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云南农业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及专业目录 

云南农业大学各学科、专业 2022年预计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120人，最

终招生人数以上级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

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

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招生方式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式有：普通招考和硕博连读，其中普通招考的选

拔有“申请-考核制”和“申请-审核制”两种方式。 

（一）“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是指学校面向符合条件的报考

人员进行考试选拔博士生的招生方式。 

（二）“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是指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条件，

经本人提交申请材料、导师及专家审核、学校审定，择优录取为博士生的招生

方式（不再参加学校组织的统一入学考试）。 

（三）硕博连读，是指学校从本单位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成绩优秀，且

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读硕士生中择优遴选博士生的招生方式。 

三、报考的基本条件 

（一）“申请-考核制”方式招生的基本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国家承认

学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

位 6年以上（含 6年，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

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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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规

定。 

5.有至少两名所报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的书面推荐意见。 

6.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须达到招生学院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

求。 

7.报考定向就业的博士生考生须由考生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开具的同意报考

证明。 

8.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申请-审核制”方式招生的基本条件： 

符合“申请-考核制”方式基本条件中第 1、2、4、5项的规定，还须满足

以下条件： 

1.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国家承认学

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 

2.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具体要求以招生学院制定的细则为准。 

3.申请人在与报考学科相关的领域内取得较出色的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 

4.报考类别为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须在入学前将本人档案材料转入我

校。 

5.须征得报考导师同意，原则上和导师本人无直系亲属关系。 

6.满足报考学科规定的相关条件和要求。 

（三）硕博连续方式招生的基本条件： 

符合“申请-考核制”方式基本条件中第 1、2、4、5 条规定外，考生应已

完成本校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绩优秀，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较

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读硕士生。申请和考核程序以《云南农业大学硕博

连读管理暂行办法》（校政发〔2020〕44号）为准。 

四、报名 

博士研究生招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或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

考生（含“申请-考核制”、“申请-审核制”和硕博连读方式的考生）均须进行

网上报名，并在网上或到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进行现场确认网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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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资格审核。 

（一）网上报名阶段 

1.网上报名时间从 2022 年 3 月 1 日开始至 3月 30 日 18：00 截止。网报期

间，“网上支付报名费”功能同时开通，考生应按规定完成网上缴纳报名费。 

2.考生应在规定报名时间内登陆云南农业大学博士生招录管理系统（网址：

http://et.ynau.edu.cn/doctor/）申请注册并下载相关表格，按系统提示和要

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上传照片等。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或

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

得修改报名信息。 

3.网上报名时，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

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

由考生本人承担。 

4.考生务必认真填写并仔细核对本人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报考类

别和考试科目等重要信息。 

（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阶段 

1.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 日-4 月 12 日，8:00-

12:00,14:00-18:00(工作日)。 

2.考生网报信息确认与资审查要求：所有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或到

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至诚楼 314室）进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资

格审核。 

3.“申请-考核制”考生确认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云南农业大学 2022年“申请-考核制”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 

（2）两名报考学科相关领域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书，

报考导师不撰写推荐书。 

（3）学士及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

入学前补交，报名时提供硕士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 

（4）硕士研究生《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教

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国外大学授予的学位须出具经国家学位和研究生发展

中心认证的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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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硕士研究生阶段成绩单。应届硕士毕业生由考生所在学校研究生管理

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往届硕士毕业生可由考生档案所在人事部门提供，并加

盖公章。同等学力考生提交本科课程学习成绩单或研究生课程进修成绩单。 

（6）《云南农业大学 2022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政治考查表》。申请人所

在单位人事或政治工作部门审核盖章。 

（7）往届硕士毕业生提交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和结论部分，应届硕士毕业生

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8）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9）以同等学力报考的人员，除提交报考条件所列的有关材料和证明外，

还有以下报考要求： 

参加过在职人员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成绩合格（须由研究生培养部门出

具的成绩证明）或已取得在职人员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具有相当水平的

科研成果。 

4.“申请-审核制”考生确认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云南农业大学 2022年“申请-审核制”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 

