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物育种学-四川农业大学-中国大学MOOC慕课答案

（一）单元作业

（一）单元测验

1、单选题：作物育种学是研究作物遗传改良和培育（ ）的学科。
选项：
A、新物种
B、新品种
C、新变种
D、新亚种
参考：【新品种】

2、单选题：作物品种是根据（ ）所选育的某种作物的一定群体。
选项：
A、人类一定的需要
B、一定的自然条件
C、一定的栽培条件
D、一定的生态条件
参考：【人类一定的需要】

3、单选题：品种是( )分类单位。
选项：
A、植物学
B、遗传学
C、生物学
D、经济上的
参考：【经济上的】

4、单选题：植物人工选择的主要产物是( )。
选项：
A、新物种
B、新品种
C、新变种
D、新基因
参考：【新品种】

5、单选题：在人工选择的过程中，自然选择起作用吗?
选项：
A、不起作用
B、起一定作用
C、起主要作用
D、起有利作用
参考：【起一定作用】



6、单选题：作物的繁殖方式主要分为有性繁殖和（ ）
选项：
A、雄性不育
B、无性繁殖
C、自交不亲和
D、异花授粉
参考：【无性繁殖】

7、单选题：异花授粉作物的天然异交率为 ( )。
选项：
A、50％以上
B、80％以上
C、90%以上
D、95％以上
参考：【50％以上】

8、单选题：下列作物中属于常异花授粉作物是( )。
选项：
A、豌豆
B、蚕豆
C、花生
D、大豆
参考：【蚕豆】

9、单选题：群体内个体间的基因型相同，但个体内等位基因间是杂合的，这样的品种群体称为( )品种
选项：
A、同质纯合型
B、同质杂合型
C、异质纯合型
D、异质杂合型
参考：【同质杂合型】

10、单选题：凡由雌雄配子结合，经过受精过程，最后形成种子繁衍后代的繁殖方式统称为（ ）。
选项：
A、无性繁殖
B、有性繁殖
C、无融合生殖
D、自交不亲和生殖
参考：【有性繁殖】

11、单选题：在严格选择亲本和控制授粉的条件下生产的各类杂交组合的F1植株群体称为（ ）。
选项：
A、自交系品种
B、杂交种品种
C、群体品种
D、无性系品种
参考：【杂交种品种】



12、单选题：异花授粉作物中由一组经过挑选的自交系采用人工控制授粉和在隔离区多代随机授粉组成
的遗传平衡群体，有一个或多个代表本品种特征的性状，这样的群体称为（ ）。
选项：
A、多系品种
B、开放授粉品种
C、综合品种
D、复合品种
参考：【综合品种】

13、多选题：作物育种发展的萌芽时期的特点是（ ）
选项：
A、相关科学理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未能有效地与育种实践结合。
B、植物育种仅仅停留在一种技术水平上。
C、主要是野生植物的驯化和简单的单株选择。
D、作物育种进展缓慢，成效不大。
E、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意义重大。
参考：【相关科学理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未能有效地与育种实践结合。#植物育种仅仅停留在一种
技术水平上。#主要是野生植物的驯化和简单的单株选择。#作物育种进展缓慢，成效不大。#为人类文
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意义重大。】

14、多选题：作物育种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有哪些？
选项：
A、育种目标转向优质、绿色和高效。
B、种质资源工作进一步加强。
C、加强育种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
D、种子产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E、现代生物学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参考：【育种目标转向优质、绿色和高效。#种质资源工作进一步加强。#加强育种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
创新。#种子产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现代生物学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15、多选题：作物育种学的基本任务包括（ ）。
选项：
A、研究和掌握作物性状遗传变异规律
B、发掘、研究和利用作物种质资源
C、选育优良品种或杂交种及新作物
D、保持和提高品种种性，提供数量多、质量好、成本低的生产用种
E、发展壮大种业企业
参考：【研究和掌握作物性状遗传变异规律#发掘、研究和利用作物种质资源#选育优良品种或杂交种及
新作物#保持和提高品种种性，提供数量多、质量好、成本低的生产用种】

16、多选题：作物品种的DUS特性是指品种的（ ）。
选项：
A、特异性
B、一致性
C、区域性
D、稳定性



E、优良性
参考：【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17、多选题：作物异交的遗传效应表现为（ ）。
选项：
A、异交形成杂合基因型
B、异交使后代生活力衰退
C、异交增强后代的生活力
D、异交后代经多代自交后仍具有杂种优势
E、异交后代基因型纯合
参考：【异交形成杂合基因型#异交增强后代的生活力】

