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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

005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8327）（招生人数待定）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1 食品营养

02 食品科学

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04 食品安全

盛 军*

苏凌燕

马 啸

田 洋

和劲松

范江平

赵 明

龚加顺

黄艾祥*

桂明英*

李宏

邓明华*

胡永金

廖国周

杨林楠*

章 宇

1001 英语

2001 食品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3001 食品加工与营

养

1001 英语

2001 食品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3001 食品加工与营

养

1001 英语

2001 食品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3001 食品加工与营

养

1001 英语

2001 食品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3001 食品加工与营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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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06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7731） (招生人数待定)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71000 生物学

01 植物学

02 微生物学

03 遗传学

0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90100 作物学

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02 作物遗传育种

03 烟草学

04 药用植物资源

05 智慧农业

杨生超*、

梁艳丽、

毛自朝、

张广辉、

陈 玮

陈军文*

肖关丽

安曈昕

刘鸿高

郭华春*

陈丽娟*

范源洪*

覃 鹏

文建成

李东宣

林 春

番兴明

刘雅婷*

徐俊驹

刘 涛

赵昶灵

袁 媛

李 彤*

李富生*

王建雄

杨文彩

李文峰

王白娟

1001 英语

2004 普通生物学

3004 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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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3 植物生理学

5002 分子生物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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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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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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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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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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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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资源与环境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7651）(招生人数待定)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90301 土壤学

01 土壤过程与土壤健康

02 退化土壤改良与修复

03 耕地水土保持与可持续利用

090302 植物营养学

01 植物营养生物学

02 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绿色发展

03 植物营养与病害控制

0903Z3 农业资源环境与区域绿色发展

01 高原农业产业与区域绿色发展

02 农业资源环境政策与管理

0903Z4 农业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

01 农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02 农业面源污染阻控

03 污染土壤安全利用

范茂攀

龙光强

张乃明*

何永美

李永梅*

段青松

范 伟

杨建立*

关文灵

赵正雄*

汤 利*

肖靖秀

郑 毅

董 艳

起建凌

王艳伟

刘同山

李国春*

徐智

续勇波

董战峰

湛方栋

史静

1001 英语

2005农业资源与环

境

3005 土壤学

1001 英语

2005农业资源与环

境

3006 植物营养学

1001 英语

2005农业资源与环

境

3007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1001 英语

2005农业资源与环

境

3008农业环境保护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4 土壤地理学

5003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方法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4 土壤地理学

5003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方法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4 土壤地理学

5003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方法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4 土壤地理学

5003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方法

6001 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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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植物保护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8732）(招生人数待定)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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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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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03 农药学

01 农药环境行为与化学生态

02 生物农药研发与利用

0904Z1 入侵生物学

01 入侵生物种群形成与扩张机理

0904Z3 园艺植物抗性与资源利用

01 园艺植物资源利用与信息学

02 园艺植物抗性基因挖掘与利用

朱有勇*

何霞红

朱书生*

杨 敏

黄惠川

李成云*

李 凡*

罗 琼*

杨根华

杜云龙

王 莫

杨 静

姬广海*

李永和*

陈 斌*

张宏瑞

高 熹

李 强*

刘屹湘

吴国星

桂富荣*

杨正安

郑 云

乔 琴

张敬丽

赵 凯

1001 英语

2005 植物保护学

3009 植物病理学

1001 英语

2006 植物保护学

3010 昆虫学

1001 英语

2006 植物保护学

3011 农药学

1001 英语

2006 植物保护学

3012 入侵生物学

1001 英语

2006 植物保护学

3013 分子生物学与

生物技术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5 植物生理学

5004 遗传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5 植物生理学

5005 害虫综合防治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5 植物生理学

5006 仪器分析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5 植物生理学

5007 植物检疫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5 植物生理学

5008 园艺植物栽培与育

种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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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7789）(招生人数待定)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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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Z4 畜禽健康养殖

01健康养殖与动物疫病控制

02 畜禽产品安全与公共卫生

090900 草学

01草地植物资源与遗传育种

02草地生态与环境

03饲草生产与利用

苗永旺*

邓卫东*

严达伟

魏红江*

鲁绍雄*

冷 静*

曹振辉

顾招兵

潘洪彬

赵素梅

刘 柱

董 坤

李亚辉

彭文君

尹革芬*

杨亮宇*

李小兵

曲伟杰

高 洪*

邹丰才

舒相华

姜 华

吴红芝

祖艳群*

单贵莲

杨富裕

黄必志

1001 英语

2007 动物生物化学

3014 动物育种学

1001 英语

2007 动物生物化学

3015 动物营养学

1001 英语

2007 动物生物化学

3016 特种经济动物生

产学

1001 英语

2007 动物生物化学

3017 动物疫病防制

1001 英语

2008 生态学概论

3018 牧草饲料作物栽

培学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6 生物统计学

5009 现代分子生物

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6 生物统计学

5009 现代分子生物

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6 生物统计学

5009 现代分子生物

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6 生物统计学

5009 现代分子生物

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

4007 草地农业生态

学

5010 高级草坪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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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动物医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8915）(招生人数待定)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95200 兽医