（2）《云南农业大学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审核制”导

师考核和推荐意见表》。 

（3）两名报考学科相关领域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书，

报考导师不撰写推荐书。 

（4）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

补交，报名时提供硕士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硕士研究生《中国高等教育学历

认证报告》，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国外大学授予

的学位须出具国家学位和研究生发展中心认证的证明书。 

（5）硕士研究生阶段成绩单。应届硕士毕业生由考生所在学校研究生管理

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往届硕士毕业生可由考生档案所在人事部门提供，并加

盖公章。  

（6）《云南农业大学 2022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政治考查表》。申请人所

在单位人事或政治工作部门审核盖章。 

（7）外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水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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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往届硕士毕业生提交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和结论部分，应届硕士毕业生

提交硕士论文开题报告。 

（9）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10）学术成果或人才称号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11）自我评价材料（格式不限），内容包括个人学习、工作及学术研究经

历，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和拟进行的科学研究设想，学术或专业兴趣，职业目标

和规划等。 

（12）科研成果证明书、学习（工作）中的获奖证书和其他可以提现本人学

术水平与能力的相关材料等。 

（13）诚信承诺书。 

5.硕博连读提交材料按《云南农业大学硕博连读管理暂行办法》（校政发

〔2020〕44号）执行。 

6.所有考生均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

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本人自行承担。 

申请人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并确保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申请

材料真实可信。如发现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作弊及其它违纪行为，将根据有关

规定随时取消其录取资格及学籍，并在 3 年内不接受其再次报考我校博士研究

生。 

学校研究生处将对考生的以上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考

生的学位、学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

的认证证明，对不符合规定者，取消报考资格。   

五、考核 

（一）“申请-考核制”考试 

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1.初试 

（1）考试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7 日-8 日，由学校研究生处组织进行。准考

考生应在考试前，凭网报时的报名号和密码登录“云南农业大学博士生招录管理

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

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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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科目为英语和两门专业课。以同等学力身份报名考生须加试思想

政治理论。每科考试时间为 3小时，满分为 100分。初试方式均为笔试。 

（3）考试地点以《准考证》为准，考试相关事宜以《考试须知》为准，请

考生届时关注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处网站。 

2.复试 

（1）复试是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考查考生的创新能

力、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等，是博士研究生拟录取的必要环节，所有考生（含硕

博连读考生）均须参加复试，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复试内容、方式、成绩使用办法、组织管理等由各招生学院自主确定。 

（3）学校将根据当年博士招生计划及考生初试成绩情况，按照一定的比例

划定“申请-考核制”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公布复试名单、办法

和程序。复试内容主要包括对考生学术和外语水平的考查、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考核及体格检查等。 

① 学术和外语水平考查 

各学院（学位点）复试小组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通过面试等形式考查

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

态的掌握情况等，并对考生进行外国语听、说能力的测试。 

以同等学力报名考生在复试阶段须加试两门本专业硕士学位主干课程。加试

科目均为笔试，每科考试时间为 3小时，满分为 100分。加试时间、地点由所报

考学院（学位点）另行通知。 

②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是保证入学新生质量的重要工作环节，招生学院必

须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好考核工作，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

予录取。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内容应当包括考

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招生学院要强化对考生诚信的要求，充分利用《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记录，对考生在报考时填写的考试作弊受处罚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将考生诚信状

况作为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凡有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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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严重受到停考处罚，在处罚结束后继续报名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由招生

学院决定是否予以录取。 

③ 复试时间及地点 

复试预计在 2022 年 5 月下旬进行，具体时间、地点将在复试分数线确定后

另行通知。请考生务必关注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处网站相关通知。若错过复试时

间，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各招生学院将在学校确定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基础上，结合本学院（学位点）

的生源和招生计划等情况，自主确定本学院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及其他

学术要求,但不得出台歧视性或其他有违公平的规定。 

④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各招生学院自主确定复试差额比例并提前公布，差

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 

⑤ 学校在复试前须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验结

果、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

试。 

考生学历（学籍）信息核验有问题的，则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

籍）核验。 

（二）“申请-审核制”考核 

 “申请-审核制”考核分为材料审核和综合面试考核两个阶段。 

1.材料审核 

按照教育部招生文件、学校当年招生章程以及各学科或专业具体要求，审

查考生基本报考资格。 

（1）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2） 研究生处将通过形式审查的申请人员名单及申请材料移交给相关学院，

