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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林木育种学属于专业基础课程，为林学专业的必修课。主要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能了解国内外林木育种的发展概况，充分认识林木良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意义，并初步掌握林木育种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学习者今后从事与林木育种研究、品

种管理、良种繁育和推广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达到下列基本要求：  

1．了解国内外林木育种的发展概况。  

2．充分认识林木良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3．掌握林木育种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与森林培育、林木遗传学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考生如果能对该方面的

知识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将有利于更好的学习和理解林木育种学的基本内容。学

好了林木育种学，也为后续森林培育学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林木育种的性质及其主要研究内容，掌握林木育种的特点、任务，充分认识林

木育种在林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熟悉现代林木育种的目标，了解林木育种的发展历

史、研究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注重新技术对现代林木育种发展的影响及作用等。 

二、课程内容 

（一）林木育种的性质与任务 

（二）林木育种与林业生产 

（三）林木育种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识记：林木育种学、品种、良种、引种等概念。 

2.领会：林木和林木育种的特点。 

3.简单应用：林业和林木育种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林木选育技术基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重点介绍遗传力、配合力、育种值、遗传增益、遗传相关、基因型与环境交互

作用的改良和用途。遗传变异和选择是林木育种的关键,选择贯穿了整个育种过程,没有选

择就不可能创育新的优良繁殖材料。要求学生了解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关系，掌握种

内多层次变异及其产生原因。认识突变、选择、迁移、遗传漂变等因素对群体遗传平衡

的影响。掌握遗传力、配合力的性质以及影响选择效果的主要因素。认识选择类型及其

特点，掌握选择方法的分类及其应用，了解育种方法与树种繁殖方法的关系，并能在今

后的实际当中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物种和生物进化 

（二）影响基因频率变化的因素 

（三）遗传参数及其估算 

（四）选择与选择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 识记： 遗传力、配合力，育种值、自交、芽变、种质渐渗、奠基者、奠基者效

应、人工选择。   

2. 领会：种内遗传变异的层次、影响基因频率变化的因素、影响选择效果的主要因

素、选择方式。 

3.简单应用：林木选育的方法，树种繁殖特性与选择方式。 

4.综合应用：遗传参数及其估算，育种方法与树种繁殖方法的关系。 

  

第三章 林木遗传资源和林木引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树木遗传资源的概念与类别，理解遗传资源与育种资源的区别和联系；掌握林

木遗传资源的对林木遗传改良的意义与作用。了解遗传多样性的意义以及林木遗传资源

流失的原因，了解遗传多样性的主要研究方法。理解林木遗传资源收集、保存、研究和

利用的目的；掌握林木遗传资源保存的形式及其适用范围等。了解各类树种资源以及我

国林木引种的成就。掌握引种成功的标志；了解引入外来树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掌握选

择外来树种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掌握林木引种的一般程序以及促进引种成功和提高引

种效率的主要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遗传资源 

（二）生物多样性和遗传流失 

（三）林木遗传资源管理 

（四）乡土树种和外来树种 

（五）引种技术和程序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 识记： 遗传资源、育种资源、乡土树种、引种，外来树种、生物多样性等概念。

引种程序， 遗传资源的保存方式，引种中注意的几个问题。 

2. 领会：引种中生态因子的剖析、引种考虑的因素、引种成功的标准、驯化措施，

遗传资源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的内涵。 

3.简单应用：遗传多样性的检测，林木遗传资源保存的形式及其适用范围。 

4.综合应用：促进引种成功和提高引种效率的主要措施。选择外来树种时要考虑的

主要因素。 

 

第四章 种源选择和优树选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国内外种源研究的进展。理解地理变异的普遍性及其意义：了解林木地理变异

的一般规律：掌握种源选择与地理变异的关系；掌握林木种源试验的目的、作用及其方

法。 认识林木种子区划和种子认证工作的意义；掌握种子区划依据以及造林用种原则：

掌握优树选择的概念、标准、方法以及利用途径等。 

二、课程内容 

（一）种源试验研究历史和意义 

（二）地理变异的规律 

（三）种源试验方法 

（四）种子区划 

（五）优树选择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 识记： 种源、种源试验、种源选择、种子区划、 优树、苗圃实验等概念。种源

试验的意义。 

2. 领会：地理变异的模式、地理变异的趋势，种源选择与地理变异的关系。 

3.简单应用：采种点的确定、采种林分和采种树的确定、选优林分条件、优树评定

方法。 

4.综合应用：全分布区种源试验、局部分布区种源试验，林木种源试验的目的、作

用及其方法。  

第五章  杂交与倍性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杂种优势及其相关遗传理论在林业中的应用现状，了解杂种优

