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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春季招生）专业课程体系框架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数 开课学期

http://baike./view/1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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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实验 24（24） 第 1 学期 

通过植物学实验课，掌握植物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以及研究植物

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并运用这些方法和技能去研究植物个体发

育中植物器官的形态建成与结构。 

植物学 生科学院 

普通微生物学 32 第 4 学期 

了解微生物的细胞结构与功能、掌握微生物生理学、遗传学、生态学和

免疫学基本知识以及微生物的显微观察技术，微生物的纯培养技术等。

先修课程：《基础生物化学》。后续课程：《普通植物病理学Ⅰ、Ⅱ》。 

生物学 生科学院 

普通微生物学实验 16（16） 第 4 学期 
掌握光学显微镜和显微技术、细菌染色技术、培养基制备技术、灭菌除

菌技术、接种与分离培养技术等。 
生物学 生科学院 

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实

验技术 
80（32） 第 3 学期 

研究和了解植物在各种环境条件下进行生命活动的规律和机理，认识植

物生理、生化过程和本质等。先修课程：《植物学》、《普通化学Ⅰ》等。

后续课程：《农业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植物病害流行学》等。 

生物学 生科学院 

基础生物化学/基础生物化

学实验 
72（24） 第 3 学期 

全面了解生物体的基本化学组成，理解其主要组成物质的结构特点 《

http://baike.haosou.com/doc/5394699.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86780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1398401-1478372.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664795-703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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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农药施用方法与技巧》、《农药残留与检测技术》等选修课程的

基础。 

植物化学保护实验 32（32） 第 4 学期 掌握农药剂型和使用技术、农药的稀释计算和田间药效试验。 农药学 农学院 

昆虫研究法 48（40） 第 6 学期 

学习掌握昆虫实验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包括昆虫标本的采集与制作技

术，显微结构技术，昆虫分子生物学技术，实验设备使用技术等，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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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与检测技术/农药

残留与检测技术实验 
32（8） 第 6 学期 

了解国内外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了解农药残留常用检测技术通过学习掌

握农药的基本化学性质及毒杀作用机理，以便能针对不同的防治对象正

确选用不同农药品种，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 

植物保护 农学院 

农药营销学 32 第 6 学期 
掌握营销理论与基本知识，了解农药企业的市场选择进入策略，学习最

新的农药经营理念与营销策略，为以后工作打下坚定的基础。 
植物保护 农学院 

农药毒理学Ⅰ 48（24） 第 6 学期 
农药对机体可能诱发的毒性，在空气、水、土壤、食物、职业和居住生

活环境中农药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化学保护 农学院 



http://baike./view/6529.htm
http://baike./view/9035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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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学院 

自然科学类课程 32/门 第 2-8 学期 培养大学生自然科学素质。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类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