由学院负责组织对申请者进行材料审核和综合考核。 

（3）由一级学科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制定材料审核评判标准和审核办法。组

织学科专家组根据评判标准和审核办法，对考生提交的各种材料进行审核和综

合评判，按百分制给出材料审核评定成绩。材料审核评定成绩低于 60分（不含

60分）者不予录取。 

2.综合面试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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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能力和英语水平考核。学院根据学科特点制定业务能力和英语水

平考核评判标准和考核方案。组织学科专家组根据考核评判标准和考核方案，

以考生材料审核结果为基础，通过面试和答辩等方式对考生的业务能力和英语

水平进行深层次综合考核，给出每位考生的英语水平、学科基础、专业综合考

核成绩，成绩评定均采用百分制。单项成绩低于 60分（不含 60分）者不予录

取。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

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政治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

予录取。 

（3）按照材料审核成绩占 50%，业务能力和英语水平考核成绩占 50%，综合

评定申请人综合成绩。 

综合成绩 = 申请材料审核成绩×50% + 业务能力和外语能力考核成绩×

50%。   

3.“申请-审核制”考核工作安排 

具体考核工作安排以各招生学院公布的《XX 学院“申请-审核制”博士学位

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和通告为准，由各学院留存上述所有审核内容相关原

始材料和记录材料，组织完成相关工作。学院“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

工作原则上在 2022年 5月 31日前完成，请申请人密切关注报考学院网站的相关

通知。 

六、录取 

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遵照教育部有关招生录取政

策规定及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补充规定，按照“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

的原则进行录取工作。 

学校分配给学院的招生指标数包括“申请-考核制”、“申请-审核制”和硕

博连读招考的指标数，学院自行决定三种方式的指标分配。多名考生报考同一导

师，按照不超过分配指标的原则，充分发挥导师的自主权择优录取。 

各招生学院（博士点）根据下达学院的博士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考生

报考材料审查和评价结果、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结果和身

心健康状况等做出综合判断，提出拟录取考生名单报学校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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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审核通过后按相关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拟录取

考生按要求参加体检，合格者方可入学。 

七、体检 

考生体检工作将在拟录取后进行，学校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

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按照《教

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

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结合招生专业实际情况提出

体检要求，每位考生均需参加体检，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八、奖励与资助 

国家和学校通过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制度，建立多元奖助体系，

支持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业。奖助学金的发放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九、培养方式及学制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采取在学校规定年限内脱产学习的培养方式，基本学制为

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六年。 

十、学费 

所有纳入招生计划的博士研究生都要缴纳学费，学费标准培养年限内为

10000元/年。 

十一、住宿 

按学校相关规定和收费标准安排住宿。 

十二、其它 

(一)查阅和下载云南农业大学 2022 年招收博士研究生相关表格可登录云南

农业大学博士生招录管理系统（网址：http://et.ynau.edu.cn/doctor/）。 

(二)博士研究生的实际招生人数以教育部当年下达的招生规模数为准，招生

目录中的招生人数仅供参考。 

(三)根据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我校不举办博士招生考试辅导班。 

(四)考生报名时不再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考生与所在单位因

报考博士研究生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致使我校无法调取考

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结果由考生自行负责。 

十三、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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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 452号云南农业大学至诚楼 314研究

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650201 

联系电话：（0871）65228283，传真：（0871）65227087 

云南农业大学博士生招录管理系统网址：http://et.ynau.edu.cn/doctor/，

研究生处网址：http://yjs.ynau.edu.cn。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的有关信息将及时在以上网址公布，请考生密切关

注！ 

各学院联系方式以《云南农业大学 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

为准。 

本简章如有内容与教育部最新政策冲突，按教育部最新政策执行。 

 

http://et.ynau.edu.cn/doctor/
http://yjsy.yn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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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005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8327）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拟招生

人数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1食品资源与营养健康 

 

 

 

02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 

 

 

 

 

03食品化学与营养代谢 

 

 

 

 