01 动物疾病诊疗

02 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

03 兽医公共卫生

04 比较医学与应用

李小兵

杨亮宇*

尹革芬*

舒相华

邹丰才

曲伟杰

魏红江*

赵红业*

1001 英语

2007 动物生物化学

3019 兽医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4008 兽医临床诊断学

5011 兽医传染病学

6001 自然辩证法

020 学院名称：理学院（联系电话：0871-65220700）(招生人数待定)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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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成庭

赵红业*

董 扬*

1001 英语

2001 食品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3001 食品加工与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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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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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度具有招收“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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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自命题科目

及考试内容范围
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范围

1001 英语 在词汇、阅读、完型填空、翻译、写作等几大类型进行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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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生物学

生命的分子基础：生物大分子；细胞结构与功能：细胞膜、细

胞器，细胞代谢与能量转换；遗传与变异：遗传物质（DNA、RNA）、

基因表达与调控、遗传的基本规律；生物进化：进化理论、物种形

成与进化证据；生物多样性：生物分类、主要生物类群的特征；植

物生物学：植物结构与功能、植物生长发育；生态学：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主要理论和进展。

2005 农业资源与环境

考查农业资源利用与农业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概念、理论、原

理和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土壤、植物营养、肥料的基础知识和理论；

农业环境保护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土壤改良与利用、养分资

源高效利用、新型肥料开发与应用、农业有机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农业面源绿色防控等研究方法、技术与发展趋势；与农业资源利用

与农业环境保护领域相关的有机替代、农业绿色发展、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和策略，以及国内外农

业资源与环境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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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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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动物生物化学

蛋白质、核酸、糖、脂等生物分子的结构与功能；酶的特性、

结构、功能、作用机理和酶促反应动力学；糖、脂和含氮小分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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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代谢的联系和调节及细胞信号转导机制；DNA 的复制、RNA 的转

录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基因表达的调节；核酸技术；有关动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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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学的前沿知识和相关技术的应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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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加工与营养

水分活度保藏食品的原理与方法；食品加工中的杀菌技术；食

品冷冻；食品保藏方法及其原理；肉制品、乳制品、果蔬制品等典

型食品加工工艺；食品的体内过程；能量与宏观营养素；食品中的

矿物质、生物活性成分的吸收、代谢与功能；营养与慢性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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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化学

蛋白质、酶、核酸、糖类及脂类代谢，生物氧化与氧化磷酸化、

物质代谢相互联系等方面的主要理论、基本试验方法和技术及最新

进展。

3005 土壤学

考查土壤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主要内容包括：土壤基本

物质组成、基本理化性质、形成发育与分布规律；主要土壤类型成

土因素、成土过程、剖面形态及理化性质。土壤水分和养分调控管

理、土壤耕作、土壤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基本理论与技术；土壤

污染与修复、退化与生态恢复、培肥与改良的基本理论与技术；国

内外土壤学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

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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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了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重点掌握资源

的概念与特征、环境变化及其经济原因、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配

置的经济学原理、稀缺性资源有效配置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和

最优化利用模式、共享资源的特点和最优配置、自然资源核算、资

源环境价值评估与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以及资源

产权制度和环境管理的政策、目标和手段等，运用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结合云南省的可再生或者不可再生资

源、共享资源、生物多样性等情况，进行比较深入的经济分析。

3008 农业环境保护
重点考查农业资源环境与保护的基本原理、理论、方法和研究

进展，主要包括：水资源与水污染防治、土地资源及土壤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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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污染及其防治等方面的原理及技术等基本原理、理论、方法，

重点考查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领域研究相关的农业固体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高原湖泊流域农田面源污染阻控、污染土壤安全利

用与修复等方面的主要理论与研究进展。

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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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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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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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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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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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 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核酸的生物化学特性，基因的结构与

生物功能，基因表达的调控原理。现代分子生物学及信息学研究方

法，植物基因组计划、生物信息技术的新成果和新进展，蛋白质翻

译相关知识及研究的最新进展。

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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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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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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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7 动物疫病防治

了解国内外畜禽重要疫病防制现状、发展趋势和前沿知识；熟

悉动物疫病防制及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涉及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掌握

动物疫病、人畜共患病（寄生虫）病原特性、致病机理、疫病流行

规律、诊断以及预防、控制原理及技术；兽医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

能力。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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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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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作的理论与技术；牧草饲料作物种子生产技术要点。

3019 兽医专业综合

兽医专业综合考试涵盖四门科目。《兽医传染病学》考查传染病

重要概念、防控原则，以及重要传染病病原、流行、症状、病理、

诊断和防控；《兽医内科学》考查常见多发内科病概念、流行特征、

病因、临床特点、诊断、治疗和防控措施；《兽医公共卫生学》考查

人畜共患病、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动物性食品污染及控制

等知识；《实验动物学》考查实验动物概念、动物福利、人类疾病动

物模型意义、复制方法、医学应用及现代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