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首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复试科目）

考试科目名称：生物综合

一、试卷结构

1) 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2) 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 试卷内容结构

（一）基础知识部分 80%

（二）研究进展、动态部分 20%

（三）考核内容涉及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门课程内容。

4) 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10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0 分

简答题：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论述题和计算题：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一）植物学概述

1、识记：（1）六界系统；（2）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3）植物学的分支学科；（4）植物学

的发展简史。

2、理解：（1）植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2）植物界的发生和发展。

3、运用(或掌握)：（1）植物学学习方法；（2）学习植物学的目的与要求。

（二） 植物细胞和组织

1、识记：（1）细胞；（2）各类细胞器；（3）细胞壁的层次与化学成分；（4）细胞后含物；

（5）植物细胞的程序性死亡；（6）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7）植物的组织类型和组织系统

2、理解：（1）细胞学说，细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2）细胞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特点；（3）
有丝分裂，无丝分离，减数分离；（3）植物细胞从分化、生长到成熟、死亡的过程；（4）植

物组织与功能相适应的特点。

3、运用(或掌握)：（1）用细胞学说解释生物界是统一的整体；（2）从细胞和组织的结构和

功能相联系的角度解释生物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3）解释生活中常见的植物学现象。

（三） 种子和幼苗

1、识记：（1）种子的结构；（2）种子的类型；（3）种子的休眠；（4）外胚乳。（5）幼苗的

类型

2、理解：（1）种子休眠的原因及打破方法；（2）种子萌发成幼苗的形态过程、生理变化和

营养物质的变化；（3）胚与胚乳的关系；（4）幼苗出土和留土的发育差异。

3、运用(或掌握)：（1）生产中如何提高种子的萌发率；（2）针对不同类型的种子和幼苗，

生产中如何播种和管护。

（四） 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1、识记：（1）根、茎、叶的生理功能；（2）根和根系的类型；（3）茎和芽的类型、生长习

性；（4）叶和脉序的形态型；（5）根尖的结构和发展；（6）不活动中心；（7）分蘖；（8）根、

茎的初生结构；（9）根、茎的次生结构；（10）叶的结构；（11）内始式，外始式，内起源，



外起源；（12）凯氏带，通道细胞。（13）根瘤和菌根；（14）构成茎维管形成层的原始细胞

类型及自身增殖方式；（15）年轮、早材、晚材、心材、边材；（16）周皮；（17）叶序和叶

镶嵌、异形叶性；（18）气孔的类型；（19）叶的生态类型；（20）变态器官及其类型，同功

器官和同源器官；（21）三生结构；额外形成层。

2、理解：（1）根顶端分生组织发育的封闭型和开放型学说；（2）茎顶端分生组织发育的组

织原学说，原套原体学说和细胞学分区概念；（3）根、茎的维管形成层产生次生结构的过程。

（4）侧根的形成；（5）双子叶植物根与裸子植物根及单子叶植物根的差异；（6）根、茎的

木栓形成层产生次生结构的过程。（7）双子叶植物茎与裸子植物茎及单子叶植物茎的差异；

（8）叶的发育过程；（9）双子叶植物、单子叶植物和裸子植物叶的结构差异；（10）植物的

根、茎和叶是如何与外界环境相适应的。（11）器官间茎与叶、茎与根的维管组织和营养物

质及生长和生理间的联系和影响；（12）地下茎与根的区别。

3、运用(或掌握)：（1）人类对植物根、茎、叶的经济利用；（2）为什么根深才能叶茂；（3）
为什么树怕剥皮而不怕空心。（4）如何区分双子叶植物、裸子植物及单子叶植物的根和茎的

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5）如何区分木材三切面；（6）秋冬天为什么树会落叶；（7）竹材的

特殊性；（8）如何辩识一个器官是否变态器官；（9）一粒种子是如何从一株小苗长成参天大

树的。

（五） 种子植物的繁殖和繁殖器官

1、识记：（1）繁殖；（2）营养生殖的类型；（3）花、花的组成；各类花托、各类花被、各

类雄蕊群、各类雌蕊群、子房位置、胚座类型；（4）禾本科植物的花的特点；（5）花程式和

花图式；（6）有限花序和无限花序；（7）花粉粒的类型；（8）花粉败育和雄性不育；（9）胚

心、胚囊、卵器；（10）开花和传粉的类型；（9）双受精；（10）雄性生殖单位；雌性生殖单

位；（11）受精的选择作用；（12） 无融合生殖、多胚现象；（13）胚乳的类型；（14）果实

的类型；（15）世代交替。

2、理解：（1）花是适于繁殖作用的、不分枝的变态短枝；（2）花各部分的演化规律；（3）
花药的发育和花粉粒的形成过程。（4）花药绒毡层与小孢子发育的关系；（5）胚珠的发育和