04食品安全与信息化 

 

盛  军* 

田  洋 

邓明华 

 

黄艾祥* 

陈  韬 

周红杰* 

 

 

龚加顺* 

范江平 

赵  明 

章  宇 

 

高  洪* 

胡永金 

杨林楠* 

待定  

1001 英语 

2001食品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3001食品营养与

功能 

 

 

 

 

 

 

 

 

 

1001 英语 

2001食品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3001食品营养与

功能 或 3002食

品工程信息技术

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1 食品生物技术 

5001 食品加工与安

全 

6001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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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7731）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拟招生

人数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90101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01作物生理生态与产量品质形成 

 

 

 

 

 

 

 

 

02作物多样性与山地可持续农业 

 

 

 

 

 

 

 

090102作物遗传育种 

01作物遗传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 

 

 

 

 

 

 

 

02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与利用 

 

 

 

 

 

 

 

 

 

郭华春* 

李  彤* 

杨清辉 

毛自朝 

林良斌 

陈军文 

张广辉 

 

 

杨焕文 

赵正雄 

李永忠 

范源洪* 

刘鸿高 

徐俊驹 

 

 

 

陈丽娟* 

程顺和 

戴陆园 

邓华凤 

李东宣 

覃  鹏 

 

 

李富生 

杨生超* 

郭华春* 

唐开学 

文国松 

赵昶灵 

赵银河 

梁艳丽 

待定 1001英语 

2002 植物生理学 

或 

2003 遗传学 

3003 作物学基础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2 田间试验与统

计分析 

5002分子生物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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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植物保护学院（联系电话：15752042540）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拟招生 

人数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90401 植物病理学  

01生物多样性与病害控制 

 

 

 

 

02寄主与病原的互作机制 

 

 

 

 

 

 

 

03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利用与保护 

 

 

04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0904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01生物多样性与害虫综合防治 

 

 

 

02昆虫系统学与生物多样性 

 

03农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预警 

 

 

090403 农药学 

01农药环境行为与化学生态 

 

 

02农用化学物质与环境 

 

03生物农药研究与利用 

 

 

 

 

 

朱有勇* 

杨艳丽 

何霞红 

朱书生 

 

李成云* 

陈剑平 

李  凡* 

胡先奇 

罗  琼 

杨根华 

杜云龙 

 

王云月* 

卢宝荣 

 

何月秋* 

姬广海 

 

 

 

陈  斌 

陈国华 

张宏瑞 

 

李  强* 

 

吴孔明 

 

 

肖  春 

张乃明* 

 

 

吴国星 

 

叶  敏 

 

 

 

 

待定 

 

 

 

 

 

 

 

 

 

 

 

 

 

 

 

 

 

 

 

 

 

 

 

 

 

 

 

 

 

 

 

 

 

 

 

 

 

 

 

 

 

1001英语 

2004植物保护学 

3004植物病理学 

 

 

 

 

 

 

 

 

 

 

 

 

 

 

 

 

 

 

1001英语 

2004植物保护学 

3005昆虫学 

 

 

 

 

 

 

 

1001英语 

2004植物保护学 

3006农药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 

4003植物生理学 

5003遗传学 

6001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 

4003植物生理学 

5004 害虫综合防

治 

6001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 

4003植物生理学 

5005仪器分析 

6001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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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拟招生 

人数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904Z1 入侵生物学 

01入侵生物种群形成与扩张机理 

 

 

02入侵生物预警与可持续治理 

 

 

 

0904Z2 植物营养与病害控制 

01植物营养与病害控制 

 

 

 

 

 

桂富荣 

黄  琼 

 

刘雅婷 

 

 

 

 

汤  利 

郑  毅 

李永梅 

董  艳 

 

 

 

 

 

 

 

 

1001英语 

2004植物保护学 

3007入侵生物学 

 

 

 

 

 

1001英语 

2004植物保护学 

3008植物营养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 

4003植物生理学 

5006植物检疫学 

6001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 

4003植物生理学  

5007 植物营养与

肥料学 

6001自然辩证法 

 

 
 
 
 
 
 
 
 
 

 
 
 

 
 
 
 
 
 
 
 
