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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 

大纲与说明（农林牧渔大类） 
（2025 年版） 

 

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普通高校全

日制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升入普通本科高校和本科层次

职业学校的选拔性考试，旨在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

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考试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高职（专科）阶

段相关专业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利于各本科院校择优选拔，

确保招生质量。 

农林牧渔大类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包括化学和微生物

基础 2 门课程，注重考查考生对化学和微生物基础的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思维方法，为专业课

程的学习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和学科素养。 

一、考查内容 

（一）化学 

1．气体和溶液 

（1）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其应用； 

（2）掌握道尔顿分压定律及其应用； 

（3）掌握物质的量浓度、质量摩尔浓度、体积比浓度和

质量分数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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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解几种不同的浓度表示法之间的换算，掌握有关

溶液配制的计算以及常见溶液的配制方法。 

2．化学平衡 

（1）了解化学平衡的特征； 

（2）能写出不同类型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表达式，并能

应用标准平衡常数进行有关化学平衡的计算；能运用多重平

衡规则求标准平衡常数； 

（3）了解温度对标准平衡常数的影响； 

（4）掌握化学平衡移动的定性判据。 

3．物质结构基础 

（1）了解元素周期表的结构，熟悉元素周期律； 

（2）掌握核外电子排布原则及方法，能写出前四周期元

素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式； 

（3）了解离子键和共价键的本质和特征； 

（4）了解分子间作用力及其对物质物理性质（熔沸点、

溶解度等）的影响。 

4．定量分析 

（1）了解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 

（2）了解定量分析方法的分类； 

（3）了解定量分析的过程和分析结果的表示方法； 

（4）理解有效数字的意义，掌握其数位确定规则、修约

规则和运算规则； 

（5）了解定量分析误差的产生及各种表示方法，了解提

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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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实验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的方法。 

5．酸碱平衡和酸碱滴定法 

（1）了解近代酸碱理论（重点是酸碱质子理论）的基本

概念； 

（2）掌握一元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和多元弱酸分级解

离平衡的计算； 

（3）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对解离平衡的影响； 

（4）了解缓冲溶液原理及缓冲溶液的组成和性质； 

（5）掌握缓冲溶液 pH 的计算，并能配制一定 pH 的缓

冲溶液； 

（6）了解滴定分析中的基本概念——标准溶液、化学计

量点、指示剂、滴定终点、滴定误差，了解滴定分析过程和

方法分类； 

（7）了解滴定分析的标准溶液、基准物与相关计算； 

（8）了解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指示剂的变色点、变

色范围； 

（9）掌握强碱（酸）滴定一元酸（碱）的原理，滴定曲

线的概念，影响滴定突跃的因素，化学计量点 pH 值及突跃

范围的计算，指示剂的选择； 

（10）掌握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及标定，掌握混合碱的

分析方法； 

（11）了解酸碱滴定法的具体应用。 

6．沉淀溶解平衡和沉淀滴定法 

（1）理解难溶电解质沉淀溶解平衡的特点，会运用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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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规则判断沉淀溶解平衡的移动及进行有关计算； 

（2）掌握沉淀滴定法的基本原理； 

（3）了解莫尔法、福尔哈德法和法扬司法等沉淀滴定法

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 

7．氧化还原反应和氧化还原滴定法 

（1）掌握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2）了解原电池的组成、电极反应、电池符号，了解电

极电势的概念； 

（3）了解能斯特方程，能正确书写能斯特方程； 

（4）掌握原电池电动势与电池反应的关系，标准电动势

与氧化还原反应标准平衡常数 Kθ的关系； 

（5）能应用标准电极电势判断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强弱，

能用电极电势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和反应进行的程度； 

（6）了解氧化还原滴定的基本原理； 

（7）了解氧化还原反应方向、进行的程度、氧化还原滴

定曲线及指示剂的选择； 

（8）了解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法，包括高锰酸钾法、碘

量法和重铬酸钾法等。 

8．配位化合物和配位滴定法 

（1）了解配合物、螯合物的概念以及配合物的组成； 

（2）掌握配合物的命名； 

（3）掌握如何选择合适的滴定条件以使配位反应进行

更完全； 

（4）了解常用的配位滴定指示剂的变色范围，了解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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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的方式和常见的应用。 