胚囊的形成的三种方式和类型；（6）成熟胚囊中各类细胞的特点及其发育命运；（7）虫媒和

风媒与植物花的结构和生理的相适性；（8）为什么说双受精是被子植物生殖现象中最重要的

事件；（9）双子叶胚的发育过程；（10）单子叶胚的发育过程；（11）种皮的形成过程；（12）
果实的形成过程；（13）单性结实；（14）果实和种子的传播是如何适应外界环境的；（15）
种子植物的生活史就是从种子至种子的循环。

3、运用(或掌握)：（1）如何从花程式和花图式上了解花的结构；（2）在野外如何识别不同

的花序，基本断定植物的科属类别；（3）异花传粉有较多的优势，但自花传粉植物为什么没

有灭绝；（4）昆虫对于种子植物繁殖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5）生产中如何在开花传粉方面

通过农业技术措施提高植物的结实率；（6）生活中如何判断果实的类型；（7）以香蕉为例，

说明自发和诱导单性在生产上有何意义。（8）生产中常见的无性繁殖方式有哪些，各有何特

点。

（六） 动物学概述

1、识记：动物学的目的、任务、意义等方面的内容。

2、理解：生物的分界及动物在其中的地位。

3、掌握：动物分类的基本知识。

（七） 动物体的基本结构与机能

1、识记：细胞的一般特征及结构。

2、理解：细胞的化学组成及细胞的周期变化。

3、掌握：组织和器官系统的基本概念。



（八） 原生动物门

1、识记：原生动物门的起源与演化及与人畜的关系。

2、理解：鞭毛纲、肉足纲、孢子纲、纤毛纲的代表动物及其特征。

3、掌握：原生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九） 多细胞动物的起源

1、识记：多细胞动物的起源、证据及主要学说。

2、理解：胚胎发育的重要阶段。

3、掌握：生物发生律的概念。

（十） 多孔动物门

1、识记：多孔动物门在动物进化上的意义与地位。

2、理解：多孔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3、掌握：多孔动物门的形态结构与主要特征。

（十一） 腔肠动物门

1、识记：腔肠动物出现的意义。

2、理解：腔肠动物门的代表动物—水螅的形态结构与机能。

3、掌握：腔肠动物门的形态、结构与机能特点。

（十二） 扁形动物门

1、识记：扁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2、理解：涡虫纲、吸虫纲、绦虫纲的代表动物的主要特征。

3、掌握：两侧对称、中胚层的形成等重要机能结构出现对动物进化的意义。

（十三） 假体腔动物

1、识记：人蛔虫的生活史及其与人畜的关系。

2、理解：线虫动物门和轮虫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3、掌握：假体腔动物的共同特征。

（十四） 环节动物门

1、识记：动物在演化上的进步。

2、理解：多毛纲、寡毛纲、蛭纲的特征。

3、掌握：环节动物门的主要特征，体节、真体腔的出现在动物进化史上的意义。

（十五） 软体动物门

1、识记：软体动物门的系统发展。

2、理解：腹足纲、双壳纲、头足纲的代表动物及其主要特征。

3、掌握：软体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及代表动物的形态、结构特征。

（十六） 节肢动物门

1、识记：节肢动物门种类繁多的原因。

2、理解：节肢动物的起源和演化。

3、掌握：节肢动物门特征、昆虫纲的主要特征。

（十七） 触手冠动物

1、识记：触手冠动物的起源和演化。

2、理解：苔藓动物门、腕足动物门、帚虫动物门的形态结构与机能。

3、掌握：触手冠动物的共同特征。

（十八） 棘皮动物门

1、识记：棘皮动物的主要类群及系统发展。

2、理解：棘皮动物的起源和演化及与人类的关系。

3、掌握：棘皮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及代表动物。



（十九） 半索动物门

1、识记：半索动物门在动物界系统演化的地位。

2、理解：半索动物的代表动物——柱头虫的形态结构与机能。

3、掌握：半索动物的形态结构和重要种类。

（二十） 脊索动物门

1、识记：（1）脊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和分类概貌；（2）识记脊椎动物亚门的主要特征；（3）
重要概念：脊索、背神经管、鳃裂、头索动物、尾索动物、脊索动物、脊椎动物、无头类、