 

 
 
 
 
 
 
 
 



15 
 

011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7789）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拟招
生人
数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01动物遗传资源评价、保护与利

用 

 

 

 

02遗传标记与动物育种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01饲料资源利用与安全评价 

 

02动物营养与资源利用 

 

 

03动物营养与畜产品品质 

 

 

090504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01蜜蜂资源与授粉 

 

02特种经济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03特种经济动物健康养殖 

 

090900 草学 

01草地植物资源与遗传育种 

 

 

02草地生态与环境 

 

 

 

03草坪科学与技术 

 

 

04 饲草生产与利用 

 

 

邓卫东* 

苗永旺 

 

 

鲁绍雄* 

魏红江* 

 

 

冷  静 

 

毛华明* 

 

 

贾俊静* 

赵素梅 

 

 

吴  杰 

 

李亚辉 

董  坤 

 

邹丰才 

 

 

姜  华 

吴红芝 

 

李  元* 

祖艳群 

文亦芾 

 

毕玉芬* 

郭凤根 

 

罗富成 

黄必志 

待定 

 

 

 

 

 

 

 

 

 

 

 

 

 

 

 

 

 

 

 

 

 

 

1001英语 

2005 动物生物化

学 

3009动物育种学 

 

 

 

 

 

1001英语 

2005 动物生物化

学 

3010动物营养学 

 

 

 

 

 

1001英语 

2005 动物生物化

学 

3011 特种经济动

物生产学 

 

 

 

1001英语 

2006生态学概论 

3012 牧草饲料作

物栽培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4 生物统计学 

5008 现代分子生物

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4 生物统计学 

5008 现代分子生物

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4 生物统计学 

5008 现代分子生物

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5 草地农业生态

学 

5009高级草坪学 

6001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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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理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6191）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拟招
生人
数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832Z3 转化营养与微生物工程 

01营养素功能与机制 

 

02疾病的营养干预 

 

03化合物合成的微生物工程 

 

盛  军* 

 

王宣军 

 

董  扬 

待定 

 

1001英语 

2001食品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3013细胞生物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6结构生物学 

5010分子遗传学 

6001自然辩证法 

 

注： 

1.招生目录中各学院最终招生总人数以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 

2.招生目录中加*的指导教师为 2022 年度具有招收“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的导师。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考试科目及考试内容范围 

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范围 

2001食品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食品化学成分的结构特征与理化性质；食品成分在加工过程中

