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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和目的要求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草地学》是动物科学专业（本科）的主要专业课。其任务是通过讲授草地及其植物

的生物生态学理论基础，学习各类草地的合理利用和培育改良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优质高产

饲草通过动物生产过程有效地转化为人类需要的畜产品的流程，同时使草地生态条件不断地

得以维持和改善的一门科学。通过该课程学习，为学生将来从事相关的业务打下基础。 

二、课程的目的和要求 

课程目的：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了解草地和草地牧草的主要生物学、生态学以及

群落地理学的特性和理论；天然草地的形成、发展和演替规律；草地 资源的分类及培育、

经营利用和调查规划等方法；基本草地建设方法和草业生产 相关知识；草地生产能力的

评定方法及草地季节畜牧业的原理和实施办法。学生学完本门课程后，应基本掌握畜牧业

或草业生产中草地生产工作中的基础知识和技术，为将来从事相关 的业务打下基础。 

三、与相关课程联系 

草地学是动物科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是动物生产与植物生产相结合的一门课程，

一方面论述草地植物生产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介绍植物产品转变为动物产品的各个转化节。

在教学中，与草地学课程相关的课程有植物学、植物分类学、动物生产学、草地生态学、气

象学、牧草栽培学、动物营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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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课程考试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考生了解草地的概念及种类，草业概念的提出与发展，草业的特点，

认识中国草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以及草业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意义及重要性。 

二、课程内容 

（一）草地的概念 

1.现代草地的概念 

2.草地学（Grassland Science） 

（二）“草业”的提出及发展历程 

1. 概念  

（1）狭义概念 

 （2）广义概念  

2.草业的特点 

（1）完整而漫长的产业 

（2）具多功能的产业 

（3）高效的产业 

  （三）中国草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1.中国草业的发展现状 

2. 中国草业存在问题 

（四）草业发展机遇 

1.畜牧业发展现状 

2.畜牧业发展机遇 

三、考核知识点 

草地的涵义及其属性，草业和草业科学；草地学的教学任务与目的；国家对草地工作

的政策；我国与世界草地的概况；我国草地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生产潜力等内容。 

四、考核要求 

1.识记：草地、草原等基本概念。国家对草地工作的政策。 

2.领会：草业和草业科学，草业的特点、草业。 

3.简单应用：草地的涵义及其属性，草业发展的现状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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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应用：我国与世界草地的概况和我国草地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生产潜力。 

第二章  草地植物的生物学基础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够理解营养繁殖、分枝、分蘖等基本概念，掌握主要豆科、禾

本科多年生牧草的生物学基础知识，了解多年生牧草生长、发育、繁殖以及牧草对生活条

件的适应性及充分利用外界环境条件形成有机物质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分枝、分蘖、营养繁殖等基本概念 

1.分枝 

2.分蘖 

3.营养繁殖 

（二）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的生长发育特点 

1.禾本科草类的生长发育 

（1）种子   

（2）幼苗 

（3）分蘖、拔节 

（4）根系 

2.豆科牧草的生长发育 

（1）种子 

（2）幼苗 

（3）分枝 

（4）根颈 

（5）根系 

（三）多年生牧草的分枝（分蘖）类型和营养繁殖方式 

1.分蘖或分枝类型 

（1）根茎型草类    

（2）根蘖型草类 

（3）疏丛型草类 

（4）密丛型草类 

（5）根茎-疏丛型草类 

（6）匍匐茎草类 

（7）鳞茎型草类 



               

 5 

（8）根颈型草类（轴根型） 

（9）莲座状草类 

2.营养繁殖 

三、考核知识点 

 分蘖、分枝、营养繁殖、草地学等基本概念。多年生牧草的繁殖、养分储存与再生

的关系， 豆科与禾本科牧草种子解剖结构的异同之处， 多年生牧草的繁殖器官，多年生

牧草与一年生作物在生物学特性方面的差异，诱导多年生牧草由营养生长进入生殖生长的

外界环境因素。 

四、考核要求 

1.识记：分蘖、分枝、营养繁殖、草地学等基本概念。多年生牧草的繁殖器官。 

2.领会：豆科与禾本科牧草种子解剖结构的异同之处，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的生长发育

特点。 

3.简单应用：多年生牧草与一年生作物在生物学特性差异。 

4.综合应用：分析多年生牧草的繁殖、养分储存与再生的关系；分析诱导多年生牧草

由营养生长进入生殖生长的外界环境因素。 

 

第三章  草地植物的生态学基础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并熟悉草地生态学、生态因子、群落等基本概念，掌

握草地植物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草地群论的形成演替以及草地生态系统的作用功能，能

够运用相关知识分析总结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及影响群落变化的主要因素。 

二、课程内容 

（一）草地生态学、生态因子、草地生态系统等基本概念 

（二）群落的形成的演替 

1.内因演替 

2.外因演替 

（1）草原放牧演替 

（2）草原刈割演替 

（3）草原撂荒演替 

（二）草地生态系统的功能与组成 

1.草地生态系统的功能 

（1）物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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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量流动 

