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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动物生理生化》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动物医学（专升本）专业的一

门必修课程，包括动物生理学和动物生物化学两部分。其中动物生理学是研究动

物机体（主要为家畜、家禽）正常的生命活动现象及规律的一门科学。动物生物

化学是研究动物生命的化学，是研究生物分子、特别是生物大分子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以表现生命活动现象原理的科学。动物生理生化的理论来源于科学实际

和生产实践，其任务是为学习后续课程和将来从事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

基础，并为发展畜牧业生产和兽医临床实践服务。

二、课程目标

《动物生理生化》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考生应该掌握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各器官系统的基本生理活动及其规律，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牢记，

以达到基本概念清楚、基本理论知识扎实的要求。培养考生运用结构与功能统一、

局部与整体统一、机体与环境统一的观点，辩证地观察、分析和解决生命现象有

关问题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方面掌握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另一方面

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便在日后畜牧生产及

兽医临床实践中能够加以运用。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动物生理生化》是动物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学习本课程

应具备动物学、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胚胎学、细胞生物学、有机化学、物理学

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同时本课程还是其他后续课程学习的基础。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1.动物生理学部分

本部分的重点为：血液的组成和理化性质、红细胞及其功能、血小板生理、

血液凝固与纤维蛋白溶解的基本过程和意义、加速和延缓血液凝固的措施；心肌

的生理特性、心动周期中心脏泵血的过程、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动脉血压的形

成、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组织液和淋巴液的生成；肺通气的原理、气体的交换

与运输、呼吸运动的调节、O2和 CO2的运输原理、呼吸运动的神经和化学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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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单胃动物胃内的消化作用与消化机能的调节、反刍动物前胃内生物性的消

化作用、小肠内的消化、吸收机理与过程、消化液的功能与调节；尿的生成过程、

尿浓缩与稀释的基本原理、尿生成的调节；神经活动的一般规律、突触传递、神

经系统的感觉与运动功能、突触传递的机理与特征、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技能和

对躯体运动的调节、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下丘脑、腺垂体、甲状腺、肾

上腺和胰岛激素的作用及其分泌的调节；能量代谢的基本概念及其影响因素、机

体的产热和散热过程、体温的调节；睾丸的生精作用和内分泌功能、卵巢的生卵

功能和内分泌功能、发情周期、乳分泌和排出的神经和体液调节。

本部分的难点为：血液凝固的机理与应用；心动周期中心脏泵血的过程、影

响动脉血压的因素；O2和 CO2的运输原理、呼吸运动的神经和化学性调节原理；

单胃动物胃内的消化作用，反刍动物前胃内生物性的消化作用、小肠内的消化，

消化液的功能与调节；尿浓缩与稀释的基本原理；突触传递的机理，神经系统对

内脏活动的调节；下丘脑和腺垂体内分泌，甲状腺内分泌、胰岛和肾上腺内分泌

及其调节；机体体温的调节；睾丸、卵巢激素对生殖活动的调节作用。

2.动物生物化学部分

本部分的重点为：蛋白质的生理功能及其组成和分类、氨基酸的结构及其分

类和理化性质、蛋白质的结构、蛋白质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的性质；

酶及酶作为生物催化剂的特性、酶的化学组成特点、维生素与辅酶、酶的结构与

功能的关系、酶促反应动力学；糖的生理功能、糖酵解及有氧氧化过程和磷酸戊

糖途径、糖异生；生物氧化的特点、呼吸链的组成、氧化磷酸化；脂肪的分解代

谢、脂肪的合成代谢；氨的代谢；嘌呤核苷酸的合成代谢；物质代谢的相互联系；

核酸的化学组成及生物学功能和分子结构、核酸的理化性质；DNA 的复制过程、

参与 DNA 复制的主要酶类和蛋白因子、DNA 的损伤修复、RNA 的生物合成过程、

真核生物 RNA 转录后的加工；遗传密码及其基本特性；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过程。

本部分的难点为：蛋白质的高级结构；蛋白质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关系；DNA

分子结构；酶促反应动力学；葡萄糖的分解代谢；呼吸链的组成及氧化磷酸化；

脂肪的分解和合成代谢；DNA 的复制过程；原核生物基因的转录；原核生物蛋白

质生物合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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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考核目标

《动物生理生化》课程主要从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对

考生进行考核，各层次要求考生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为：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动物生理生化有关的名词、概

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

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简单应用：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

过的几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依据已有的动物生理生化知识对较为复杂的畜牧兽

医临床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血液循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血液的基本组成、特性及生理作用，熟悉红细

