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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业大学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343         科目名称：《兽医基础》“兽医免疫学”部分 

考查目标 

通过考试，考查考生对《兽医免疫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

综合运用所学的兽医免疫学知识分析专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水平的目的，为选拔高质

量的兽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提供依据。 

试题类型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参考书目 

[1] 《兽医免疫学》（第二版），崔治中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 

[2] 《免疫学》，王家鑫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 

考查 

内容 

范围 

一、免疫与免疫系统 

㈠免疫的概念、类型、特性与功能 

㈡免疫系统 

㈢免疫学及其发展简史 

㈣免疫学的应用 

  考核内容 

免疫的概念、免疫的类型(固有免疫、适应性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主动免疫、

被动免疫的概念)、功能(固有免疫的功能、适应性免疫的功能)及特性(固有免疫的特性、适

应性免疫的特性)；免疫的物质基础之抗原，免疫分子的类型，免疫细胞的类型，中枢及外

周免疫器官的种类、特点及功能，黏膜伴随(相关)淋巴组织的概念和种类，黏膜免疫系统的

概念及作用，淋巴细胞再循环与归巢的概念。 

二、抗原 

  ㈠抗原的概念及特性 

㈡构成抗原的条件 

㈢抗原的类型 

㈣重要的(天然)抗原物质 

㈤非特异性免疫刺激剂 

考核内容 

抗原、抗原性、免疫原性、反应原性、完全抗原与半抗原、佐剂的概念，构成抗原条件

的异源性(异种间物质、异体间物质、某些自体物质)、一定的理化性状(包括分子大小、分

子结构、易近性、立体构象、物理状态极可降解性等)以及完整性，抗原决定基的概念、大

小、数量、类型，抗原的交叉性，半抗原-载体现象及半抗原-载体效应，抗原的类型，佐剂

的类型、作用机理及应用。 

三、免疫分子 

㈠免疫球蛋白与抗体 

㈡分泌性免疫分子 

1. 补体系统 

2. 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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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细胞结合型免疫分子 

1. 白细胞分化抗原及免疫球蛋白的 Fc 段受体 

2. 黏附分子 

3.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编码分子 

4. 模式识别受体 

考核内容 

抗体与免疫球蛋白的概念，免疫球蛋白的基本结构、功能区及酶解片段，Ig 单体分子结

构(重链、轻链、可变区、稳定区、铰链区等)、生物学作用及基本特性，克隆选择学说，免

疫球蛋白的抗原性(同种型、同种异型、独特型)，各类免疫球蛋白的主要特性与功能，抗体

的多样性、类型及属性，单克隆抗体，基因工程抗体。 

补体系统的概念、组成及命名、一般性质，补体系统的激活途径，补体系统的生物学功

能以及补体激活的调控；细胞因子的概念、分类、共同特点，细胞因子的生物学活性，细胞

因子受体，细胞因子与临床。 

白细胞分化抗原相关概念、基本结构与功能，动物白细胞分化抗原、与免疫有关的 CD

分子，Ig 的 Fc 受体的类型及作用；黏附分子的概念、种类及功能；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的概念及意义，MHCⅠ类及Ⅱ类分子的组成和结构、抗原结合槽、分布及Ⅰ类及Ⅱ类 MHC