有头类、无颌类、有颌类、四足类、肛后尾、被囊动物、羊膜动物、恒温动物、胚层分化、

寒武纪大爆发、澄江动物群。

2、理解：（1）柄海鞘的形态结构、胚胎发育特点；（2）文昌鱼的形态结构、胚胎发育特点；

（3）脊椎动物各胚层的分化；（4）寒武纪大爆发、澄江动物群与脊索动物门起源和演化之

间的关系。

3、运用(或掌握)：（1）脊索动物与脊椎动物的区别；（2）脊索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的区别和

联系；（3）脊索的出现在动物演化史的意义。

（二十一） 圆口纲

1、识记：（1）无颌类、单鼻类、囊鳃类；（2）鳃篮、呼吸管；（3）半规管；（4）七鳃鳗、

盲鳗、沙隐虫、甲胄鱼。

2、理解：（1）圆口纲在脊椎动物中的原始性；（2）圆口纲与寄生或半寄生生活方式有关的

特化性特征。

3、运用(或掌握)：（1）圆口纲的主要特征及分类概况。

（二十二） 鱼纲

1、识记：（1）鳞式；（2）原尾型、歪尾型、正尾型；（3）奇鳍、偶鳍；（4）盾鳞、硬鳞、

圆鳞、栉鳞；（5）鳍脚；（6）双凹型椎体；（7）肩带、腰带；（8）咽齿；（9）轴上肌、轴下

肌；（10）鳃耙；（11）肝胰脏；（12）开鳔类、闭鳔类；（13）韦伯器；（14）门静脉、单循

环；（15）洄游；（16）镰状突；（17）侧线系统；（18）臂神经丛、腰神经丛、自主神经系统、

交感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19）假胎生、性逆转；（20）前肾、后位肾。

2、理解：（1）鱼纲的主要特征；（2）软骨鱼和硬骨鱼的特征、分类依据，以及鱼类的多样

性及其原因；（3）鱼类洄游的生物学意义；（4）鱼类的骨骼肌肉系统、循环系统、排泄系统

与渗透压调节。

3、运用(或掌握)：（1）鱼类适应于水生生活的特征；（2）软骨鱼和硬骨鱼的区别；（3）颌

的出现的生物学意义。

（二十三） 两栖纲

1、识记：（1）两栖纲的主要特征；（2）五趾型附肢、四足动物；（3）耳柱骨；（4）前凹型

椎体、后凹型椎体；（5）弧胸型、固胸型；（6）声囊；（7）双循环；（8）咽式呼吸；（9）比

德器；（10）变态发育；（11）犁鼻器；（12）蟾酥；（13）冬眠、夏眠、日眠；（14）瞬膜。

2、理解：（1）从水生到陆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两栖类对陆生的初步适应和不完善性；

（2）认识两栖类的多样性，理解两栖类起源的学说及相关的证据；（3）认知两栖类所面临

的生存压力，熟悉两栖动物对环境胁迫的适应性策略，理解两栖类保护的紧迫性。

3、运用(或掌握)：（1）两栖纲的分类概貌 ；（2）两栖动物的体制结构改造与两栖生活习性

及变态发育之间的关系；（3）两栖动物资源保护的途径与方法。

（二十四） 爬行纲

1、识记：（1）羊膜卵的出现在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意义；（2）爬行纲的主要特征；（3）羊

膜卵、羊膜动物、尿囊、胚外体腔、羊膜腔；（4）角质鳞片、蜕皮；（5）寰椎、枢椎；（6）
唇窝、颊窝；（7）顶眼；（8）新脑皮；（9）盐腺；（10）后肾；（11）肋间肌、皮肤肌；（12）