（3）信息传递 

2.草地生态系统的组成 

（1）非生物环境 

（2）生产者 

（3）消费者 

（4）分解者 

（四）草地生态平衡 

三、考核知识点 

草地生态学、环境因子与生态因子、阳性植物、阴性植物、中性植物、长日照植物、

短日照植物、中日照植物、日中性植物、生活型、群落、优势种、建群种、群落演替、草

地生态系统、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初级生产、次级生产、食物链、食物网、草地生

态平衡等基本概念。群落的形成的内因演替和外因演替。草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组成。 

四、考核要求 

1.识记：阳性植物、阴性植物、中性植物、长日照植物、短日照植物、中日照植物、

日中性植物、生活型、群落、优势种、建群种、群落演替、草地生态系统、生产者、消费

者、分解者、初级生产、次级生产等基本概念。 

2.领会：草地生态学、环境因子与生态因子、食物网、草地生态平衡等基本概念。 

3.简单应用：群落的形成的内因演替和外因演替。 

4.综合应用：草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组成。 

第四章  草地资源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并熟悉草地资源的特点和作用，掌握我国草地的类型和

分布，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分析总结草地在生态建设和草地畜牧业生产中的生态价值，根据

不同草地类型进行科学合理利用与开发，认识实现草地资源的持续长期利用的途径。 

二、课程内容 

（一）我国草地资源的特点和作用 

1.我国草地资源的特点 

（1）草地面积大、分布广 

（2）草地类型众多、地带性强 

（3）草地生产潜力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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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草地资源的作用 

（1）草地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2）草地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3）其他作用 

（二）“草业”的提出及发展历程 

1.我国草地的分类方法 

（1）植物-生境分类法  

（2）草地植物群落的分类  （37 个类，归并为 11 个类组） 

2.我国草地的类型。 

一、考核知识点 

我国草地资源的特点、作用，我国植物-生境分类法的分类原则和方法，我国现行草地

分类系统中划分的草地类型。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植物-生境分类法的概念，我国草地的类型和分布。 

2.领会：草地资源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草地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

用。 

3.简单应用：我国草地资源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4.综合应用：我国草地资源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和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第五章  人工草地的建植与管理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和认识人工草地建设的意义和作用，掌握我国人工

草地的播种建植、田间水肥、杂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为将来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在生

产实践中开展人工草地的建植和管理工作打好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人工草地的优势和作用 

1.发展人工草地可以大大增加饲草产量，缓和畜草矛盾，促进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2. 建立人工草地可以提高饲草质量，促进畜牧业的优质高产。 

3.建立人工草地对于保持水土、改良土壤以及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人工草地管理的关键技术环节 

1.施肥 

2.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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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杂草防除 

三、考核知识点 

豆科牧草种子打破硬实促进种子发芽的常用方法，与单播草地相比，混播草地有哪些

优点，实行草田轮作的生态学意义，草地播种的方式， 豆科牧草根瘤菌接种的要求。 

四、考核要求 

1.识记：打破硬实促进种子发芽的常用方法，草地播种的方式，豆科牧草根瘤菌接种

的基本要求。 

2.领会：人工草地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3.简单应用：人工草地管理的关键技术环节。 

4.综合应用：我国人工草地的播种建植、田间水肥、杂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 

第六章  草地的放牧利用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认识草地放牧的优越性和放牧利用对草地造成的影响，

了解我国草地放牧利用过程中放牧时间、载畜量等关键环节和草地划区轮牧的技术要点，

使学生在将来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在草地放牧生产实践中开展家畜的科学合理放牧和管理

工作。 

二、课程内容 

（一）放牧对草地的影响 

1.放牧对植物（牧草）的影响 

（1）放牧对牧草生长发育的影响 

（2）放牧对牧草繁殖的影响 

（3）放牧对草群成分的影响 

2.放牧对土壤的影响 

（1）直接影响 

（2）间接影响 

3.放牧对草地的其它影响 

（三）划区轮牧的技术原则和要点 

1.轮牧周期 

（1）牧草再生能力强弱 

（2）气候条件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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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条件好坏 

（4）利用时期 

2.放牧频率 

3.小区放牧天数 

4.小区数目 

5 小区面积 

一、考核知识点 

轮牧周期、放牧对草地的影响，适宜开始放牧、结束放牧的时间；利用率、放牧强度、

采食率等知识；忌牧期的使用方法，季节牧场的划分和放牧家畜管理等知识；草地划区轮

牧的优越性，划区轮牧载畜量的计算，划区轮牧的周期、频率以及小区面积的计算、小区

的布局等。 

二、考核要求 

1.识记：轮牧周期、放牧频率、草地利用率、采食率、放牧强度、草地载畜量、自由

放牧、分区放牧、划区轮牧等基本概念。 

2.领会：放牧对植物的影响，放牧对草原土壤的影响。 

3.简单应用：草地划区轮牧的技术要点。 

4.综合应用：分析草地放牧的优越性和放牧利用对草地造成的影响，我国草地放牧利

用过程中放牧时间、载畜量等关键环节， 

 

