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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要求

细胞生物学适用于河北工业大学理学院生物学专业研究生招生

专业课考试。主要考察对于细胞生物学基本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的掌

握情况，要求掌握生命体最基本的结构与功能单位，细胞结构与功能

的密切关系，理解细胞信号传递与多种生命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理

解细胞生命活动的规律等最基本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还要求考生掌

握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就，具备较强的分析问

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

试卷采用主观题型的形式，主要包括：1、填空题、名词解释（50 %）；

2、论述题（50 %）。考试时间为 3小时，总分为 150分。

三、考试内容

（一）细胞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细胞的基本概念、新思考、一般结构、元素组成和大分子组成以

及细胞的基本共性，病毒及其与细胞的关系；原核细胞的重要代表—

—支原体、细菌、蓝藻、古核细胞以及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比较等

内容。细胞生物学研究的模式生物及其特点。真核细胞的基本结构体

系、细胞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异同点。

病毒、原核细胞、真核细胞的基本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进化地

位、共性和特性。

（二）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



细胞形态结构的观察方法，包括各种光镜、电镜的结构特点、技

术性能、工作原理、适用范围以及各自要求的制样技术及特点；细胞

组分的分析方法，包括细胞及细胞组分的分离与纯化；特异蛋白质抗

原的定位与定性；特异核酸的定位与定性以及同位素技术研究生物大

分子在细胞内的合成动态。细胞内核酸、蛋白质、酶、糖和脂等的显

示方法；DNA与蛋白质的体外吸附技术以及定量细胞化学分析技术。

细胞培养技术及其应用，细胞工程和单克隆抗体，显微操作技术。各

种研究方法的用途，基本原理，基本操作程序。

（三）细胞质膜与细胞表面

细胞膜的结构模型、膜成分——膜脂、膜蛋白的运动（流动性与

分布的不对称性等），细胞质膜功能，细胞表面特化结构、及其产生

及功能；细胞外被、细胞外基质（胶原，糖胺聚糖和蛋白聚糖，层粘

连蛋白和纤连蛋白，弹性蛋白等）、细胞壁的产生、特点及功能。

（四）物质跨膜运输与信息传递

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主动运输，被动运输，胞吞作用和胞吐作

用等）、特点及其与细胞生命活动的关系。细胞通讯和信号传递的方

式、特点（征）、规律及其与细胞生命活动的关系。物质跨膜运输的

基本方式，各方式的特点，物质选择性运输与细胞多种生命活动之间

的关系，细胞识别，细胞通讯与信号传递的途径，涉及信号传递的细

胞中的受体的种类，特征，信号传递中的信号分子及其作用规律等。

（五）细胞质基质与细胞内膜系统

细胞质基质（概念、功能），内质网类型、结构、功能和基因表

达调控的关系，及蛋白质的分选——信号假说，高尔基复合体的形态

结构和功能以及与细胞内膜泡运输中的作用；溶酶体类型、功能和生

物发生以及微体。细胞结构体系的装配与蛋白质的分选之间的关系。

内膜系统各成员的发生、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六）细胞的能量转换——线粒体和叶绿体



线粒体形态结构、化学组成及酶定位，叶绿体形态结构和化学组

成，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和半自主性，叶绿体的功能——光合作用和

半自主性，线粒体和叶绿体的增殖和起源。

（七）细胞核与染色体

核被膜、核孔复合体和核纤层。染色质类型、化学组成、染色质

包装的结构模型，染色体支架及核骨架；中期染色体的形态结构、染

色体 DNA的关键序列、染色体核型与带型技术及其运用，染色质结

构与基因转录的关系，核基质与核体的概念。巨大染色体，核仁的超

微结构和功能。细胞核和染色体的分子结构，染色质与染色体的关系。

（八）核糖体

核糖体的基本类型、结构与成分，多聚核糖体中蛋白质的合成。

R-蛋白和 rRNA的功能以及 RNA在生命起源中的地位。

（九）细胞骨架

细胞质骨架——微丝、微管、中间纤维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细胞

核骨架（核基质，染色体支架，核纤层等）。细胞骨架各成员的基本

结构、形成、分布特点，以及它们与细胞多种生命活动之间的关系。

（十）细胞增殖及其调控

细胞周期的概念及划分的依据，细胞周期各时相及其发生在各时

相的主要特征性事件。细胞分裂，特别是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

特点和规律，细胞周期调控因子及其作用规律，细胞周期运转的调控，

其他内在和外在因素在细胞周期调控中的作用。

（十一）细胞分化与基因表达调控

细胞分化的概念、细胞发育的潜能、细胞质和细胞核在细胞分化

中的作用以及影响细胞分化的胞外因素，细胞分化与胚胎发育。癌细

胞的主要特征、致癌因素和癌基因学说、癌基因与抑癌基因以及基因

突变与肿瘤发生等。真核细胞基因表达的调控转录前、转录水平、转

录后水平、翻译和翻译后加工水平的调控。



（十二）细胞的衰老与死亡

体外培养细胞的衰老与 Hayflick界限、体内细胞的衰老及其特征

及细胞衰老的原因，分子机制与假说。细胞程序性死亡的概念、生物

学意义，形态学和生物化学特征以及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等，细胞凋

亡与细胞衰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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