侧生齿、端生齿、槽生齿、沟牙、管牙；（13）颞孔、枕髁；（14）鼠蹊窝、股窝。

2、理解：（1）羊膜卵的结构；（2）爬行类的起源及适应辐射，爬行动物的多样性及与人类

的关系；（3）“中生代是爬行动物的时代”，讨论恐龙绝灭的原因。

3、运用(或掌握)：（1）爬行纲分类概貌；（2）爬行动物比两栖动物的进步性特征；（3）毒

蛇防治的一般原则与措施。

（二十五） 鸟纲

1、识记：（1）恒温动物；（2）孵卵斑、羽区、裸区、正羽、绒羽、纤羽、换羽；（3）早成

雏、晚成雏；（4）初级飞羽、次级飞羽；（5）尾综骨、愈合荐骨（综荐骨）、异凹型椎体、

叉骨、跗跖骨、开放式骨盆；（6）鸣肌、栖肌；（7）燕窝、嗉囊、鸽乳、鸡内金、腔上囊、

尾脂腺；（8）气囊、双重呼吸；（9）双重调节、栉膜；（10）纹状体；（11）槽齿类起源说、

兽脚类起源说；（12）占区、群巢、窝卵数；（13）候鸟、迷鸟、旅鸟、漂鸟、留鸟；（14）
鸟撞、鸟害。

2、理解：（1）恒温在动物演化史上的意义；（2）鸟类适应于飞翔生活的形态结构及生理特

征，鸟类与爬行类之间的系统学关系；（3）
3、运用(或掌握)：（1）鸟纲分类的基本概貌，认识鸟类的多样性；（2）鸟类繁殖、迁徙、

生态习性及鸟类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二十六） 哺乳纲

1、识记：（1）哺乳纲的主要特征；（2） （1）重要概念：胎生、哺乳、绒毛膜、蜕膜胎盘、

无蜕膜胎盘、盘状胎盘、环状胎盘、叶状胎盘、胼胝体、脑垂体、内分泌腺、外激素、四叠

体、活命中枢、脑桥、大脑脚、动情周期、分隔子宫、双角子宫、单子宫、大脑皮层、膈肌、

肺泡、胸廓、鼻旁窦、会厌软骨、反刍胃、齿式、异型齿、耳咽管、杂食动物、关闭式骨盆、

趾行式足态、蹄行式足态、跖行式足态、双平型椎体、次生腭（硬腭）、实角、洞角。

2、理解：（1）胎生、哺乳在动物演化史上的意义；（2）哺乳动物的多样性及其与人类的关

系；（3）哺乳类与两栖类、爬行类及鸟类之间的系统进化关系；（4）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中

躯体结构、功能和行为最复杂的一个高等动物类群。

3、运用(或掌握)：（1）哺乳纲各目的主要特征；（2）哺乳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基本原则

与方法；（3）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途径与方法；（4）害兽（或有害动物）防治应遵循

的原则与方法。

（二十七） 动物进化基本原理

1、识记：（1）识记生命起源与发展的 5 个主要阶段；（2）同源器官、同功器官、痕迹器官；

（3）人工选择学说、自然选择学说、突变论、新达尔文主义、综合进化论、分子进化的中

性学说、间断平衡论；（4）线系进化（前进进化）、趋同进化、趋异进化、平行进化、停滞

进化、适应辐射；（5）大进化、小进化；（6）进化的不可逆性；（7）进化树、系统发育；（8）
物种形成、生殖隔离。

2、理解：（1）生命起源的现代理论；（2）生物进化的各种理论及其相关关系。

3、运用(或掌握)：（1）动物进化的例证；（2）物种形成的基本方式与生殖隔离的机制类型；

（3）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关系。

（二十八） 动物地理

1、识记：（1）栖息地、分布区；（2）分子钟、分子系统地理学；（3）沿岸带、潮间带；（4）
动物区系；（5）大陆漂移学说；（6）我国动物地理区划的基本要点。

2、理解：（1）岛屿动物地理学中的平衡理论，以及分子系统地理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2）
理解水域动物分布的基本特点；（3）栖息地和分布区的区别。

3、运用(或掌握)：（1）世界动物地理分区的概貌；（2）动物扩散的途径；（3）本校所在的

武陵山地区的动物地理区划地位。



（二十九）微生物学概论

1、识记：(1)微生物、微生物学的概念、巴斯德消毒法、柯赫法则；(2)微生物主要类群：细

菌、病毒、真菌、放线菌、立克次体、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3)微生物研究对象；(4)
微生物学的分枝科学。