势的度量方法。 了解自然杂种的产生及利用情况，掌握林木人工杂交的目的、特点、条

件等。掌握林木杂交亲本的选择和选配、花粉技术和杂交技术、克服杂交可配性差技术、

杂种的培育和选择和推广程序等。理解多倍体育种的性质，认识多倍体育种在林木遗传

改良中的意义：掌握多倍体诱导的途径；掌握多倍体诱导的技术方法以及处理中的注意

事项，了解多倍体的分离与鉴定方法等。 

二、课程内容 

（一）杂交与杂种优势 

（二）林木自然杂种与人工杂交 

（三）人工杂交技术 



 

（四）多倍体及其诱导的基本途径 

（五）染色体加倍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 识记： 杂交、自交、杂交方式、天然杂种、人工杂种、杂种优势、多倍体等概

念。花粉储藏条件。   

2. 领会：亲本选配的原则，多倍体育种在林木遗传改良中的意义，林木人工杂交的

目的、特点、条件。 

3. 简单应用：树上杂交、切枝杂交、杂交亲本植株的选择、人工杂交技术、多倍体

产生的途径、林木多倍体的鉴定、多倍体的特点、花粉活力测定方法 。 

2. 综合应用：林木染色体加倍的途径，克服远缘杂交不亲和性的方法，多倍体的分

离与鉴定方法。 

第六章 无性繁殖与无性系选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无性繁殖的相关概念以及应用于林木遗传改良的优越性，掌握扦插、嫁接、组

织快繁以及体细胞胚诱导等树木适用的无性繁殖方法和主要技术措施等。 充分理解林木

无性繁殖过程中品种退化的原因：掌握林木品种复壮的机理与方法：理解采穗圃作为提

供林木良种的主要形式及其优越性；掌握采穗圃营建和经营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

技术方法；理解采穗圃营建实例的技术内涵。掌握无性系选育的基本程序：认识无性系

选育在林业生产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并注意单纯无性系生产所带来的危险性及其解决

办法。 

二、课程内容 

（一）林木无性繁殖及其优势 

（二）树木的无性繁殖方法 

（三）无性繁殖的品种退化与复壮 

（四）采穗圃的营建与管理 

（五）林木无性系选育及其应用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 识记：采穗圃、组织培养、人工种子， 无性繁殖、无性系选育、无性系、嫁接

繁殖、扦插繁殖等概念。 

2. 领会：无性系选育和造林的优势，林木无性繁殖过程中品种退化的原因，无性繁

殖材料退化与复壮，林木品种复壮的机理。 



 

3.简单应用：无性系选育基本程序，扦插、嫁接、组织快繁以及体细胞胚诱导等技

术。 

4.综合应用：树木适用的无性繁殖方法和主要技术措施。 

  

第七章  种子园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种子园在林木良种生产中的重要意义；了解种子园的主要类别

以及不同改良代种子园的特点。充分理解种子园的地域性特点及其与种子园营建的关系：

理解种子园生产规模的确定、园址选择与规划等相关建设事宜。掌握无性系配置、栽植

密度等种子园营建的相关技术。理解种子园管理的意义；了解种子园土壤、病虫、树体、

去劣疏伐、花粉以及技术档案管理的相关技术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种子园在林木良种生产中的作用 

（二）种子园总体规划和区划 

（三）种子园建立技术 

（四）种子园经营管理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 识记： 种子园及其种子园种类、特点。 

2. 领会：种子园经营管理的意义，种子园在林木良种生产中的重要意义。 

3. 简单应用：  种子园生产规模的确定、园址选择。 

4. 综合应用：种子园生产规模的确定、园址选择与规划等相关建设事宜，无性系配

置、栽植密度等种子园营建的相关技术。种子园土壤、病虫、树体、去劣疏伐、花粉以

及技术档案管理的相关技术内容。  

第八章  遗传测定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遗传测定的对象；无性系测定与子代测定的特点；理解遗传测

定的目的。掌握交配设计的类别及其作用。理解试验设计的目的、要求以及保证试验设

计成功的主要措施：掌握试验地的选择要求、试验小区的安排以及林业常用的几种试验

设计。熟悉主要试验设计重复力、遗传力、配合力估算方法和统计检验。理解基因型与

环境交互作用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二、课程内容 



 

（一）遗传测定 

（二）交配设计 

（三）环境设计与试验观测 

（四）遗传参数估算 

（五）遗传型与环境交互作用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 识记：遗传测定、无性系、子代测定林、 遗传力、重复力、配合力、育种值等

概念。 

2. 领会：遗传测定的目的，交配设计的类别及其作用，基因型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含

