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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贵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细胞生物学（自命题）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细胞生物学考试是为高等院校招收动物学、细胞生物学

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生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

设置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

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有备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所

需要的细胞生物学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评价的标准

是高等学校生物学或医学有关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

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等院校择优选拔，确保

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考查目标

细胞生物学考试范围包括细胞概论、结构和功能、社会

性、基本生命活动、干细胞与细胞工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

本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并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

综合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结构

单项选择题 120 题，每小题 1 分，共 120 分；

多项选择题 15 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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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考查内容

一、绪论

1.细胞生物学概述：细胞生物学的概念、主要研究内容。

2.细胞生物学的形成与发展趋势：细胞学说。

3 细胞生物学与医学：主要研究领域。

二、细胞的概念与分子基础

1.细胞的基本概念：细胞的概念、原核细胞及真核细胞结

构与功能。

2.细胞的分子基础：生物小分子、生物大分子。

3.细胞的起源与进化：原始细胞的形成、原核细胞向真核

细胞的演化、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的进化。

三、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技术

1.显微镜技术：光学显微镜技术、电子显微镜技术、其他

显微镜技术。

2.细胞的分离和培养：细胞的分离、细胞的培养。

3.细胞组分的分离和纯化技术

4.细胞化学和细胞内分子示踪技术

5.细胞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技术

四、细胞膜与物质的穿膜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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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细胞膜的化学组成与生物学特性：膜相结构、非膜相结

构、单位膜、细胞内膜、生物膜、区域化作用的概念；细

胞膜的化学组成、生物学特性、分子结构模型。

2.小分子物质和离子的穿膜运输：细胞膜对物质转运的多

种方式及生物学意义。

3.大分子和颗粒物质的穿膜运输：胞吞作用、吞噬、胞饮、

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胞吐作用。

4.细胞膜异常与疾病。

五、细胞的内膜系统与囊泡转运

1.内质网：结构、类型、化学组成、功能、信号肽假说。

2.高尔基复合体：形态结构、化学组成、功能、两种糖基

化的比较。

3.溶酶体：形态结构、化学组成、形成与成熟的过程、类

型、功能。

4.过氧化物酶体：形态结构、功能。

5.囊泡与囊泡运输：囊泡的类型、来源、作用。

6.细胞内膜系统与医学的关系。

六、线粒体与细胞的能量转换

1.线粒体的基本特征：形态、数量、结构、化学组成、遗

传体系、起源、分裂、功能。



4

2.细胞呼吸与能量转换：糖酵解、三羧酸循环、电子传递

链(呼吸链)、氧化磷酸化偶联与 ATP 形成的分子结构基础

和机制。

3.线粒体与疾病。

七、细胞骨架与细胞的运动

1.微管：细胞骨架的概念、微管的结构、微管的装配和调

节、影响微管组装的特异性药物、功能。

2.微丝：结构、微丝的装配和调节、影响微丝组装的特异

性药物、功能。

3.中间纤维：结构、类型、中间纤维的装配和调节、中间

纤维的功能。

4.细胞的运动：微管与细胞运动、微丝与细胞运动。

5.细胞骨架与疾病。

八、细胞核

1.核膜：化学组成、结构、功能。

2.染色质与染色体：染色质的组成成分、常染色质与异染

色质、染色体组装、染色体的形态结构。

3.核仁：主要成分、结构、功能、核仁周期。

4.核基质：组成成分、形态结构、功能、核仁周期。

5.细胞核的功能。

6.细胞核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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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细胞内遗传信息的传递及调控

1.基因及其结构：中心法则、基因的结构及特点。

2.基因转录和转录后加工：真核细胞的基因转录和转录后

加工。

3.蛋白质的生物合成：核糖体的形态结构、类型、化学成

分和生物发生、蛋白质合成的一般过程、肽链合成后的加

工修饰、蛋白质的降解。

4.基因表达的调控：一般特点、原核基因的表达调控。

十、细胞连接与细胞黏附

1.细胞连接：紧密连接、锚定连接、通讯连接。

2.细胞黏附：钙黏着蛋白家族、选择素、免疫球蛋白超家

族、整联蛋白家族。

十一、细胞微环境及其与细胞的相互作用

1.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组成成分：糖胺聚糖与蛋白聚糖、胶

原与弹性蛋白、非胶原糖蛋白、特化结构。

2.细胞微环境异常与疾病：肿瘤、器官纤维化。

十二、细胞间信息传递

1.细胞间信息传递的方式和途径：细胞间信息传递的方

式、传递途径。

2.细胞的信号转导及其关键分子：细胞外信号、受体、细

胞内信使、信号转导过程中的分子开关、信号转导的特点。



6

3.细胞的主要信号转导通路：G 蛋白耦联受体介导的信号

转导通路。

4.细胞间信息传递障碍与疾病。

十三、细胞分裂与细胞周期

1.细胞分裂：有丝分裂、有丝分裂器的结构和功能、有丝

分裂各期的特征；第一次减数分裂各期的特征；减数分裂、

同源染色体、联会、联会复合体、姐妹染色单体、非姐妹

染色单体、二价体、四分体的概念；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比较；无丝分裂。

2.细胞周期及其调控：细胞周期、细胞周期时间、限制点、

周期细胞、静止细胞、终末分化细胞的概念；细胞周期时

相划分；细胞周期各期的主要特征；细胞周期的调控。

3.细胞周期与医学的关系：组织再生、肿瘤。

十四、细胞分化

1.细胞分化的基本概念：多细胞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与细胞

分化潜能、细胞决定与细胞分化；细胞分化的可塑性、时

空性、细胞分裂与细胞分化。

2.细胞分化的分子基础：基因组的活动模式、胞质中的细

胞分化决定因子与传递方式、基因选择性表达的转录水平

调控、基因选择性表达的转录后调控。

3.细胞分化的影响因素：细胞间相互作用对细胞分化的影

响、激素对细胞分化的调节、环境因素对细胞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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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细胞分化与医学：肿瘤与再生医学。

十五、细胞衰老与细胞死亡

1.细胞衰老：细胞衰老的概念、表现、学说与机制、细胞

衰老与疾病。

2.细胞死亡：细胞死亡的方式、细胞凋亡的概念与特征、

细胞凋亡的影响因素、细胞凋亡的检测、细胞凋亡的分子

机制、细胞凋亡与疾病、细胞凋亡与细胞坏死的比较。

3.细胞自噬：细胞自噬的定义与分类、发生过程与调控、

医学意义。

十六、干细胞与组织的维持与再生

干细胞概述：干细胞概念、分类、基本特征。

十七、细胞工程

1.细胞工程的主要相关技术：大规模细胞培养、细胞融合、

核移植、基因转移、细胞重编程。

2.细胞工程的应用：单克隆抗体的制备、药用蛋白的生产、

疾病的细胞治疗、组织工程。

V. 参考书目

《医学细胞生物学》（第 6 版）,陈誉华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