9．分光光度法 

（1）了解光度分析法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2）掌握吸光光度法的原理，吸收光谱和溶液的颜色关

系，朗伯-比尔定律（Lambert-Beer Law）及其偏离的原因； 

（3）了解显色反应及影响因素，测量方法及仪器； 

（4）了解分光光度法仪器测量误差及其消除方法。 

10．有机化合物的组成与结构 

（1）了解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概念，掌握同分异构

体、官能团、同系物等基本概念； 

（2）了解常见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和成键特点； 

（3）掌握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方法（碳骨架分类和官能团

分类），掌握主要官能团对应的代表性化合物； 

（4）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系统命名法，了解有机化合物的

普通命名法、衍生物命名法、常用俗名等； 

（5）能够书写简单有机化合物的同分异构体。 

11．脂肪烃 

（1）了解烷烃、烯烃、炔烃的通式和结构； 

（2）掌握烷烃、烯烃、炔烃系统命名规则； 

（3）了解烷烃、烯烃、炔烃的物理性质和同系物规律； 

（4）掌握烷烃的化学性质：氧化、取代反应； 

（5）掌握不饱和烃的氧化反应、加成反应、聚合反应，

端基炔的特性，顺反异构现象，共轭效应，共轭二烯烃的加

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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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了解甲烷、乙烯、乙炔、1,3-丁二烯、异戊二烯等

重要代表物的性质和用途。 

12．环烃 

（1）掌握简单环烷烃、芳香烃的分类和命名； 

（2）掌握环烷烃的化学性质：氢解、卤解、酸解——小

环不稳定性； 

（3）掌握单环芳香烃的结构和取代（硝化、卤化、磺化、

烷基化、酰基化）、加成（加氢、加氯）、氧化（侧链 α-H

的氧化）等性质； 

（4）了解鉴别常见的环烷烃、苯及其同系物和其他烃的

方法； 

（5）了解苯及其同系物等芳香烃的重要代表物的性质

和用途。 

13．卤代烃 

（1）了解卤代烃的结构、分类； 

（2）掌握卤代烃的命名； 

（3）了解卤代烃的制法； 

（4）了解卤代烃的物理性质； 

（5）掌握卤代烃的化学性质：①卤原子的亲核取代，包

括水解、醇解、氰解、氨（胺）解，与硝酸银—乙醇溶液的

反应，与碘化钠—丙酮溶液反应，与金属镁反应（制备格氏

试剂）；②消除反应； 

（6）了解三氯甲烷、氯乙烯、四氟乙烯等卤代烃重要代

表物的性质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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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含氧有机化合物 

（1）掌握醇、酚、醚、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酯、

酰胺等）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2）了解简单醇、酚、醚、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的

制法； 

（3）了解醇、酚、醚、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的物理

性质； 

（4）了解醇的化学性质：羟基上氢的反应、羟基的亲核

取代反应、羟基的消除反应（脱水）、醇的氧化或脱氢反应； 

（5）了解酚的弱酸性，酚的显色反应，酚苯环上氢原子

的取代反应，酚的氧化反应； 

（6）了解醚的碱性、醚键的断裂和过氧化物的生成； 

（7）了解醛和酮的化学性质：①羰基的亲核加成，包括

与氢氰酸、格氏试剂、水、醇、亚硫酸氢钠、硫醇、氨及其

衍生物间的亲核加成；②羰基的氧化及还原；③α-H 的反应，

包括卤代、卤仿反应，及与具有 α-H 的醛（酮）间的羟醛缩

合； 

（8）了解羧酸的化学性质：羧羟基的亲核取代（衍生物

的生成），羧羰基的还原，α-H 的卤化（取代酸的生成）； 

（9）了解羧酸衍生物的化学性质：酯、酰胺的水解和酯

的醇解，酯的还原和克莱森酯缩合，酰胺的霍夫曼降解反应； 

（10）了解鉴别常见的醇、酚、醚、醛、酮、羧酸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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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了解重要的醇、酚、醚、醛、酮、羧酸及其衍生