2、理解：(1)了解人类对微生物世界的认识史；(2)了解微生物的发展是如何促进人类的进步；

(3)了解微生物的五大共性。

3、运用(或掌握)：(1)试以实例来说明微生物的研究对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贡献和发挥的作

用。

（三十） 原核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1、识记：(1)原核生物的概念；(2)细菌和放线菌的定义；(3)菌落的概念；(4)L 型细菌的概念；

(5)其它原核微生物(立克次氏体、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粘细菌、古菌)。
2、理解：(1)了解细菌细胞壁的化学构成；(2)了解细菌结构特点；(3)了解肽聚糖结构特点；

(4)了解革兰氏阴性细菌和革兰氏阳性细菌细胞壁结构的异同；(5)溶菌酶、青霉素、链霉素

的杀菌机理；(6)放线菌的形态和构造；(7)蓝细菌；(8)古菌的特点和在生物界中的进化地位。

3、运用(或掌握)：(1)细菌细胞壁的结构；(2)细菌的形态；(3)细菌的特殊结构；(4)细菌和放

线菌的繁殖方式和菌落特征；(5)革兰氏染色原理和应用；(6)间歇灭菌法；(7)伴孢晶体。

（三十一） 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1、识记：(1)真核微生物的概念；(2)三纲一类；(3)酵母的概念；(4)霉菌的概念；(5)蕈菌的

概念。

2、理解：(1)了解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的异同；(2)了解真核微生物的主要类群和细胞构造；

(3)了解酵母的形态结构；(4)了解常见霉菌的菌落特征和产孢结构；(5)了解丝状真菌分布与

人类的关系；(5)真菌的孢子；(6)锁状联合。3、运用(或掌握)：(1)了解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

的比较；(2)酵母的繁殖和生活史；(3)食用菌和有毒真菌；(4)比较细菌、放线菌、酵母菌和

霉菌特点(细胞结构、菌落特征)；(5)对比根霉、毛霉、曲霉和青霉的菌落特征和产孢结构形

态。

（三十二） 病毒和亚病毒

1、识记：(1)病毒的定义；(2)病毒粒子；(3)亚病毒的定义；(4)拟病毒的概念；(5)朊病毒的

定义；(6)病毒的繁殖方式。

2、理解：(1)了解病毒的形态结构和化学成分；(2)理解温和噬菌体及溶源化途径；(3)病毒粒

子及其对称性。

3、运用(或掌握)：(1)病毒在基因工程中的应用；(2)病毒在生物防治中的应用。

（三十三） 微生物的营养和培养基

1、识记：(1)营养和营养物的概念；(2)培养基的概念；(3)单纯扩撒的概念；(4)促进扩散的概

念；(5)主动运输的概念；(6)基团移位的概念；(7)生长因子的定义；(8)炭源、氮源、能源的

概念及生理功能。

2、理解：(1)了解微生物的营养类型；(2)了解微生物对六类营养物的需求；(3)了解培养基的

种类；(4)了解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和特点。

3、运用(或掌握)：(1)选用和设计培养基的原则和方法。

（三十四） 微生物的新陈代谢

1、识记：(1)新陈代谢的概念；(2)异养微生物；(3)自养微生物；(4)呼吸；(5)无氧呼吸；(6)
发酵；(7)分解代谢；(8)合成代谢；(9)氧化磷酸化；(10)底物水平磷酸化；(11)同型乳酸发酵

和异型乳酸发酵；(12)生物固氮。

2、理解：(1)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的差别和联系；(2)生物氧化和非生物氧化的异同；(3)化能

异养微生物底物脱氢的几条途径；(4)EMP 途径在微生物生命活动中的意义；(5)生物固氮的



作用机制和应用；(6)次级代谢及其产物的利用。

3、运用(或掌握)：(1)葡萄糖效应及其在发酵生产中应用；(2)以实例说明微生物代谢调节在

发酵工业上的重要性。

（三十五） 微生物的生长及其控制

1、识记：(1)生长；(2)繁殖；(3)生长曲线；(4)灭菌；(5)消毒；(6)菌落形成单位；(7)同步生

长；(8)连续发酵；(9)高密度培养；(10)抗生素；(11)巴氏消毒法；(12)效价；(13)防腐；(14)
化疗。

2、理解：(1)生长曲线，单细胞微生物典型生长曲线的特点、成因及其对发酵生产的指导作

用；(2)什么是分批培养和连续培养，各有何优缺点；(3)了解微生物发酵培养工程中 pH 变化

的规律；(4)了解高密度培养的方法；(5)主要灭菌方法及其原理、优缺点、应用范围；(6)微
生物液体培养过程中 pH 值变化原因及控制措施；(7)兼性厌氧微生物为什么在有氧和厌氧条