的相互作用与品质关系、食品品质形成机制与调控方法；食品加

工过程中有害物质形成规律及控制技术；食品成分的分离纯化、

结构鉴定方法和技术；食品成分的创新利用；基因工程原理与相

关技术方法；蛋白组学、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的分析原理与技

术；本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进展。 

2002植物生理学 

水分生理、矿质营养、光合作用、呼吸代谢、植物激素、植物信

号传导、植物开花生理、植物抗性生理等方面的主要理论和进

展。 

2003 遗传学 

核基因的分离规律，自由组合规律，连锁与交换规律，伴性遗传，

基因效应与互作，微效多基因遗传，质基因遗传和质核互作遗传

规律，分子遗传基础，基因在群体水平上的遗传；基因突变，遗

传重组，染色体数目变异，染色体结构变异；遗传学的进展。 

2004植物保护学 
植物保护的基本原理及研究内容，植物病害，植物虫害，农田草

害，农业鼠害，农业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及预测，农业有害生物



17 
 

的防治技术与策略，主要作物病虫害综合治理，植物保护技术推

广。 

2005动物生物化学 

蛋白质、核酸、糖、脂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酶的结构、

功能、作用机理和酶促反应动力学特点；糖、脂和蛋白质（氨基

酸）在动物体内的代谢过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能量的产生、转移

和利用；动物机体物质代谢间的相互关系及调节；DNA的复制、

RNA的转录及转录后加工、蛋白质生物合成及合成初产物的后处

理；基因表达的调控；基因工程的原理和应用；细胞信号转导机

制；有关动物生物化学的前沿知识和相关技术。 

2006生态学概论 

掌握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原理；种群增长、调节理论、种群生

活史及繁殖策略、种内与种间关系类型；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

群落演替理论、种类组成数量分析、物种多样性维持理论；生态

系统自我调节方法和原理、生态系统能流途径、初级和次级生产

力测定方法、物质循环特点；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与稳定性维持的

方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现代生态学的发展趋势。 

3001食品营养与功能 

食品营养成分在生物体内的代谢途径、代谢规律和调控方法；食

品加工过程中五大营养成分变化与食品品质及功能之间的关

系；营养与代谢性疾病预防；营养代谢组学分析原理及技术；食

品中非营养成分(植物多酚、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多糖、生

物碱等)的代谢途径与功能作用机理；各类食品营养成分与肠道

微生物的关系；本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进展。 

3002 食品工程信息技术基础 

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基本概念，数据库设计的基本内容，

数据库表的基本操作等数据库技术；计算机的硬件组成及工作

原理，内、外存储器的工作原理，中央处理器的功能和组成等基

础概念；食品安全溯源系统的原理、方法和技术；食品工程信息

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的相关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在食品

加工中的应用，本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进展。 

3003 作物学基础 作物栽培学、耕作学、作物育种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及研究前沿。 

3004植物病理学 

植物病原学，病原物的致病机理，植物的抗病机制，植物与病原

互作机理，植物抗病重要功能基因挖掘利用，植物病害流行及其

防治策略研究。 

3005昆虫学 

昆虫形态学、昆虫生物学、昆虫生理学、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

学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及进展；害虫防治原理和方法，农业害虫

主要类群和种类及其综合治理措施；课题研究实施方案的设计

思路等。 

3006农药学 
农药的基本概念，农药剂型和使用方法，杀虫剂、杀螨剂、杀菌

剂、除草剂、杀鼠剂及其他有害生物防治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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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害生物抗药性及综合治理，农药与环境安全，农药生物测

定与田间药效试验，农药的科学使用，新农药的研究与开发。 

3007入侵生物学 

入侵生物学相关概念，入侵生物学的学科形成与发展，外来种的

入侵过程，入侵种的生物学特性，入侵物种的扩张与分布格局及

其与本地物种的相互作用，生态系统的可入侵性，生物入侵的预

防与控制，全球变化对生物入侵的影响，生物入侵的管理，重要

农林入侵物种的入侵生物学与防控技术等。 

3008植物营养学 

植物营养元素及其营养功能，植物细胞和根系的矿质养分吸收

机制，短距离运输和长距离运输机理及其调节，矿质养分循环与

再利用，根际与养分有效性，植物营养诊断，植物营养与植物病

害的关系，植物对逆境土壤的适应性等方面的主要理论与研究

进展。 

3009 动物育种学 

动物育种改良的遗传学基础；畜禽性能测定的基本方法；畜禽遗

传评定、选种、选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畜禽品系、品种培育的

方法；杂种优势利用的原理和方法；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的基本

理论与方法；现代动物育种技术研究进展。 

3010动物营养学 

动物营养基础理论，饲料营养特性及其营养价值评定；单胃动物

营养、反刍动物营养；饲料配制原理与方法；营养调控；动物营

养发展趋势及新技术。  

3011特种经济动物生产学 
特种经济动物的遗传育种、饲料与营养、繁殖技术、环境控制和

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研究进展。 

 

 

3012牧草饲料作物栽培学 

 

了解国内外牧草及饲料作物的栽培现状和发展趋势；熟悉牧草饲

料作物栽培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掌握牧草的类型，牧草饲料作

物的生长发育和抗逆性，牧草饲料作物生产地小气候原理，间混

套作和复种的原理和方法；饲草地建植和管理技术；牧草混播与

草田轮作的理论与技术；牧草饲料作物种子生产技术要点。 

3013细胞生物学 

细胞器结构、功能与进化；细胞代谢及其调控；细胞对环境的适

应及其机制；细胞通讯和细胞信号转导；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的

调控；细胞的生长和分化；细胞的衰老和凋亡；干细胞及其应用；

细胞工程；本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进展。 

4001食品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发展史；食品生物技术的含义、特点、研究的内容，在

