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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科插班生考试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生物工程《普通生物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生物工程本科插班生

二、课程考试目的

《普通生物学》课程考试旨在考察学生能应运用学过的知识和专业术语，正确阐述基本的生物学现象、

概念、方法和原理的能力,正确理解、分析生物学中以图表、图解等表达的内容和意义的能力,理解生物体

的结构与功能、部分与整体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的能力；认识生物的多样性及生物各类群的特征及进化规

律,并能运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解释和解决生物个体、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生物学问题。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试内容与要求

绪论：生物界与生物学

了解生命的共同特征。

第一篇细胞

1.了解细胞的元素组成；掌握糖类、脂类、蛋白质和核酸的分类，结构和功能。

2.掌握生物膜的结构和功能，物质的跨膜运输，主要细胞器的结构与功能，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包

括染色体的定义、形态及结构；.掌握细胞骨架的种类，结构和功能；细胞间的连接方式；原核细胞和真核

细胞间的异同。

4.掌握酶促反应的特点和作用机制，酶的分类，结构和功能；.掌握细胞呼吸的概念和全过程，氧化磷

酸化和电子传递链以及无氧呼吸；.掌握光合作用光反应和暗反应的主要过程。

5.掌握细胞周期、细胞分化的概念；有丝分裂的全过程和各个时相的特点，纺锤体的形成和染色体的

行为；掌握细胞周期的调控机制；了解细胞衰老与细胞凋亡。

第二篇动物的形态与功能

1.掌握高等动物的结构与功能对生存环境的适应。

2.掌握动物处理食物的过程；熟练掌握人的消化系统及其功能；理解脊椎动物消化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对食物的适应。

3.了解血液的结构与功能；熟练掌握哺乳动物的心脏血管系统。

4.熟练掌握人的呼吸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理解人体对高山的适应。

5.熟练掌握渗透调节与排泄。

6.理解人体对抗感染的非特异性防卫；掌握免疫系统与免疫功能。

7.掌握内分泌系统与体液调节；了解激素与稳态的概念和意义。

8.掌握神经元的结构与功能；熟练掌握神经系统的结构；掌握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功能；了解神觉、

听觉与平衡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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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熟练掌握动物和人类的骨骼；掌握肌肉与肌肉收缩以及骨骼与肌肉在运动中的相互作用。

10.熟练掌握动物的有性生殖与无性生殖；人的胚胎发育和营养。

第三篇植物的形态与功能

1.掌握植物的结构和功能；了解植物的生长、生殖和发育。

2.熟练掌握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和运输；理解植物的营养与土壤。

3.理解植物的调控系统和激素的概念；了解植物的生长响应和生物节律。

第四篇遗传与变异

1.掌握遗传的基本规律，包括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孟德尔定律的扩展。

2.熟练掌握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3.了解细胞质遗传的定义。

第五篇生物进化

1.掌握达尔文学说与微进化。

2.掌握物种的概念，物种形成的方式。

3.掌握生物的宏进化和生物的系统发生。

第六篇生物多样性的进化

1.掌握生命起源及原核和原生生物多样性的进化；理解处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病毒。

2.了解植物和真菌多样性的进化，植物适应陆地生活的进化。

3.掌握动物种系的发生，无脊椎动物、脊索动物多样性的进化。

4.熟练掌握人类与灵长目进化的过程。

第七篇生态学与动物行为

1.掌握环境与生态因子；了解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2.熟练掌握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特征。

3.熟练掌握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生产力；了解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四、考试方式及时间

1、考试方式：闭卷。

2、计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握的

情况。命题的原则是：题目数量多、份量小，范围广，最基本的知识一般要占 60%左右，稍微灵活一点的题

目要占 20%左右，较难的题目要占 20%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题目，即使大题目也不应占分太多，应适

当压缩大题目在总的考分中所占的比例。客观性的题目应占比较重的份量。

五、考试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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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试要求

本课程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纸张、教材、笔记本、作业本、参考资料、电子读物、

电子器具和工具书等进入考场。

七、教材与参考书目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 4 版），吴相钰、陈守良、葛明德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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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科插班生考试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化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生物工程专业本科插班生

二、考试目的

《生物化学》课程考试目的是考察学生熟练掌握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物质（糖类、脂类、蛋白质、核酸）