件下都能生长；(8)试举例说明抗生素杀菌机理；(9)从－196℃到 170 ℃，与微生物学工作关

系密切的温度(范围)，有哪些？(提示：生长、抑制、杀灭、菌种保藏)。
3、运用(或掌握)：(1)生长量的测定方法的应用；(2)做单细胞微生物的生长曲线；(3)巴斯德

效应及其对发酵生产的指导意义；(4)试述稀释倒平皿菌落计数法的原理并图示操作步骤；(5)
利用酒精酵母液体发酵生产乙醇，是否要求整个过程通气、是否采用相同 pH 值和温度。

（三十六） 微生物的遗传变异和育种

1、识记：(1)遗传型；(2)表型；(3)核基因组；(4)变异；(5)点突变；(6)移码突变；(7)畸变；

(8)转座子；(9)诱变和诱变剂；(10)野生型；(11)转导；(12)普遍转导；(13)高、低频转导；(14)
转染；(15)接合；(16)基因工程；(17)衰退和复壮；(18)菌种保藏；(19)转化。

2、理解：(1)证明核酸是遗传物质基础的几个实验；(2)诱变育种的流程和筛选方法；(3)基因

工程育种的操作流程；(4)原生质体融合的操作流程和程序；(5)菌种保藏的原理、方法和操

作流程；(6)真空冷冻干燥保藏法的原理；(7)遗传物质在微生物细胞内的存在部位和方式。

3、运用(或掌握)：(1)设计实验对某一微生物进行诱变育种；(2)艾姆氏法检测三致物质。

（三十七） 微生物的生态

1、识记：(1)互生；(2)共生；(3)寄生；(4)拮抗；(5)捕食；(6)碳循环；(7)氮循环；(8)硫循环；

(9)正常菌群；(10)细菌总数；(11)大肠菌群；(12)细菌沥滤。

2、理解：(1)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与菌种资源的开发；(2)微生物与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

(3)微生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4)土壤是微生物最好的天然培养基；(5)水体自净及河水自净

原理；(6)水体富营养化的原因和危害。

3、运用(或掌握)：(1)设计实验从自然界分离某类资源微生物。

（三十八） 传染与免疫

1、识记：(1)传染；(2)传染病；(3)特异性免疫；(4)非特异性免疫；(5)炎症反应；(6)抗原；(7)
抗体；(8)单克隆抗体；(9)免疫标记技术。

2、理解：(1)决定传染结局的因素；(2)非特异性免疫的机制；(3)特异性免疫的机制。

（三十九） 微生物的分类和鉴定

1、识记：(1)分类；(2)鉴定；(3)学名；(4)双名法；(5)三域学说；(6)物种；(7)模式种；(8)典
型菌株；(9)Bergey手册。

2、理解：(1)了解微生物分类的经典方法；(2)了解微生物分类的现代方法；(3)了解微生物在

自然界中的地位；(4)21 世纪微生物学的发展；(5)多相分类方法及其优点。

3、运用(或掌握)：(1)设计对某一类微生物进行分类鉴定的流程。

（四十） 绪论

1、识记：(1)分子生物学定义、主要研究内容；(2)分子生物学发展史中的里程碑。

2、理解：(1)证明 DNA 是遗传信息的载体的有关实验。



3、掌握：(1)中心法则的含义及意义。

（四十一） 染色体与 DNA
1、识记：(1)DNA 的化学组成；(2)DNA 转座的定义和转座方式；(3)DNA 变性和复性；(4)环
状 DNA 双链的复制；(5)几种 DNA 聚合酶的功能；(6)C 值及 C 值矛盾；(7)DNA 转座的生物学

效应；(8)SNP 等基本概念和内涵。

2、理解：(1)染色体的组成；(2)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基因组的差异；(3)DNA 双螺旋模型；(4)
冈崎片段的形成。

3、掌握：(1)核小体的结构；(2)组蛋白的特性；(3)DNA 的级结构；(4)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

