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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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生态工程学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林学（本科）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为培养

和检验考生的林业生态工程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林业生态工程学是研究林业生态工程基本理论、方法、技术和规划设计的科学。它包

括森林培育学、水土保持学等多个学科，其内容既有明显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和实用性特点。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的具体目的与要求是：使考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林业生态工程学的基本理论和

主要技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便毕业后能较好的适应我国林业

生态环境管理与建设工作的需要，使我国的林业生态工程工作更加科学化。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与生态学、森林培育学和水土保持学等课程有比较密切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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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工程

学的基本内容。学好了林业生态工程学，也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林业生态工程概况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在理解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定义、内容、特点的基础之上，了解国

内外有关林业生态工程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明确林业生态工程在国家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任务

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理解全国生态环境建设总体布局的基本战略思想，了解国家总

的生态环境建设计划的全貌、中国林业生态工程的战略布局及其实现的战略措施，同时，

对国家在建的六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项目的主要内容有所了解。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概念 

（一）生态系统、工程与生态工程 

（二）林业与林业生态工程 

（三）林业生态工程的内容和特点 

（四）林业生态工程类型与体系 

第二节 林业生态工程的历史与现状 

（一）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发展的历史 

（二）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现状与目标 

（三）国外林业生态工程的历史与现状 

第三节 林业生态工程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一）林业生态工程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 

（二）21世纪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 

（三）林业生态工程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任务 

第四节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总体布局 

（一）总体布局 

（二）建设目标 

第五节 中国林业生态工程的战略布局 

（一）林业生态建设总体布局 

（二）六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项目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生态工程、生态工程的内容和特点。 



 

2.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总体规划及八个分区的主要建设任务。 

3. 林业生态工程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4. 中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点、线、面”总体布局。 

5. 六大林业生态工程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工程的一般含义。 

2. 领会：什么是林业生态工程体系，林业生态工程与生态环境建设、林业可持续发

展的相互关系，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基本理论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指导意义；我国

“点、线、面”的生态环境网络建设体系，六大林业生态工程对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意

义。 

3. 简单应用：从我国区域自然环境分析全国生态环境建设总体布局的合理性及其特

点。 

4. 综合应用：从目标、内容等方面分析林业生态工程和传统森林培育及森林经营的

区别。 

第二章 林业生态工程基本理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首先要深刻理解有关林业生态工程的理论基础；在对生态因子、生

态系统结构、植物演替、生物多样性、循环再生等基本理论理解的基础之上，掌握植被恢

复的理论基础及其对植被恢复的指导意义；在对不同困难立地环境条件了解的基础之上，

掌握其植被恢复的主要技术特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生态工程基本理论 

（一）生态学理论 

（二）系统科学理论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四）水土保持学原理 

第二节 植被恢复基本理论 

（一）植被恢复 

（二）植被恢复基本理论 

第三节 困难立地植被恢复技术 

（一）困难立地的主要特点 

（二）植被恢复的技术措施 



 

第四节 新材料与新技术在植被恢复中的应用 

（一）保水剂 

（二）ABT 生根粉 

（三）TCP 植物蒸腾剂 

（四）菌根 

（五）径流林业技术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理论。 

2. 植被恢复的基本理论。 

3. 干旱地区的水资源承载力与林水平衡。 

4. 抗旱节水造林技术。 

5. 不同困难立地植被恢复技术。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植被恢复，合理生态系统结构，降水资源环境容量，困难立地概念。 

2. 领会：植被恢复的含义；限制因子原理、生态系统的结构理论、生态适宜性原理

和生态位理论、生物群落演替理论：生物多样性原理、循环再生原理等理论对植被恢复

的指导意义。 

3. 简单应用：不同困难立地的特点及要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人工造林中新材料、

新技术的主要特点与适用性。 

4. 综合应用：从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资源环境容量的两层含义分析该地区植被建设

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山区丘陵区水土保持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掌握防护林体系的基本概念及防护林体系形成的基本理论，了解

我国不同区域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的基本布局，熟悉不同地形地貌部位上林分的一般配置方

法与造林技术，掌握以小流域为单元水土保持林空间配置的基本理论与技术。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水土保持林体系 