物的性质及其用途。 

15．含氮有机化合物 

（1）掌握硝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命名规则，了解胺的分

类、命名规则和结构； 

（2）了解硝基化合物化学性质：芳环上硝基的还原反

应； 

（3）了解胺的物理性质； 

（4）了解胺的化学性质：①碱性；②氮上的烃基化；③

氮上的酰基化，与对甲苯磺酰氯的反应；④与亚硝酸反应生

成重氮盐；⑤氨基对苯环上的亲电取代反应的致活作用；⑥

胺的氧化。 

（二）微生物基础 

1．微生物及其特点 

（1）了解微生物学的形成与发展； 

（2）掌握微生物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2．原核微生物 

（1）了解细菌和放线菌的应用； 

（2）了解蓝细菌、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立克次氏

体与人类的关系； 

（3）掌握细菌、放线菌的菌落特征； 

（4）掌握细菌、放线菌的形态结构、细胞结构、繁殖方

式； 

（5）掌握革兰氏染色的原理、染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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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细菌和放线菌的形态结构、繁殖方式及菌落特

征； 

（7）掌握光学显微镜的构造及其正确的使用方法。 

3．真核微生物 

（1）了解酵母菌和霉菌的繁殖方式，及它们与人类的关

系； 

（2）掌握酵母菌的一般特点及常见的酵母菌和霉菌； 

（3）掌握酵母菌、霉菌的形态结构； 

（4）正确辨别细菌、酵母菌和霉菌； 

（5）了解酵母菌和霉菌的应用。 

4．非细胞型微生物 

（1）了解病毒的分类； 

（2）掌握病毒的概念和特点； 

（3）掌握病毒结构、增殖及基本形态。 

5．微生物的营养 

（1）了解微生物细胞的化学组成、微生物的营养要素及

其功能； 

（2）熟悉微生物吸收营养物质的 4 种方式的性质和特

点； 

（3）掌握培养基的配制原则和方法； 

（4）掌握培养基的类型和应用。 

6．微生物的生长与控制 

（1）了解微生物生长测定方法及常用的微生物培养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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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环境条件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3）掌握微生物的生长规律。 

7．消毒与灭菌 

（1）了解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规律； 

（2）掌握消毒、灭菌、无菌、防腐、共生、寄生、拮抗

等基本概念； 

（3）掌握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对微生物的影

响及应用。 

（4）掌握水、乳制品等的微生物学检验，并能对检验结

果进行分析评价。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专业基础综合课合卷）、笔试。 

（二）试卷分值及考试时间 

满分 300 分，其中化学 150 分，微生物基础 150 分。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三）题型结构 

题型 题量、分值 

单项选择题 36 题，每题 5 分，共 180 分。 

简答题 4 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 

计算题 4 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 

综合题 2 题，每题 20 分，共 40 分。 

三、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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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选项中，不是共轭酸碱对的一组物质是 

A．      B．  

C．       D．  

参考答案：B 

2．子囊菌亚门的无性孢子主要为 

A．休眠孢子      B．孢囊孢子 

C．游动孢子      D．分生孢子 

参考答案：D 

（二）简答题 

1．命名下列化合物。 

 

 

 

 

 

参考答案： 

（1）甲酸；    （2）苯； 

（3）环己烷；   （4）乙醚； 

（5）甲醛；    （6）丙烯； 

（7）苯酚；    （8）异丁烷（2-甲基丙烷）； 

（9）苯甲酸；   （10）乙酸乙酯。 

2．简述细菌革兰氏染色法的操作步骤。 

参考答案： 

（1）制片、涂片、干燥、固定。 

H C

O

OH(1) (3)(2) (4)

OHC

O

H H

(10)(9)

(8)(7)(5) H2C C
H

CH3(6)

C2H5 C2H5O

H3C C
H

CH3

CH3

COOH H3C C

O

OC2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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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染：加草酸铵结晶紫覆盖涂面染 1 分钟后，水

洗，用吸水纸吸去水分。 

（3）媒染：加革兰氏碘液覆盖涂面染 1 分钟后，水

洗，用吸水纸吸去水分。 

（4）脱色：加 95%酒精覆盖涂面并轻轻摇动进行脱

色，30 秒后水洗，用吸水纸吸去水分。 

（5）复染：加碱性复红液染 30 秒钟后，水洗，用吸

水纸吸去水分。 

（6）干燥后，镜检。 

（三）计算题 

1．在标定 NaOH 溶液实验中，用邻苯二甲酸氢钾基准

物质 0.5026 g，以酚酞为指示剂，滴定至终点时消耗的 NaOH

溶液的体积为 21.88 mL。计算 NaOH 溶液的浓度。（以 g/mol

表示） 

参考答案： 

KHC8H4O4 + NaOH = KNaHC8H4O4 + H2O 

n(NaOH):n(KHC8H4O4)=1:1 

c(NaOH) = m(KHC8H4O4)/[M(KHC8H4O4) V(NaOH)] 