18、多选题：根据作物繁殖方式、种子生产方法、遗传基础、育种特点和利用形式等，可将作物品种分
为哪些类别？
选项：
A、自交系品种
B、杂交种品种
C、群体品种
D、无性系品种
E、常规种
参考：【自交系品种#杂交种品种#群体品种#无性系品种】

19、判断题：由无性繁殖作物的一个个体产生的后代群体称为无性系。无性系的个体间在表型上是完全
一致的，其基因型也是纯合的。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20、判断题：运用遗传试验来测定天然异交率时，母本应是具有显性标记性状的材料。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21、判断题：在自花授粉作物(如水稻、小麦等)，由于长期适应了自花授粉，因而一般也有严重的自交
衰退现象。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二）单元作业

（二）单元测验



1、单选题：（ ）是作物育种的首要目标。
选项：
A、优质
B、高产
C、抗病
D、广适
参考：【高产】

2、单选题：品种在不同地区和年份间产量变化的幅度体现出品种的（）。
选项：
A、一致性
B、优良性
C、稳产性
D、丰产性
参考：【稳产性】

3、单选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等于单位面积株数与( )的乘积。
选项：
A、总产量
B、产量
C、单株产量
D、经济系数
参考：【单株产量】

4、单选题：作物生物产量转化为经济产量的效率称为( )。
选项：
A、总产量
B、经济系数
C、单株产量
D、转化效率
参考：【经济系数】

5、单选题：通过降低植株高度、以增加单位面积密度、提高收获指数和减少倒伏来实现高产的途径称
为（ ）。
选项：
A、抗倒伏育种
B、矮秆育种
C、高秆育种
D、高产育种
参考：【矮秆育种】

6、单选题：一切具有一定种质或基因、可供育种及相关研究利用的各种生物类型称为（）。
选项：
A、育种材料
B、品种
C、种质资源



D、亲本
参考：【种质资源】

7、单选题：遗传类型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且比较集中、具有地区特有变种性状和近亲野生类型或栽培
类型的地区，也是野生植物最先被人类栽培利用或产生大量栽培变异类型的比较独立的农业地理中心，
可称为（ ）。
选项：
A、作物变异中心
B、作物起源中心
C、作物进化中心
D、作物栽培中心
参考：【作物起源中心】

8、单选题：起源中心具有的主要特征是（ ）。
选项：
A、基因多样性和显性基因频率较低
B、基因多样性较高和显性基因频率较低
C、基因多样性和显性基因频率较高
D、基因多样性较低和显性基因频率较高
参考：【基因多样性和显性基因频率较高】

9、单选题：在作物的起源中，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一年生草本作物间在遗传性状上存在一种相似的
平行现象，有相似的性状表现，这种现象称为（）。
选项：
A、遗传变异性的平行性规律
B、遗传变异性的偶然性规律
C、遗传变异性的相似性规律
D、遗传变异性的同源系列规律
参考：【遗传变异性的同源系列规律】

10、单选题：以下作物中，属于次生作物的是( )。
选项：
A、小麦
B、大麦
C、黑麦
D、玉米
参考：【黑麦】

11、单选题：瓦维洛夫将全世界作物的起源划分为（ ）个起源中心。
选项：
A、6
B、3
C、8
D、4
参考：【8】

12、单选题：本地种质资源的最大特点是具有( )。
选项：



A、较高的丰产性和稳产性
B、较高的抗病性和抗虫性
C、较高的适应性
D、生产上最熟悉
参考：【较高的适应性】

13、单选题：种质资源鉴定中，根据与目标性状高度相关性状的表现来评定该目标性状，称为（ ）。
选项：
A、直接鉴定
B、间接鉴定
C、本地鉴定
D、自然鉴定
参考：【间接鉴定】

14、单选题：我国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种质资源库的作用和功能，长期库主要负
责（）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长期保存。
选项：
A、主要
B、全国
C、重要
D、濒危
参考：【全国】

15、多选题：通常种质资源鉴定的内容包括（）。
选项：
A、农艺性状的鉴定
B、抗逆性的鉴定
C、品质性状
D、生理生化特性
E、遗传特性
参考：【农艺性状的鉴定#抗逆性的鉴定#品质性状#生理生化特性#遗传特性】