胞的形态及功能，理解血液凝固的过程与原理，了解抗凝物质在畜牧兽医临床中

的应用。另外，考生应了解心脏在泵血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压力变化及其调节，

掌握心肌细胞的生理特性和电生理现象、各类血管的结构与功能特性、血压成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血液的组成与理化特性

识记：①血液的组成；②血液的理化特性。

领会：①血浆的成分及功能；②血浆是如何维持其酸碱度的稳定应用：血浆

的晶体渗透压和胶体渗透压概念和生理功能。

（二）血细胞

识记：①红细胞的形态特征与功能；②红细胞的特性、功能；③白细胞的分

类功能；④血小板的形态功能。

领会：①红细胞的生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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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生理性止血。

（三）血液凝固

识记：①凝血因子。

领会：①凝血的三个基本步骤。

综合应用：①抗凝系统和抗凝措施。

（四）心肌的生物电现象与生理特征

识记：①心肌细胞的分类；②心肌细胞的生理特征；③期前收缩与代偿间歇；

④正常起搏点与潜在起搏点、窦性心律与异位节律的定义。

领会：①起搏细胞动作电位的产生过程与原理；②普通心肌细胞的动作电位

产生原理；心肌细胞的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和传导性应用。

（五）心脏的泵血功能

识记：①心动周期与心率的定义；②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的产生的原理；③

心输出量、射血分数和心力储备的定义。

领会：①心室的泵血过程；②心脏在泵血过程中压力、容积和瓣膜的开放与

关闭。

（六）血管生理

识记：①收缩压、舒张压、脉搏压的定义及其意义；②动脉脉搏的定义；③

微循环的定义、组成及其功能。

领会：①血流阻力；②动脉血压的定义与成因；③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④

组织液生成及其影响因素；⑤淋巴回流的生理意义。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血液的组成、红细胞生理、血液凝固的机理与应用；②心肌的

生理特性、心动周期中心脏泵血的过程、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

本章难点：①血液凝固的机理。

第二章 呼吸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呼吸器官的功能、呼吸运动的组成、肺通气的

动力与阻力等基本概念，掌握气体交换与运输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理解神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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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因素对呼吸运动的调节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呼吸过程与呼吸器官

识记：①呼吸的基本过程；②肺泡的结构与功能；③呼吸的频率与类型。

领会：①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成分与功能。

（二）肺通气的原理

识记：①肺通气的定义；②胸内压的定义；③肺容积与肺容量；④肺泡通气

量与无效腔的定义。

领会：①胸内负压的生理意义。

（三）气体交换与运输

识记：①气体分压差的定义；②肺通气量/血流量比值；③血氧含量、血氧

容量与血红蛋白氧饱和度的定义；④二氧化碳的运输形式。

领会：①气体交换的动力；②影响气体交换的因素；③气体在肺泡的交换；

④气体在组织的交换；⑤氧解离曲线的生理意义；⑥血红蛋白与氧结合的特点；

⑦影响二氧化碳运输的因素。

（四）呼吸运动的调节

识记：①呼吸中枢；②外周化学感受器与中枢化学感受器。

领会：①呼吸运动的反射性调节机理。

综合应用：①体液因素对呼吸的调节机理。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肺通气的原理；②气体的运输；③呼吸运动的调节。

本章难点：①O2和 CO2的运输原理；②呼吸运动的神经和化学性调节原理。

第三章 消化与吸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消化道的结构与功能特点以及消化腺的分泌活

动，掌握消化道各部分在消化与吸收过程中的作用，理解神经和激素对消化与吸

收的调节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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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化道的主要功能

识记：①消化道平滑肌的结构特点；②消化道平滑肌的电生理特点；③消化

腺的种类及分泌活动；④消化道分泌的激素的种类；⑤内在神经丛的分类与功能。

领会：①黏液-碳酸氢盐屏障作用。

综合应用：①自主神经对消化道活动的调节。

（二）单胃消化

识记：①胃粘膜的结构；②胃液的成分与作用；③胃运动的形式；④胃排空

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领会：①胃液分泌的调节；②胃运动的调节。

（三）复胃消化

识记：①瘤胃环境的特征；②瘤胃微生物的种类；③复胃的组成；④反刍的

定义；⑤食管沟反射的功能。

领会：①瘤胃内糖、脂类、蛋白质的消化分解过程。

简单应用：①尿素再循环的生理意义。

（四）小肠消化

识记：①胰液的成分与生理作用；②胆汁的成分与生理作用；③肠液的成分

与生理作用；④小肠的运动形式；⑤肠肝循环的定义。

领会：①胰液分泌的调节机理；②胆汁分泌的调节机理；③小肠运动的调节。

（五）吸收

识记：①吸收部位的形态特征；②被动吸收与主动转运。

领会：①水的吸收部位与机理；②无机盐离子的吸收机理；③脂类物质的吸

收机理；④糖类物质的吸收机理；⑤氨基酸的吸收机理；⑥维生素的吸收机理。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单胃动物胃内的消化作用与消化机能的调节；②反刍动物前胃