限制；模式识别受体相关概念，可溶型模式识别受体、细胞吞噬型模式识别受体及信号转导

型模式识别受体概念及意义。 

四、免疫细胞 

  ㈠免疫活性细胞 

㈡固有免疫细胞 

㈢抗原提呈细胞及抗原提呈 

  考核内容 

T、B 淋巴细胞的发育(阳性选择与阴性选择的概念)、表面标志、免疫相关表面分子的

种类及作用，T、B 细胞亚群及功能。 

NK 细胞的概念、来源、发育及分群，NK 细胞表面分子，生物学活性及免疫功能；单

核-巨噬细胞的特性、表面受体、主要免疫学功能；粒细胞、红细胞及血小板、固有样淋巴

细胞、M 细胞、NKT 细胞的主要免疫学功能。 

抗原提呈细胞的概念，树突状细胞的概念来源和分布、发育成熟与迁移、类型及生物学

功能；单核-巨噬细胞及 B 细胞提呈抗原的特点；非专职抗原提呈细胞提呈抗原的特点；抗

原处理、抗原提呈、抗原肽、外源性及内源性抗原、MHCⅠ及Ⅱ类途径的概念；MHCⅡ途

径的外源性抗原摄取、处理加工(机构及过程)、MHCⅡ类分子的合成组装及转运；MHCⅠ

途径的内源性抗原加工处理(机构及过程)、MHCⅠ类分子的合成与组装、抗原肽-MHCⅠ类

分子的形成；抗原提呈过程的要点，抗原交叉提呈及脂类抗原提呈途径的概念。 

五、免疫应答 

㈠固有免疫应答 

㈡适应性免疫应答 

㈢免疫应答的调节 

考核内容 

免疫应答的概念、时相及阶段；固有免疫的物质基础，固有免疫应答过程的固有免疫识

别(识别分子及受体)、固有免疫反应(表达和分泌多种促炎症细胞因子、诱导共刺激分子的

表达、趋化作用、炎症反应)及固有免疫效应。 

适应性免疫应答的概念、组成及类型，适应性免疫应答过程的识别阶段(克隆选择、双

信号学说)、反应阶段(抗原特异淋巴细胞克隆扩增、淋巴细胞分化并获得功能活性)以及效

应阶段，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属性(特异性、免疫期、免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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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免疫应答的抗原识别(免疫突触、双重识别)、抗原特异性 T 细胞活化、增殖、分化

(T 细胞完全活化的双信号、活化细胞信号转导、活化细胞的增殖与分化)以及细胞免疫效应。 

体液免疫应答的 B 细胞应答 TD 抗原(B 细胞活化的双信号、Th 细胞的辅助、B 细胞活

化的信号转导途径、活化 B 细胞的分化途径、B 细胞在生发中心分化成熟)，B 细胞应答 TI 抗

原，体液免疫应答的一般规律，体液免疫应答效应。 

固有免疫应答与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关系，免疫应答各阶段的调节(抗原识别阶段的免疫

调节，活化、增殖和分化阶段的免疫调节，效应阶段的免疫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

节、免疫应答的遗传控制。 

六、临床免疫学 

㈠变态反应 

  ㈡抗感染免疫 

㈢自身免疫与免疫缺陷 

㈣肿瘤免疫 

㈤免疫耐受与移植免疫 

考核内容 

变态反应的概念、发生过程及影响因素，Ⅰ型变态反应(过敏反应)的变应原类型及进入

途径、发生过程及机制、临床表现及疾病，Ⅱ型变态反应(细胞溶解反应)的发生机制、临床

表现及疾病，Ⅲ型变态反应(免疫复合物反应)的发生机制、临床表现及疾病，Ⅳ型变态反应

(迟发性变态反应)的发生机制、临床表现及疾病。 

抗病毒感染免疫的先天性抗病毒免疫，适应性(特异性)抗病毒免疫，病毒逃逸机体免疫

反应的方式，病毒引致的免疫病理；抗菌感染免疫的抗胞外(细)菌免疫，抗胞内(细)菌免疫，

抗细菌毒素免疫，抗真菌感染免疫；抗寄生虫免疫之寄生虫免疫的基本属性，抗原虫免疫，

抗蠕虫免疫。 

自身免疫之自身免疫与自身免疫疾病的概念，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基本特征，常见自身免

疫病；免疫缺陷的免疫缺陷与免疫缺陷性疾病的概念，免疫缺陷病的细胞基础，免疫缺陷的

类型。 

肿瘤免疫之肿瘤抗原的概念及产生机制、肿瘤抗原的分类；抗肿瘤免疫机制的固有免疫、

适应性免疫；肿瘤免疫逃逸的机制；肿瘤的免疫学检测。 

免疫耐受之免疫耐受的概念、类型及特性；移植免疫之移植及移植排斥的类型。 

七、血清学技术 

㈠抗原抗体反应概述 

㈡经典血清学试验 

㈢新型血清学试验 

考核内容 

抗原抗体反应原理的抗原抗体结合力、抗原抗体的亲和性和亲和力、亲水胶体与疏水胶

体，抗原抗体反应的特点之特异性、比例性、可逆性、敏感性、二阶段性，影响反应的因素

的自身因素(抗原、抗体)、环境条件(电解质、酸碱度、作用时间)，血清学试验的类型。 

经典血清学试验之凝聚性试验(沉淀试验、凝集试验)、补体结合试验、中和试验(毒素

中和试验、病毒中和试验)的概念及原理。 

新型血清学试验之标记抗体技术(免疫荧光技术、免疫酶技术、放射免疫测定、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生物素-亲和素免疫检测技术)、免疫检测新技术(免疫金标技术、免疫电镜技

术、免疫印迹技术、免疫 PCR)的概念及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