16、多选题：通常种质资源库可分为（）等类型。
选项：
A、短期库
B、小型库
C、中期库
D、中型库
E、长期库
参考：【短期库#中期库#长期库】

17、多选题：制订作物育种目标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 ）。
选项：
A、育种目标要立足当前、展望未来，富有预见性
B、育种目标要突出重点，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
C、制定育种目标必须面向特定的生态地区和栽培条件
D、育种目标要明确具体，性状指标要落实



E、育种目标不要太具体
参考：【育种目标要立足当前、展望未来，富有预见性#育种目标要突出重点，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
盾#制定育种目标必须面向特定的生态地区和栽培条件#育种目标要明确具体，性状指标要落实】

18、多选题：影响种质资源储藏的因素主要有（ ）。
选项：
A、温度
B、湿度
C、种子成熟度
D、种子损伤程度
E、氧气
参考：【温度#湿度#种子成熟度#种子损伤程度#氧气】

19、多选题：种质资源对作物育种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选项：
A、种质资源是现代育种的物质基础
B、特异种质对育种成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C、作物育种新的育种目标能否实现决定于育种者所拥有的种质资源
D、种质资源是生物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
E、种质资源研究为育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种质资源是现代育种的物质基础#特异种质对育种成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作物育种新的育种目
标能否实现决定于育种者所拥有的种质资源#种质资源是生物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种质资源研究
为育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20、多选题：作物起源的初生中心是野生类型驯化的区域，具有的特征包括（）。
选项：
A、有野生祖先
B、有原始特有类型
C、有明显的遗传多样性
D、大量的显性基因
E、有大量的隐性基因
参考：【有野生祖先#有原始特有类型#有明显的遗传多样性#大量的显性基因】

21、多选题：按照育种实用价值，作物种质资源可分为（ ）。
选项：
A、地方品种
B、主栽品种
C、原始栽培类型
D、野生近缘种
E、人工创造的种质资源
参考：【地方品种#主栽品种#原始栽培类型#野生近缘种#人工创造的种质资源】

22、判断题：种子贮藏保存是种质资源保存的主要方式。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三）单元作业

（三）单元测验

1、单选题：植物的种类和品种在自然界都有它一定的分布范围，人类为了某种需要把植物从原来的自
然分布区迁移到新的地区种植，称为（ ）。
选项：
A、选择
B、育种
C、引种
D、迁移
参考：【引种】

2、单选题：纯系学说可以用来指导（）育种工作。
选项：
A、自花授粉作物
B、异花授粉作物
C、无性繁殖作物
D、常异花授粉作物
参考：【自花授粉作物】

3、单选题：选择育种是利用现有品种和类型在繁殖过程中产生的（ ），将符合要求的优良植株选择出
来，经过比较而获得新品种的育种途径。
选项：
A、后代单株
B、物理突变
C、自然变异
D、混杂
参考：【自然变异】

4、单选题：选择育种中，从群体中选择出符合育种目标的优良变异个体，将选择出来的个体或者一个
单株的后代种成的一个系统称为( )。
选项：
A、品种
B、物种
C、株系
D、变种
参考：【株系】

5、单选题：一次单株选择法适用于( )。
选项：
A、自花授粉作物有自然变异的群体
B、自花授粉作物人工变异的群体
C、异花授粉作物有自然变异的群体
D、异花授粉作物人工变异的群体
参考：【自花授粉作物有自然变异的群体】



6、单选题：一个作物性状的选择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 )。
选项：
A、选择的方法
B、选择的世代
C、性状的遗传方式
D、性状的遗传力
参考：【性状的遗传力】

7、多选题：现代化的鉴定发展方向是( )。
选项：
A、快速
B、高精度
C、超微量
D、自动化
E、高通量
参考：【快速#高精度#超微量#自动化#高通量】

8、多选题：下列作物中哪些是我国从国外引进的？
选项：
A、芥菜
B、大豆
C、玉米
D、丝瓜
E、水稻
参考：【玉米#丝瓜】

9、多选题：群体自然变异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选项：
A、群体剩余变异
B、物理诱变
C、自然突变
D、天然杂交
E、化学诱变
参考：【群体剩余变异#自然突变#天然杂交】

10、多选题：选择育种中常用的选择的方法有（）。
选项：
A、单株选择法
B、混合选择法
C、集团混合选择法
D、改良混合选择法
E、系谱法
参考：【单株选择法#混合选择法#集团混合选择法#改良混合选择法】

11、多选题：引种作为一种育种方法具有哪些优点？
选项：
A、从外地引入可解决植物资源地理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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