及酶、维生素等的基本结构能力，了解和掌握相关概念、性质和结构与功能的能力和了解各类物质的性质、

结构与功能关系的能力；了解糖代谢、脂类代谢、能量代谢、氨基酸代谢以及各种物质代谢的联系和调节

规律的能力，掌握特别是糖代谢途径、三羧酸循环途径、糖异生途径和酮体代谢途径能力。

三、考试方法和考试时间

1、考试方法：闭卷

2、记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试题总数：55 题

5、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握的

情况。命题的原则是：题目数量多、份量小，范围广，最基本的知识一般要占 60%左右，稍微灵活一点的题

目要占 20%左右，较难的题目要占 20%左右。

6、题目类型

（1）单项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20 分）

（2）判断题（下列各题，你认为正确的，请在题干的括号内打“√”，错的打“×”。每题 1 分，共 10

分）

（3）填空题（每题 2 分，共 30 分）

（4）名词解释（每题 2 分，共 10 分）

（5）简答与计算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四、考试内容、要求

第一章蛋白质化学

1.蛋白质的化学概念及分类

（1）掌握蛋白质的概念。

（2）了解蛋白质的分类。



5

2.蛋白质的化学组成

（1）掌握蛋白质的组成单位——氨基酸的结构通式和重要的理化性质。

（2）掌握 20 种天然氨基酸的普通名称及三个英文字母代号。

（3）了解氨基酸的两性解离特性。

（4）掌握氨基酸等电点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3.蛋白质的结构

（1）了解蛋白质结构的研究方法。

（2）掌握肽的概念和性质。

（3）掌握蛋白质的结构（包括初级结构和空间结构）。

①理解和掌握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概念及维持一级结构的作用力。

②理解和掌握蛋白质的二级结构概念及维持二级结构的作用力，了解蛋白质的二级结构主要类型。

③熟悉α-螺旋和β-折叠蛋白质二级结构特征及掌握其结构主要参数（每周期氨基酸残基数、螺距、

残基之间距离等）。

④理解和掌握蛋白质的三级结构概念及维持三级结构的作用力，球蛋白分子三级结构的共同特点。

⑤理解和掌握蛋白质的四级结构概念及维持四级结构的作用力。

4.蛋白质的重要性质

（1）了解蛋白质两性解离的特性，掌握蛋白质在等电点时，溶解度最小容易沉淀析出的特性。

（2）掌握蛋白质变性和凝固的概念和了解它们的特性。

（3）了解蛋白质的别构作用、沉淀作用和沉降作用。

5.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1）了解蛋白质一级结构与生物功能关系。

（2）了解蛋白质高级结构与功能关系。

第二章核酸化学

1.核酸的概念和类别

（1）掌握核酸的概念。

（2）了解核酸的重要性。

（3）了解核酸的分类、分布和组成。

2.核酸的结构

（1）掌握核酸的组分：碱基、核苷和核苷酸的结构和理化性质。

（2）掌握核酸的一级结构二级结构特征。

（3）了解核酸三级结构的特征。

3.核酸的性质

（1）了解核酸的一般理化性质。

（2）掌握核酸变性、复性、增色效应、减色效应、杂交和 Tm(熔解温度)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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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影响 Tm的因素和碱基对 G-C 与 Tm的关系。

掌握核酸的紫外吸光特性。

4.核酸的分离

了解核酸分析、分离和纯化的一般方法。

第三章维生素化学

1.维生素的概念和分类

掌握维生素的概念和分类。

2.脂溶性维生素

了解维生素 A、D、E、K 的结构和功能。

3.水溶性维生素

（1）了解水溶性维生素的结构。

（2）掌握维生素与辅酶的关系。

第四章酶化学

1.酶的概念与特点

（1）掌握酶的概念。

（2）掌握酶的特点。

2.酶的化学本质与组成

（1）掌握酶的化学本质。

（2）了解酶蛋白的结构。

3.酶的命名和分类

（1）了解酶的命名方法。

（2）掌握 6 大酶类的名称。

4.酶的专一性

（1）掌握酶专一性类型。

（2）掌握解释酶专一性的假说，即“锁与钥匙”假说和“诱导契合”假说。

5.酶的结构和功能

（1）掌握酶的活性部位和必需基团的概念。

（2）了解酶的催化机制及使酶具有高催化效率的因素。

（3）了解酶原和酶原激活的概念。

6.酶的反应速率和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

（1）了解酶反应速率的测定方法。

（2）掌握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的影响，熟悉米氏方程及能灵活运用米氏方程计算米氏常数、底物浓度

[S]、反应速率ν或最大反应速率 Vmax。

（3）了解酶浓度、pH、温度、激活剂和抑制剂对酶作用的影响。



7

（4）掌握竞争性抑制与非竞争性抑制的特性与区别。

第五章糖代谢

1.糖的分解代谢

（1）了解糖酵解代谢途径。

（2）掌握糖酵解的概念、糖酵解代谢所在细胞部位及其生理意义。

（3）了解三羧酸循环途径。

（4）掌握三羧酸循环的概念、三羧酸循环所在细胞部位及其生理意义。

（5）了解戊糖磷酸途径，掌握在细胞部位及其生理意义。

（6）了解糖酵解的调节机制。

（7）了解三羧酸循环调节机制。

2.糖的合成代谢

（1）了解糖原的合成过程。

（2）掌握糖异生作用的概念。

（3）了解糖异生作用过程与糖酵解作用的区别。

第六章脂质代谢

1.三酰甘油的分解代谢

（1）了解甘油的分解代谢过程。

（2）掌握脂肪酸的β—氧化作用概念、氧化分解过程及发生作用的所在部位。

（3）了解酮体的生成和利用。

2.三酰甘油的合成代谢

（1）了解甘油的生物合成过程。

（2）了解脂肪酸从头合成的过程，掌握脂肪酸从头合成所在的部位及脂肪酸合成过程中还原所需要的

氢的来源。

（3）了解甘油与脂酸合成三酰甘油。

第七章蛋白质的降解和氨基酸的分解代谢

1.掌握氨基酸的脱氨基作用方式。

2.掌握氧化脱氨基作用、转氨基作用和联合脱氨基作用的概念。

3.了解鸟氨酸循环过程及生理意义。

第八章新陈代谢总论与生物氧化

1.生物氧化的基本概念

（1）掌握生物氧化的概念及生物氧化的特点。

（2）了解生物氧化过程中水的形成。

（3）了解生物氧化过程中二氧化碳的形成。

（4）了解生物氧化过程中 ATP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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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传递与呼吸链

（1）掌握呼吸链的概念。

（2）了解呼吸链的几种形式。

（3）了解呼吸链主要成分的结构与功能。

3.氧化磷酸化

（1）掌握 P/O 值的概念。

（2）了解氧化磷酸化的机制。

（3）了解氧化与磷酸化的偶联与解偶联。

五、试题结构（内容、题型、分数分配）

六、考试要求

本课程为闭卷考试，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纸张、教材、笔记本、作业本、参考资料、电子读物、电子器

具和工具书等进入考场。

七、指定参考书

《生物化学简明教程》（第 5 版），张丽萍、杨建雄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