DNA 复制的特点；(5)DNA 修复的方式；(6)DNA 的半保留和半不连续复制。

（四十二） 遗传信息的传递(上)——从 DNA 到 RNA
1、识记：(1)RNA 的种类及功能；(2)RNA 聚合酶的组成及亚基的功能；(3)启动子、核酶、编

码链、模板链、RNA 的编辑、再编辑等基本概念

2、理解：(1)启动子的基本结构与功能；(2)RNA 聚合酶与启动子的结合；(3)RNA 生物学功能

的多样性；(4) RNA 的拼接；(5)RNA 转录终止的方式 。

3、掌握：(1)RNA 转录过程；(2)RNA 聚合酶特性；(3)RNA 转录后加工；(4)启动子与增强子；

(5)mRNA 结构特点；(6)原核与真核生物转录及其 mRNA 的区别；(7)加帽、加尾和内含子的

剪接的原理与意义；(8)转录后修饰的主要过程和方法。

（四十三） 遗传信息的传递(下)——从 mRNA 到蛋白质

1、识记：(1)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及反应体系；(2)遗传密码的构成和性质；(3)核糖体的组成，

结构与功能。

2、理解：(1)tRNA 的二级结构；(2)蛋白质的转运机制。

3、掌握：(1)mRNA、tRNA 的结构与功能；(2)密码子的特点；(3)核糖体 A、P、E位点的功能；

(4)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核糖体的差别；(5)蛋白质合成抑制剂。

（四十四） 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上)——DNA、RNA 及蛋白质操作技术

1、识记：(1)限制性内切酶的特点 ；(2)载体的特点；(3)蛋白质组学 。

2、理解：(1)核酸凝胶电泳；(2)荧光定量 PCR 的原理；(3)细菌转化的原理。

3、掌握：(1)PCR 反应技术；(2)cDNA 合成；(3)双向电泳技术；(4)蓝白斑筛选的原理 ；(5)
基因克隆的过程。

（四十五） 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下)——基因功能研究技术

1、识记：(1)转录组学；(2)荧光原位杂交；(3)凝胶滞缓实验；(4)基因芯片。

2、理解：(1)基因敲除技术；(2)RNA 干涉技术。

3、掌握：(1)酵母双杂交系统的原理；(2)蛋白质免疫印迹技术；(3)细胞定位技术。

（四十六） 原核基因表达调控

1、识记：(1)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 ；(2)基因表达的概念和意义。

2、理解：(1)原核基因表达调控的分类；(2)阿拉伯糖操纵子的调节机制；(3)cAMP－CAP 正

调控机制。

3、掌握：(1)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特点和方式；(2)乳糖操纵子的调节机制；(3)色氨酸操

纵子与弱化调节；(4)基因表达的正调控和负调控。

（四十七） 真核基因表达调控

1、识记：(1)A 激酶、C 激酶的调控通路；(2)反式作用因子 DNA 结合域的结构模式；(3)外显

子，内含子，断裂基因等的概念 。

2、理解：(1)真核生物 DNA 水平的基因表达调控；(2)甲基化和乙酰化对基因表达的调控；(3)
基因沉默的机制；(4)激素与基因表达；(5)表观遗传调控。

3、掌握：(1)真核生物基因转录水平的调控的特点和方式；(2)顺式作用元件和反式作用元件；



(3)真核生物基因组的特点；(4)蛋白质磷酸化对基因转录的调控。

（四十八） 疾病与人类健康

1、识记：(1)癌基因、原癌基因、抑癌基因的概念；(2)基因治疗的概念。

2、理解：(1)基因互作与癌基因表达；(2)癌症的发病机制；(3)HIV、HBV、SARS、HAI 病毒复

制方式；(4)几种传染性疾病的预防。

3、掌握：(1)基因治疗的原理及过程；(2)原癌基因激活的常见模式；

（四十九） 基因与发育

1、识记：(1)母源效应基因；(2)果蝇调控胚胎极性发育的基因。

2、理解：(1)光周期途径的分子机制及发现过程；(2)春化作用。

3、掌握：(1)植物花发育的“ABC” 模型；(2)植物开花的光周期途径；

（五十） 基因组与比较基因组学

1、识记：(1)比较基因组学概念；(2)表达序列标签(EST)和序列位置标签(STS)的概念和功能。

2、理解：(1)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意义；(2)几种主要的模式生物的基因组。

3、掌握：(1)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遗传图、物理图、转录图、全序列图及其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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