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胞生物学考试大纲

Ⅰ. 考试性质

细胞生物学是为我校招收生物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

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

是否具备攻读生物学硕士研究生所需要的细胞生物学基础理论和基

本技能。评价的标准是相关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

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校择优选拔，确保生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

生质量。

Ⅱ. 考查目标

准确地掌握医学细胞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对近期国内外有关

细胞生物学杰出成果应有所了解。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

上，注重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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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内容结构：

考试内容包括绪论、细胞生物学技术约 5%，细胞表面（细胞膜、

细胞连接、细胞外基质）约 15%、内膜系统、细胞骨架、线粒体约 35%，

细胞核约 15%、细胞增殖、分化、信号转导、细胞衰老死亡以及干细

胞、再生医学等约 30%。



四、 试卷题型结构

（一） 选择题 第 1-20 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二） 名词解释题 第 21-30 题，每小题 3分，共 30 分

（三） 简答题 第 31-35 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四） 问答题 第 36-39 题，每小题 15分，共 60 分

Ⅳ. 考查内容

一、 绪论

（一）细胞生物学发展简史。

（二）细胞生物学学科特点及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细胞生物学在现代医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五）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

（六）细胞的起源与进化。

二、细胞生物学研究技术

（一） 显微镜技术：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

（二） 细胞化学组成及其定位和动态分析技术。

（三） 细胞分离和培养：细胞分离，原代培养，细胞系传代。

三、细胞膜

（一） 细胞膜的分子组成成分及其各自特点。

（二） 细胞膜的特性和生物学意义。

（三） 细胞膜的结构模型。

（四） 物质的跨膜运输。



1. 小物质跨膜运输的主要方式与特点。

2. 大物质跨膜运输的主要方式与特点。

3. 被动运输、主动运输、协同运输、胞吞作用、胞吐作用。

（五） 细胞膜的其他功能。

（六） 细胞表面的特化结构。

（七） 细胞的连接的方式，各自特点及生物学意义。

（八） 细胞附着(细胞粘附)概念、分子特点与功能。

（九）细胞膜与疾病。

四、细胞内膜系统

（一） 内膜系统的概念及其组成成员。

（二） 核糖体：核糖体的形态结构、类别、功能部位及其在蛋

白质合成中。

（三） 内质网：内质网的形态结构特征、类别、粗面内质网的

主要功能、信号肽假说、蛋白质的修饰、光面内质网的功能。

（四） 高尔基体：高尔基体的形态结构特点，结构分区，功能。

（五） 溶酶体：溶酶体的形态结构、化学组成特点、功能、发

生。

（六） 微体：微体的类型、过氧物酶体的酶特点和功能。

（七） 囊泡运输：囊泡在蛋白质运输中的作用、囊泡的类型来

源、转运过程、蛋白质运输的方式。

五、线粒体与细胞的能量转换：

（一） 线粒体的基本特征。



（二） 线粒体是半自主性的细胞器。

（三） 线粒体核编码蛋白质的转运。

（四） 细胞呼吸与能量转换。

（五） 线粒体与疾病。

六、细胞骨架与细胞的运动

（一） 细胞骨架，微管，微丝，中间纤维的概念。

（二） 微管，微丝，中间纤维的结构、组装及功能。

（三） 微管，微丝，中间纤维与细胞的运动。

（四） 细胞骨架与疾病。

七、细胞核

（一） 核膜的组成、结构及功能。

（二） 染色质与染色体组成、结构及组装。

（三） 核仁的组成、结构及功能。

（四） 核基质的组成、结构及功能。

（五） 细胞核的组成、结构及功能。

（六） 细胞核与疾病。

八、细胞外基质

（一） 细胞外基质概念和功能意义。

（二） 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类型。

1. 氨基聚糖、蛋白聚糖分子结构特点与功能。

2. 胶原、弹性（弹力）蛋白分子结构特点与功能。

3. 层粘连蛋白、纤粘连蛋白分子结构特点与功能。



4. 基膜。

（三） 细胞外基质与细胞的相互作用。

九、细胞信号转导

（一） 细胞识别、细胞通讯、受体、信号通路、第一信使、第

二信使。

（二） 受体的种类和作用特点。

（三） 细胞内信使：cAMP 信使体系、cGMP 信使体系、肌醇磷脂

信使体系、钙离子/钙调蛋白信使体系。

（四） 信号转导与蛋白激酶：信号转导的特点、酪氨酸激酶、

丝氨酸/苏氨酸激酶。

十、细胞增殖

（一） 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

（二） 细胞分裂。

（三） 细胞周期的调控。

（四） 细胞周期异常与疾病。

十一、细胞分化与干细胞

（一） 细胞分化的相关概念、特点。

（二） 影响细胞分化的因素。

（三） 细胞分化的分子基础。

（四） 细胞分化异常与疾病。

（五） 干细胞的概念及生物学特性。

（六）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七） 干细胞的研究进展。

十二、细胞衰老、死亡

（一） 细胞衰老的概念及特性。

（二） 细胞衰老的分子机制。

（三） 细胞凋亡的概念及特性。

（四） 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

（五） 细胞凋亡的生物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