（一）水土保持林的作用 

（二）水土保持林体系 

（三）以小流域为单元水土保持林的合理配置 



 

（四）水土保持林草建设布局 

第二节 坡面水土保持林 

（一）水土保持用材林 

（二）水土保持经济林 

（三）水土保持薪炭林 

（四）放牧饲料林 

（五）坡地农田防护林 

第三节 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林 

（一）土质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林 

（二）石质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林 

第四节 水库及河岸防护林 

（一）塘、库防护林 

（二）河岸、河滩防护林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水土保持林的任务。 

2. 水土保持林配置。 

3. 水土保持林体系及林种划分。 

4. 坡面水土保持林、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林配置与营造。 

5. 塘、库及河岸防护林。 

6. 重点地区防护林营造技术。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防护林体系，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水土保持林的配置，水土保持林的

水平配置，水土保持林的立体配置的概念。 

2. 领会：深刻理解防护林体系的概念内涵及防护林体系形成的基本理论，水土保持

林的空间配置的基本理论，以小流域为单元水土保持林配置的基本理论。 

3. 简单应用：分析坡面水土保持林基本配置方式，每个林种的配置目的与特点；侵

蚀沟道水土保持林的配置方式及其控制侵蚀的原理；库岸防护林的配置与结构；不同水

土流失地区防护林营造特点。 

4. 综合应用：在一个小流域中如何根据水土流失特点配置水土保持林形成防护林体

系。 



 

第四章 风沙区防护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我国风沙区现状与环境特点，熟悉风沙防洽的理论与方法，掌握

不同类型风沙区防护林营造技术及其风沙防治的工程措施，并能根据风沙区的具体条件进

行治理措施的综合应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我国内陆风沙区基本概况 

（一）我国风沙区概况 

（二）风沙区的自然条件 

第二节 风沙防治的工程措施 

（一）机械沙障固沙 

（二）化学固沙 

（三）风力治沙 

第三节 风沙防治的生物措施 

（一）封沙育林育草恢复天然植被 

（二）飞机播种造林种草固沙 

（三）植物固沙技术措施 

（四）风沙区防护林体系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我国风沙区的基本概况。 

2. 风沙防治的基本工程方法。 

3. 风沙防治的主要林草措施及适用条件。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机械沙障，风力治沙。 

2. 领会：理解风力治沙、机械沙障固沙、化学固沙的基本原理，干旱风沙区绿洲防

护林体系的组成原理。 

3. 简单应用：了解一般的风蚀防治的工程措施、生物指施都有哪些，适宜在什么条

件下应用；进行沙区农田防护林、牧场防护林及干旱绿洲防护林的组成与配置分析。 

4. 综合应用：在了解荒漠化防治的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的基础上，可以针对不同的

自然条件选择、设计适宜的技术措施。 



 

第五章 平原区农田防护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农田防护林的结构及类型，不同林带结构对气流结构、风

速、乱流交换的影响，掌握农田防护林的主要配置方法与形式、农田防护林的设计等基本

技能；了解农田防护林的主要经营管理措施。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农田防护林的防护效益 

（一）农田防护林的概念 

（二）林带的基本概念 

（三）农田防护林的防护效益 

第二节 农田防护林的配置与结构设计 

（一）防护林带结构的选择 

（二）防护林的宽度与横断面 

（三）防护林带走向 

（四）林带间距与网格面积的确定 

（五）防护林适生树种与配置 

（六）不同结构的护田林带混交类型与混交方法的确定 

第三节 农田防护林的营造管理 

（一）护田林带的造林技术要点与要求 

（二）幼林抚育 

（三）成林的管理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林带结构与防风效应。 

2. 林带的防风原理。 

3. 农田防护林带的配置与结构设计技术。 

4．农田防护林的抚育管理技术。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林带的结构，疏透度，透风系数，林带的偏角与夹角，流线的概念。 

2. 领会：不同林带结构对气流结构、风速、乱流交换的影响；林带防风效应的物理

机制；影响林带防风效应的主要因子。 

3. 简单应用：确定不同结构的护田林带、混交类型与混交方法，形成适宜透风系数

的林带结构；分析农田防护林的造林、更新的主要技术措施。 

4. 综合应用：依据给定防护要求，进行农田防护林带的结构、走向、高度、宽度等

参数的设计。 



 

