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

【909 现代生物学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为高等学校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其中，

现代生物学基础由我校自行出题。它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

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生物学知识而有

利于我校在录取时择优选拔。

二、评价目标

考试重点考查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注重考查

理论联系实际，说明、提出、分析和解决本学科相关的现象和问题的能力。

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的基本概念、理论、假说、规律和论断。

运用掌握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原理，可以就某一问题设计出实验方案。

准确、恰当地使用专业术语，文字通顺、层次清楚、有论有据、合乎逻

辑地表述。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答卷方式：闭卷，笔试，所列题目全部为必答题。

四、参考书目

《现代生物学基础》，靳德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生物学》，陈阅增，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一、生命的化学基础

1、水的特性与生理意义。

糖类、脂类、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的单体结构特点与大分子的功能。

2、碳架、大分子与小分子间转换的化学反应。

3、糖类、脂类、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的单体结构特点与大分子的功能。

二、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1、细胞的结构、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区别、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的区别。



2、细胞核、主要细胞器线粒体、叶绿体、内质网、高尔基体、溶酶体的结构

特点与功能。

3、生物膜结构组成与流动镶嵌模型的特点、生物膜的功能。

4、物质的跨膜转运的方式、原理。

三、细胞代谢

1、吸能反应、放能反应、细胞呼吸、光合作用的基本概念。

2、酶反应的特点及酶活性的影响因素。

3、细胞呼吸三个阶段的发生部位、结果及合成 ATP的机制。

四、细胞的分裂和分化

1、细胞周期、细胞分化、细胞凋亡、细胞全能性的基本概念。

2、细胞周期的分期与有丝分裂期各期的特点。

3、染色体的基本结构。

4、细胞分化的本质及细胞凋亡的生物学意义。

五、高等动物的结构和功能

1、组织、器官、系统的基本概念。

2、高等动物的四种基本组织的结构特点与功能。

六、消化与吸收

1、营养素、消化、完全蛋白质、不完全蛋白质的基本概念。

2、异养生物人与动物所需的六大类营养素的种类、功能及主要食物来源。

3、消化系统的组成器官、胃与小肠的结构与功能。消吸收

七、血液循环

1、血液的组成及各成分的作用。

2、ABO血型鉴定的基本原理。

3、人血液循环系统体循环、肺循环的途径。

4、血液循环的功能。

八、免疫系统

1、人体对病原体防御的三道防线。

2、特异性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作用机理。

3、抗体的基本结构、种类与功能。

九、内分泌系统和体液调节

1、激素、体液调节的基本概念。

2、激素的作用、两类激素的作用机制。

3、垂体、甲状腺、胰腺、肾上腺等分泌激素的作用。

十、神经系统和神经调节

1、神经冲动、突触、反射、反射弧的基本概念。



2、神经元的基本结构、神经冲动产生的机理。

3、人神经系统的组成、脊髓的结构与功能。

十一、感觉和感觉器官

1、感觉、适应的基本概念。

2、感觉的一般特性。

3、眼球和耳的结构与功能。

十二、肌肉和运动

1、肌肉的结构和类型。

2、骨骼肌肉细胞的结构与肌肉细胞收缩的机理。

十三、植物的结构、功能和发育

1、构成植物体的各种组织、器官、细胞的结构特点和功能。

2、根、茎初生生长和次生生长的概念、过程。

3、被子植物双受精作用的定义和过程。

十四、植物的营养和调控

1、植物的营养和营养元素。

2、水分、无机盐和糖类物质的运输机制。

3、5大类植物激素的结构和功能。

4、植物开花和光周期现象。

十五、遗传的基本规律

1、减数分裂、同源染色体、妹妹染色体、联会、性连锁基因、伴性遗传、完

全连锁、不完全连锁、染色体图等基本概念。

2、遗传的三大基本定律的本质、规律。

3、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十六、基因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1、遗传物质 DNA、RNA的基本组成与区别，DNA双螺旋结构的基本特点。

2、DNA半保留复制、转录、翻译的实质与特点、大致过程。

3、遗传中心法则的主要内容。

十七、进化论基础和物种的概念

1、进化论的核心-自然选择学说的基本内容。

2、进化、自然选择、基因库、基因频率、群体、群体的遗传结构、微观进化

等基本概念。

3、物种的形成和物种的概念。

十八、原核生物和原生生物的多样性

1、原核生物和原生生物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点。

2、非细胞型生物病毒的结构。



3、区分原核生物、原生生物和真菌。

十九、植物的多样性

1、植物的生活史。

2、高等植物四大类群的特征和相互比较。

二十、动物的多样性

1、无脊椎动物的主要进化特征和主要类群。

2、脊索动物门的三大共同特征。

3、脊椎动物亚门各纲的主要特征。

二十一、生物与环境

1、生态因子及相关的概念。

2、水、阳光和温度对生物的影响。

二十二、种群和群落的特征

1、种群、种群的重要的重要参数-出生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等概念。

2、群落和群落的组成和特点。

3、群落的演替

二十三、生态系统及其功能

1、生态系统、食物网、食物链、初级和次级生产量等概念。

2、生态系统的组成和各组分（功能类群）的功能和特点。

3、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基本过程和特点。

4、碳循环和氮循环的基本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