR 克隆法  cDNA 克隆法  

15．一般 特殊 

16．数目 位置 效应 

 

三、单项选择题（任选 15 个小题，每小题 1 分，多选按前选 15 个小题计分，共 15 分） 

1．A  2．A  3．D  4．B  5．C 

6．D  7．A  8．B  9．C  10．B 

11．D  12．B  13．D  14．B  15．C 

16．C  17．D  18．B  19．B 

 

四、简答题（共 45 分） 

1．纯系学说主要内容为：（1）在自花授粉作物原始意混合品种群体中，通过单株选择繁

殖，可以分离出一些不同的纯合系，这样的选择是有效的。（2）在同一纯系内继续选

择是无效的，因为同一纯系内各个体的基因型是相同的，同一纯系内的变异是由环境

因素影响的引起的，不影响生殖细胞，不能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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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世代 F1 F2 F3 F4 F5 

性状 

表现 
一致，有优势 分离 

系统间差异明显，

系统内有分离 

系统群间差异明显，

群内系间有差异，开

始出现一致系统

选种圃同 F4。 

鉴定圃。 

种植 

方法 
按组合点播 同上 按组合株行点播。

株行点播，姊妹系相

邻种植。 

同 F4 

小区条播，设重复。

工作 

内容 

淘汰组合，拔除

假杂种。 

选单株，

淘汰组合。
优良系统中选单株。

优良系统群内选优

系,优系内选优株，选

优良系统升级。

同 F4 

鉴定系统产量为一致

性，选择优良品系升级。

收获 

方法 
按组合混收。 

按组合收

当选株。
按系统分收当选株。

按系统分收当选株。

优系分别混收。

同 F4。 

小区分收、分脱，称产。

3．（1）染色体形态：根据粗线期染色体联会形态和染色体特征鉴定易位所属染色体。此

方法适合于粗线期染色体特征清楚的类型。 

（2）配子育性：利用易位杂合体的半不育遗传特点，通过遗传测验确定 T-t 与标记基

因的遗传关系，进而确定易位涉及的染色体。 

（3）染色体构型：利用已知的易位纯合体作为测验种，与新易位体杂交，根据 F1 终

变期染色体构型确定新易位涉及的染色体。 

4．（1）DNA 复制是半保留的； 

（2）复制起始出现在称为原点（Origin）的特定序列上； 

（3）复制的控制一般是在复制的起点处； 

（4）复制叉（Fork）的移动是单向或双向；  

（5）链的延伸方向是 5’→3’方向；  

（6）大多数情况下 DNA 复制是半不连续的； 

（7）在存在模板的条件下，DNA 聚合酶以短的 RNA 片段作为引物开始合成 DNA 的

短片段存在各种 DNA 链的合成起始机制； 

（8）终止也是在复制过程中的某个固定点； 

（9）即使在一单个细胞中也可进行多种复制机制的操作。（答对以上 6 点即可） 

5．（1）遗传率分为：广义遗传率，狭义遗传率，实现遗传率和重复率。 

（2）在植物育种上的意义：遗传率分析有助于育种方法的决策；遗传率高低标志着选

择的难易程度；遗传率高低有助于确定性状选择的世代早晚和种植规模的大小；

遗传率可用于估计选择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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