第六章 海岸防护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我国海岸主要类型及特点，理解海岸防护林的作用；了解不同

类型海岸防护林的配置与结构，防护林体系树种组成和配置，掌握沿海防护林体系中主要

林种的规划设计及沿海特殊立地类型造林技术。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我国海岸类型与防护林效益 

（一）海岸类型区划 

（二）海岸防护林的作用 

第二节 海岸防护林的配置与结构 

（一）海岸防护林配置 

（二）沿海沙地防护林体系 

第三节 海岸防护林的营造技术 

（一）我国沿海防护林营造概况 

（二）沿海防护林体系的规划设计技术 

（三）沿海特殊立地类型造林技术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沿海主要自然灾害与海岸防护林的作用。 

2. 沿海沙地防护林体系。 

3.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规划设计技术。 

4. 沿海特殊立地类型造林技术及红树防浪护堤林造林技术。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海岸类型、消浪林概念。 

2. 领会：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海岸类型的主要环境特点，理解海岸防护林的主要作

用，熟悉不同类型海岸防护林配置的基本特点，领会沿海沙地防护林体系配置原理。 

3. 简单应用：分析不同性质海岸主要特点与防护林营造技术特点，较好掌握滨海沙

地、盐碱地等主要立地类型造林技术。 

 

第七章 工程绿化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一般工程绿化的对系，要较深刻地理解工程绿化的目的，特別

是工程绿化的实质，明确与普通绿化方法的区别，了解工程绿化技术体系组成及各部分的



 

相互关系，对绿化基础工程、种植工程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并掌握其中一些重要的技术方法，

了解施工计划与管理的内容及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工程绿化的对象与任务 

（一）工程绿化的对象 

（二）工程绿化的任务 

（三）工程绿化的目的 

第二节 工程绿化技术体系 

（一）绿化基础（土木）工程 

（二）种植工程 

（三）保护及管理工程 

第三节 绿化基础工程 

（一）绿化基础工程的目的 

（二）绿化基础工程的种类与选定 

第四节 种植工程 

（一）工程绿化植物的选择 

（二）土壤改良 

（三）绿化种植方法 

（四）种植时间确定 

第五节 施工计划与管理 

（一）施工计划 

（二）施工地调查 

（三）施工管理 

（四）效果评价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工程绿化的主要对象。 

2. 植被恢复的一般目标。 

3. 绿化技术体系。 

4. 绿化基础工程。 

5. 种植工程。 

6. 施工地的调查。 

7. 绿化效果评估。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工程绿化，绿化基础工程，种植工程，保护及管理工程。 



 

2. 领会：工程绿化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了解什么是植被恢复的目标及理想的绿化目

标，一般如何确定绿化的目标群落；理解工程绿化技术体系中绿化基础工程、种植工程

与管护工程的作用与相互关系。 

3. 简单应用：了解绿化基础工程的特点与适用性，明确绿化基础工程的作用；能根

据条件选择适宜的种植方法，并确定种植时间；对绿化效果进行评价。 

4.  

第八章 工矿废弃地复垦绿化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土地复垦的概念含义，了解国内外土地复星现状，我国土地复

垦面临的问题，影响土地复垦的主要因素及其解决方法，理解主要工矿废弃地复垦原理并

掌握一般技术方法，特别是林业复垦的方法，并且对国外有关土地复垦技术有一定了解。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土地复垦的意义 

（一）复垦的概念及任务 

（二）复垦的必要性 

第二节 土地复垦过程中要考虑的因素 

（一）地形 

（二）地形和地貌 

（三）地形和野生动物栖息地 

（四）地形和地质保护 

（五）道路 

（六）土壤复位 

（七）还原土壤的厚度 

第三节 工矿废弃地复垦技术 

（一）各种工矿废弃地复垦技术 

（二）植被恢复和复垦后的养护 

第四节 国外工矿区废弃地复垦经典实例 

（一）澳大利亚矿山复垦技术简介 

（二）前苏联林业土地复垦 

（三）德国莱茵露天煤矿林业复垦 

（四）美国煤矿区复垦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复垦的概念与任务。 

2. 复垦要考虑的因素。 



 