义及其重要性  

3.简单应用：交配设计、环境设计与试验观测、遗传参数估算、试验数据处理，参

数估算方法。 

4. 综合应用： 试验设计的目的、要求以及保证试验设计成功的主要措施，主要试

验设计重复力、遗传力、配合力估算方法和统计检验。了解不同抗逆性测定的指标体系

及其异同，掌握林木不同抗逆性测定的主要方法及其原理。 

 

第九章 林木抗性育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树木对生物胁迫与非生物胁迫的不同反应；掌握林木受害及其

抗逆机制。了解林木抗逆育种研究进展，认识林木抗病育种的主要途径和采取的育种策

略等。  

二、课程内容 

（一）树木抗逆性机制 

（二）抗逆性测定 

（三）林木抗逆性育种的途径和策略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 识记： 非生物胁迫种类、生物胁迫种类。 

2. 领会：树木对生物胁迫与非生物胁迫的不同反应，林木受害及其抗逆机制。 

3.简单应用：生物技术育种、林木抗逆育种途径，抗非生物胁迫的测定方法，抗病

性、抗虫性测定。  

4.综合应用：林木抗病育种的主要途径和采取的育种策略，林木抗逆育种新途径。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目的和作用 
本课程考试大纲是根据自学考试计划，结合自学考试特点编写的。其目的是对个人自

学、社会助学和本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本课程考试大纲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可作为选用或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社会助学、自学、考试命题

的依据。 

二、学习要求与考核要求的说明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其明确了课程的基

本内容以及应掌握的程度，大纲中课程考核知识点是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目的

与要求中，对自学教材各章、节内容掌握的程度要求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依次为了

解、理解、掌握、熟练掌握。 

本课程考试内容基本体现在各章节的考核知识点中。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

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特点不同，故在“考核要求”中分别按四个认知层次确定考核要求，从低

到高依次是：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如名词、定义、概念、性质等有清晰的认识，并能

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领会：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在识记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理解，清楚地知道与有关

知识点的联系与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 

简单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少数几个知识点，解决一些简单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多个知识点，解决本课程范围较为复杂的问题。 
三、自学教材  

1.指定教材： 

陈晓阳、沈熙环主编.  林木育种学（高等学校“十四五”农林规划新形态教材），高等教

育出版社，2021 。  

2.参考教材 

李火根. 林木育种学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 ，中国林业

出版社，2018 

四、自学方法指导  
林木育种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一门课程。本教材主要由林木良种选育方

法（引种、选择育种、杂交育种）、繁育方法（种子园、采穗圃）、测定方法（无性系测

定、家系测定）以及林木抗性育种四部分组成，涉及到林木育种学的各个重要领域，知

识范围较广，各章之间相对独立，又有联系。其中第一、第二章简要而系统的介绍了林

木育种的基础知识、特点，是学习后面内容的必要前提。后面 7 章介绍了林木育种的基

本方法、良种繁育的基本方法、遗传测定的基本方法以及抗逆性育种的基本方法，9 章内



 

容构成了林木育种学的主体。  

自学者应当全面、系统地学习各章内容，在此基础上，系统掌握林木育种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记忆应该识记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其意义。对要求领会

的内容，应当结合专业知识深入理解，把握原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和应用范围。对要求

应用的内容，能在领会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与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

的办法、途径和应该采取的综合措施，应学会综合的、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要注意将课本知识应用于实践，以提高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

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

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

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

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

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

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

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六、命题与考试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都是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

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试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

的相应最高能力层次要求 

3．“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

分数比例依次约为：20%、30%、30%、20%。 

4．试题的难度可分为：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它们在试卷中所占分数比

例依次大致为：20%、30%、30%、20%。 

5．试题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第四部分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的，将其号码填入题后的括

号内。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1. 林木育种的主要目标是       。（    ） 

A 生产造林树种          B 获得良种 

C 培育造林苗木          D使用良种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在每个小题的多个备选答案选出二个以上的正确答

案，并将其号码填入题干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均不得分。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 同一树种的南方树种与北方树种相比具有        。（          ） 

A 生长较快                B 抗性弱 

C 受晚霜危害轻            D 结束生长较迟 

三、判断题 （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请根据题干表述，在表述正确的题干

左侧括号内打√，表述错误的题干后括号内打×。） 

1. 把从林木中搜集到的种子、穗条等繁殖材料在适宜地点进行栽培保存的方式称为原地

保存。（     ） 

四、名词解释题  （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 

1.种子园： 

五、简答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1. 林木引种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六、综合应用题 （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11 分） 

1. 以杨树杂交为例，说明其树上杂交和室内切枝杂交的具体操作过程。 

 


	1.种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