第七章  牧草的生产与加工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够理解干草等基本概念，了解在现代草业发展当中，以牛羊等

反刍家畜为代表的畜产品生产，需要以高质量的干草等草产品作为保障。熟悉牧草的适宜

收获技术、干草调制加工技术，了解掌握我国干草生产加工过程中刈割时间、留茬高度等

关键环节和干草调制加工的技术要点，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在草地生产实践中开展草产品的

生产加工工作。 

二、课程内容 

（一）干草的适宜收获技术 

1.割草 

（1）人工割草 

（2）机械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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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晾晒 

3.搂草 

4.集草 

5.干草的压捆 

（一）牧草干燥的方法 

1.自然干燥法 

（1）地面干燥法 

（2）草架干燥法 

2.牧草的加速干燥 

（1）牧草常温鼓风干燥法 

（2）高温快速干燥 

（二）影响牧草干燥的主要因素 

1.外界环境条件 

2.植物体外部散发水与内部散发水的情况： 

3.植物保蓄水分能力的大小 

4.植物体各部位散发水的强度 

三、考核知识点 

干草、割草、搂草、集草地面干燥法、草架干燥法、地等基本概念。干草的适宜收获

技术，牧草干燥的方法、影响牧草干燥的主要因素。 

四、考核要求 

1.识记：干草、割草、搂草、集草地面干燥法、草架干燥法、地等基本概念。 

2.领会：影响牧草干燥的主要因素。 

3.简单应用：牧草自然干燥和加速干燥的方法。 

4.综合应用：我国干草生产加工过程中刈割时间、留茬高度等关键环节和干草调制加

工的技术要点。 

 

第八章  草地退化与恢复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草地退化、草地补播、草地杂草等基本概念，充分认

识在现代草业发展当中，在强调草地生态功能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利用先进的草地改良和

合理利用技术，提高草地的经济效益。通过了解退化草地的现状、成因，退化草地植被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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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改良技术，使学生初步掌握针对草地不同退化程度，能够运用相关知识采取科学合理

的改良技术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退化草地的现状和原因 

1.自然因素 

2.人为因素 

（二）退化草地改良方法 

1.治标方法 

2.治本改良 

（三）草地有毒有害植物防除技术 

1.建立系统的管理制度 

2.生物学防除 

3.机械除草法 

4.化学除草法   

一、考核知识点 

草地改良；草地退化；治标改良；治本改良；封滩育草；划破草皮；草地补播；草地

杂草；有毒植物；有害植物等基本概念。 

二、考核要求 

1.识记：草地改良、草地退化、治标改良、治本改良、封滩育草、划破草皮、草地补

播、草地杂草等基本概念。 

2.领会：草地退化的原因，治本改良含义。 

3.简单应用：草地有毒有害植物防除技术，退化草地改良方法， 

4.综合应用：针对草地不同退化程度，能够运用相关知识采取科学合理的改良技术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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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的作用 

本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动物科学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有关规定而编写的，其为个人自

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自学辅导材料的重要依据。个人自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

自学辅导材料，必须与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基本一致。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

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内容。大纲中未列出的知识点则不属

于必须掌握的内容，也不属于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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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决比较简单的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多个知识点，解决牧草生产及草地保护中较为

复杂的问题。 

三、自学教材与参考教材 

（一）自学教材： 
毛培胜主编，草地学（第四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二）参考教材： 
 韩建国主编，草地学（第 3 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四、自学方法的指导 

草地学课程知识性、实践性较广，内容丰富，因此，自学者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参

考自学考试大纲，制定自学计划，认真阅读规定的教材，坚持按计划进行自学。自学的内

容和掌握的程度应参照本大纲规定的要求，深入理解各章的知识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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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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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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判断题、解释概念题、简答题、论述题和

应用题。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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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题型举例 

一 、单项选择题：在下列各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选出一个是正确选项 

1.草地植被在地带性基础上局域呈现镶嵌分布地特点，主要由于（ ）因素导致。 

A 大气因素     B 土地因素      C 生物因素    D 生产劳动因素 

二、 多项选择题：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选出二至五个正确选项 

1. 下列草地分类方法中，国内外公认的分类方法有（             ）。 

A 雨量地形学分类法    B 植物群落学分类法   C 植物地形学分类法 

D 综合顺序分类法      E 气候-植物学分类法  F 土壤-植物学分类法 

三、 判断题： 

1. 草地是具有一定面积和牧用价值的植被及其生长地的总体。（    ）                  

四、解释概念题： 

1.生态系列： 

五、简答题： 

1.什么是草地分区？我国草地划分为哪几大区？ 

六 论述题： 

1.试论草业含义及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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