3. 各种工矿废弃地的复垦技术。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土地复垦。 

2. 领会：土地复垦中土壤、水文、环境、生物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作用，熟悉不同

工矿土地复垦的主要制约因素及克服方法。 

3. 简单应用：了解不同矿区土地复垦植被恢复的主要技术措施，分析这些措施主要

解决哪些问题。 

4. 综合应用：结合实际，了解我国及国外工矿区废弃地复垦经典实例，从中掌握各

种工矿废弃地的特性及土地演变规律等，分析探讨各种工矿废弃地的复垦策略和复垦技

术。 

第九章 天然林保护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在了解我国天然林资源的基础 上，理解天然林保护的必要性与

意义，了解国家天然林保护的目标与措施，熟悉天然林保护的各种技术措施。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天然林保护的意义 

（一）天然林资源保护的迫切性 

（二）保护天然林资源的必要性 

（三）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节 天然林保护战略 

（一）战略目标 

（二）战略重点 

（三）战略措施 

第三节 天然林保护工程中的技术措施 

（一）生态公益林保护与经营的技术措施 

（二）天然商品林培育与经营技术 

（三）天然林资源信息管理技术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天然林保护的必要性。 

2. 天然林保护的战略目标、重点及措施。 

3. 生态公益林保护与经营的技术措施。 

4. 天然商品林培育与经营技术。 

5. 天然林资源信息管理技术。 

（二）考核要求 



 

1. 领会：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目标重点及措施；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践过程中资金、技术、信息管理过程和措施。 

2. 简单应用：封山育林技术的技术路线；采育择伐及三采三集循徊作业法；皆伐的

技术措施；天然林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组成及各自的功能、结构及工作原理；“3S”技

术在天然林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第十章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与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的内涵与基本方法，熟悉并掌握林业生

态工程规划设计的内容、一般程序与步骤，能进行一般工程的规划设计。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的基本任务、内容和程序 

（一）林业生态工程规划的任务 

（二）林业生态工程规划的内容 

（三）林业生态工程规划的程序 

（四）林业生态工程规划的步骤 

第二节 林业生态工程设计 

（一）林业生态工程设计的基本组成与要求 

（二）初步设计文件的审批 

（三）林业生态工程设计总说明书基本内容 

（四）总概算书 

第三节 规划设计方法 

（一）制定长远建设目标与总体规划 

（二）造林树种选择设计 

（三）造林技术措施设计 

（四）种苗规划设计 

（五）编制规划设计文件 

三、考核目标 

（一）考核知识点 

1.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的内涵与原则 

2.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与设计的方法 

3.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的任务、内容、程序及步骤 

4. 林业生态工程设计 

5.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方法 

（二）考核要求 



 

1. 识记：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的内容。 

2. 领会：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的内涵与原则. 

3. 简单应用：林业生态工程规划与设计的方法，林业生态工程规划的任务、内

容、程序及步骤，林业生态工程设计。 

4. 综合应用：参与当地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承担林业生态工程项目规划设计当

中的部分内容，完成课程的实践要求。 

  



 

林业生态工程学课程实验 

一、实验教学的目的 

林业生态工程学是林学自学考试的统考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必须通过实习实验教学环节加深理解和掌握。本实验大纲将林业生态工程理

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全面掌握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与新技术，

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实验教学的基本要求 

1. 掌握林木生长情况调查方法，分析林分密度与林木生长关系； 

2. 掌握农田防护林林带结构的调查方法及效益分析； 

3. 掌握水土保持林林种配置的方法； 

4. 掌握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的环节与基本要求。 

三、实验内容 

实验一   林分密度与林木生长关系调查 

（一）实验目的 

森林是由许多林木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特殊的林分结构，林分密度是影响林木生

长的主要因子。通过林分调查，分析密度对林木生长的影响，认识密度的作用规律。 

（二）实验内容  

1.选定的林分中设置调查样地。 

2.随机选择 30~40 株树木进行编号。 

3.确定对象木和竞争木。 

4.测定对象木和 4 株竞争木的直径、树高、冠幅（4 个方向），对象木与竞争木的距离

d1、d2、d3和 d4。 

5.将根据实验结果，分析不同密度（距离）对不同树种直径、树高、材积和冠幅生长

的影响。 

实验二   农田防护林调查 

（一）实验目的 

农田防护林是平原农区和风沙危害区林业生态工程的主要建设林种。本实验目的主

要使学生熟悉农田防护林的基本形式、结构类型和营建技术，为农田防护林建设服务。 



 