        = 0.5026 g/( 204.2g·mol-1×21.88×10-3L) 

        = 0.1125 mol·L-1 

2．根据 GB4789.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

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测定生牛乳样品的菌落总数，制备

生牛乳 1:100、1:1000、1:10000 系列稀释样品匀液，每个稀

释度吸取 1 mL 样品匀液于无菌培养皿内，每个稀释度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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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培养皿，同时分别吸取 1 mL 空白稀释液加入两个无菌培

养皿内作空白对照，并及时将平板计数琼脂培养基（48℃

±2℃）倾注培养皿，混匀，凝固后培养。每个稀释度菌落计

数结果如表一所示，请计算该生牛乳每 mL 样品中的菌落总

数（写出计算过程），并将每 mL 样品中菌落总数计算结果

和报告分别填写进表一。 

表一 生牛乳样品菌落总数检验的菌落计数结果 

稀释度 1:100（第一

稀释度） 1:1000 1:10000 空白 
每 mL 样品

中菌落总数

计算结果 

每 mL 样品中菌落总数

结果报告(CFU/mL) 

菌落数

/CFU 198，206 36，38 5，6 0，0   

参考答案： 

N=100×(198+206+36+38)/(2+0.1×2) 

=21727≈2.2×104 CFU/mL 

稀释度 1∶100（第

一稀释度） 1:1000 1:10000 空白 
每 mL 样品

中菌落总数

计算结果 

每 mL 样品中菌落总

数结果报告

(CFU/mL) 

菌落数

/CFU 198，206 36，38 5，6 0,0 21727 2.2×104 

（四）综合题 

1．某项检测实验需要配制 pH=9.4 的 NH4Cl-NH3·H2O

缓冲溶液 8 L，其中氨水的浓度为 0.4 mol/L。 

（市售氨水的浓度：c0＝14.6 mol/L、         ） 

要求： 

（1）计算所需浓氨水的体积（保留整数位）； 

（2）计算所需 NH4Cl 固体的质量（保留整数位）； 

θ
bp 4.75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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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要说明配制过程。 

参考答案： 

（1）所需浓氨水的体积：  

（2）所需 NH4Cl 固体的质量按下式计算 

①缓冲溶液的 pOH：  

②缓冲溶液中 NH4Cl 的浓度可通过下列计算： 

由   

得  

   

③所需 NH4Cl 固体的质量 

 

（3）配制过程为： 

①量取 219 mL 浓氨水于 8 L 容器中，加纯净水稀释至

7 L； 

②称取 121 g NH4Cl 固体，加入到容器中，搅拌溶解； 

③加纯净水至 8 L，搅拌、摇匀，贴上标签； 

④用 pH 酸度仪测试溶液的 pH 值，如不在规定范围之

内，进行微调。 

2．什么是细菌的生长曲线？分为哪几个时期？各期有

何特点？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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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一定数量的细菌接种在适宜的液体培养基中，定

时取样计数，以培养时间为横坐标，菌数的对数为纵坐标，

做出的曲线称为生长曲线。 

（2）分为迟缓期、对数期、稳定期和衰老期 4 个时期。 

（3）各期特点： 

①迟缓期：是细菌逐渐适应新环境的时期。在这个过程

细菌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但菌体体积增大，代谢活跃，碱性

染色反应较好，对消毒剂和有害物质敏感。 

②对数期：细菌繁殖速度最快的时期，细菌呈对数增加。

菌体的形态、大小及染色反应均较典型，对不良环境和抗菌

药物也最敏感，病原菌致病力也最强。 

③稳定期：有害代谢产物大量积累，新增细菌数量等于

死亡细菌数量,细菌数量趋于平衡，此时期菌体形态与生理

特性可能会发生改变。 

④衰老期：培养基中营养物质消耗殆尽，细菌死亡数量

大于活菌数，菌体形态开始出现衰老型、退化型或自溶，染

色特性不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