食品工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基因工程与食品产业；细胞工程

与食品产业；酶工程与食品产业；蛋白质工程与食品产业；食品

生物技术下游技术；现代生物技术与食品安全和品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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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2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 

有关田间试验的知识、数据分析的技能以及从试验数据进行归

纳的统计推断原理和程序，农业试验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原理

及方法。 

4003植物生理学 

水分生理、矿质营养、光合作用、呼吸代谢、植物激素、植物信

号传导、植物开花生理、植物抗性生理等方面的主要理论和进

展。 

4004 生物统计学 

随机试验中误差的产生及控制原理；统计描述的基本方法，主要

统计数及其统计学意义和使用条件；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实用

与不同类型数据资料的检验方法，方差分析数据模型、基本原

理、基本功用和方法；一元回归与线性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多

项式回归分析的原理、方法和使用条件，通径分析的原理和方

法；最小二乘分析的原理；试验设计的一般原理及常用试验设计

的设计方法，回归正交设计的意义和方法。 

4005草地农业生态学 

草地农业生态学的涵义、基本内容；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特

征、功能、结构及其管理和外延；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亚系

统；草地农业力能学及其效应；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益评价。 

4006结构生物学 
核酸结构与功能、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结构生物学研究技术；本

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进展。 

5001食品加工与安全 

食品贮藏加工基本原理和技术装备；食品贮藏加工过程中物理、

化学和微生物引起的质量变化规律及其控制方法；食品质量安

全检测技术与风险评估；食品加工全程质量控制和追溯体系；食

品加工厂建设与生产许可证申办；本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进展。 

5002分子生物学 

生物大分子(蛋白质、酶和核酸)及其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原核

和真核生物基因组结构特点、复制、突变与修复、基因表达与调

控，分子水平上的生物遗传与变异、生长发育的普遍规律，环境

对基因结构与功能、表达的影响和机制。 

5003遗传学 

核基因的分离规律，自由组合规律，连锁与交换规律，伴性遗传，

基因效应与互作，微效多基因遗传，质基因遗传和质核互作遗传

规律，分子遗传基础，基因在群体水平上的遗传；基因突变，遗

传重组，染色体数目变异，染色体结构变异；遗传学的进展。 

5004害虫综合防治 

害虫综合防治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作物或特定生态环境下主要

害虫类群和种类及其综合治理措施；害虫综合防治研究课题实

施方案的设计；害虫防治方面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展等。 

5005仪器分析 

仪器分析的基本内容和方法，样品处理，光学分析法基本原理，

色谱法基本原理，紫外-可见光谱法，红外吸收光谱法，分子发

射光谱法，原子发射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气相色谱法，高

效液相色谱法，薄层色谱法，毛细管电泳，电化学分析法，质谱

法，核磁共振波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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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6植物检疫学 

植物检疫相关基本概念，植物检疫法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植

物检疫程序，危险性植物病原生物，危险性大的害虫，危险性害

草，危险性有害生物的检疫处理，植物病原真菌、细菌、病毒、

线虫的基本概念、识别、鉴定与检验检疫技术。 

5007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植物营养基本原理，植物必需营养元素，植物养分吸收、运输与

分配，必需营养元素的植物营养功能及其土壤转化，主要肥料种

类、性质与合理施用等。 

5008现代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简史及研究进展；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DNA

的复制；突变和遗传物质损伤的修复；转座和遗传重组；转录和

转录后加工；翻译-蛋白质合成；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与研究方

法；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基因与发

育；基因组与比较基因组学。 

5009高级草坪学 

现代草坪学的发展方向，草坪与环境、草坪生态的基础理论；与

草坪有关的基本概念、草坪的功能、草坪草的一般特性和坪用特

性、草坪草的分类、重要草坪草的培育特点与使用特点、草坪的

建植方法、草坪的养护管理技术、草坪外观质量评价方法；草坪

机械的分类及剪草机、播种机等主要机械的生产性能和使用方

法。 

5010分子遗传学 
有机体、染色体与基因；DNA的复制与校正，突变及其管控；转

录、翻译及其调控；遗传重组；本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进展。 

英语将在词汇、阅读、完型填空、翻译、写作等几大类型中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