（二）实验内容 

通过现场农田防护林的调查，了解并记录农田防护林树种构成、防护林林带结构

（紧密结构、疏透结构和通风结构）、立地条件（林分小气候，包括大气温度、湿度、风

速、风向、光照等）以及林木生长情况（包括胸径、树高、枝下高和冠幅等）。 

实验三  小流域水土保持林林种配置 

（一）实验目的 

熟悉和掌握水土保持林的水平和立体配置应用，坡面及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林的配置

应用。 

二、实验内容 

1.要求学生掌握水土保持林的水平和立体配置方法； 

2.要求学生掌握坡面及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林的配置方法； 

3.理解在小流域中如何根据水土流失特点配置水土保持林；理解水土保持林建设的意

义。 

实验四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 

（一）实验目的 

通过对一个小流域范围林业生态工程的规划设计，使学生对所学的林业生态工程有

关方面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消化和综合运用，提高实际的动手能力和设计技巧。通过设计，

了解并熟悉小流域或一个地区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掌握规划设计的方法、

步骤和技能。 

（二）实验内容 

1.全面、系统的了解规划设计区的自然概况和社会经济概况。包括收集林业生态工程

规划设计所必需的各种资料和进行必要的专项调查； 

2.划分立地条件类型和设计类型； 

3.进行初步规划设计； 

4.调整和完善规划设计； 

5.按要求完成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图、附表、规划设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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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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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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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生产实践中简单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多个知识点，解决林业生态工程中较为复杂

的问题。 

三、自学教材与参考教材 

（一）自学教材：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王百田主编.林业生态工程学，辽宁大学出

版社，2005 年版。 

（二）参考教材 

王百田主编.林业生态工程学（第 4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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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版。 

四、自学方法指导 

林业生态工程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本教材主要由林业生态工程学的基本理论

部分、林业生态工程构建理论与技术和林业生态工程的规划设计三部分组成，涉及到林业

生态工程学的各个重要领域，知识范围较广，各章之间相对独立，又有联系。其中，第一

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是理论学习要重点掌握的部分，也是学习后面内容的必

要前提；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到第九章，涵盖了不同防护林的营造问题，是本教材的主体

内容；第三部分为第十章，介绍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的原则、方法、任务和内容。 



 

自学者可以根据课程的这种结构和内容安排，循序渐进，从基本理论入手，理解各项

技术措施的内容与原理，学习林业生态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法。首先应当全面阅读各章内容，

记忆应当识记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其含义。对要求领会的内容，在识记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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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会助学 

1. 社会助学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基本内容与考核内容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明确具体

要求，妥善安排教学辅导环节。 

2. 针对自学者的情况，教师有计划地进行讲解辅导，对考生布置一定的作业以帮助

自学者加深对主要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3. 自学者应按照本大纲的要求，认真学习规定教材，全面而系统，并循序渐进地学

习教材中规定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六、考试命题 

1. 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均为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

突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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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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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下列林业生态工程不属于生态保护型林业生态工程的是（        ）。 

A. 天然林保护        B. 自然保护区        C. 次生林改造        D. 水源保护林 

二、多项选择题 

1.林业生态工程的目标是建造某一区域(或流域)的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优质、稳

定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       ）。 

A.生物群落建造工程     B.环境改良工程           C.种源基地建设工程 

D.食物链工程                 E.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三、判断题 

1.苗木运到造林地后，如不能立即造林，应立即进行假植。               （        ） 

四、名词解释题 

1.林业生态工程 

五、简答题 

1.简述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主要建设任务与目标。 

六、论述题 

1.论述林业生态工程与传统森林培育及森林经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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