内生物性的消化作用；③小肠内的消化；④吸收机理与过程；⑤消化液的功能与

调节。

本章难点：①反刍动物瘤胃内蛋白质的消化过程；②尿素再循环；③胰液分

泌的调节机理和胆汁分泌的调节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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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蛋白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熟悉蛋白质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掌握蛋白质的化学组成、

氨基酸和蛋白质的理化性质、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蛋白质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识记：①蛋白质的生理学功能，以及具体事例。

领会：①蛋白质的生理作用。

（二）蛋白质的分类

识记：①蛋白质按物理特性和功能分类；②蛋白质按化学组成分类。

领会：①蛋白质结构特点。

（三）蛋白质的化学组成

识记：①蛋白质氮元素含量的特点；②组成动物蛋白的氨基酸的基本结构通

式、种类及分类；③氨基酸的主要理化性质。

领会：①氨基酸根据 R侧链集团的分类。

综合应用：①通过测定生物样品的含氮量计算蛋白质含量。

（四）蛋白质的化学结构

识记：①肽键、肽链、蛋白质的一级结构的基本概念。

领会：①肽键的形成与性质、一级结构及其测定。

（五）蛋白质的高级结构

识记：①肽单位、肽单位平面概念；②典型二级结构有哪几种，有何结构特

点。

领会：①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及其种类、超二级结构和结构域、三级、四级结

构和超级结构的层次关系。

（六）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识记：①蛋白质变性与复性的基本概念；②影响蛋白质变性与复性的因素。

领会：①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结构的种族差异和分子进化，一级

结构变异与分子病，蛋白质的变构作用与血红蛋白的输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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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蛋白质的结构效应与功能的关系。

（七）蛋白质的理化性质和分离鉴定

识记：①蛋白质的两性解离、等电点和电泳的基本概念；

领会：①蛋白质的胶体性质；②蛋白质的沉淀（重点是盐析法）；③蛋白质

的分子量测定；④蛋白质的颜色反应；⑤蛋白质的紫外光谱吸收特征。

综合应用：①蛋白质常规分离鉴定方法。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蛋白质的化学组成；②氨基酸的主要理化性质；③蛋白质的高

级结构；④蛋白质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关系以及蛋白质的性质。

本章难点：①蛋白质的高级结构；②蛋白质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关系。

第五章 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酶的本质、酶的分子组成，酶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掌握酶的作用机制和影响酶促反应速度的因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酶的概念及催化特点

识记：①酶的概念；酶活性。

领会：①酶的催化特点。

（二）酶的化学组成

识记：①单纯酶、结合酶的构成；②辅酶因子的种类及各辅酶的功能理解；

③结合酶中酶蛋白和辅助因子的作用。

综合应用：①活性中心在酶促反应中的重要作用。

（三）酶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识记：①活性中心、必需集团、酶原的概念。

领会：①酶原及酶原激活的意义。

（四）酶的作用机理

领会：①酶-底物中间复合物的生成；②酶降低反应活化能的机理；③酶催

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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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酶促反应的动力学

识记：①影响酶促反应的六个因素，最适温度，最适 pH 理解，底物浓度的

影响，米氏方程的含义。

综合应用：①Km 的意义和应用；②酶的可逆抑制和不可逆抑制；③酶竞争

性抑制和非竞争性抑制的特点。

（六）酶活性的调节

识记：①同工酶、别构酶、化学修饰酶的概念。

领会：①别构调节和化学修饰对体内酶活性的调节及机体代谢调节的重要性。

综合应用：①同工酶在遗传、疾病发生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七）酶的分类和命名

识记：①酶的分类；②酶的习惯命名和系统命名原则。

（八）酶实际的应用

综合应用：①工具酶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②酶在疾病诊断中的作用；③酶

制剂与治疗。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酶的活性中心与必需基团；②酶促反应动力学。

本章难点：①酶促反应动力学。

第六章 糖代谢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物质代谢的概念，掌握体内糖分解代谢的途径，熟悉

糖原合成、分解及糖异生的途径。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血糖的来源去路。

领会：①糖的生理功能、血糖浓度相对恒定的重要意义。

综合应用：①调节血糖浓度的激素及其作用。

（二）糖原的合成与分解

领会：①糖原合成、分解的过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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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葡萄糖的分解代谢

识记：①糖分解代谢途径、参与的关键酶。

领会：①糖无氧分解的概念、过程、特点及生理意义；②糖有氧氧化的概念、

过程、特点、能量的生成及生理意义。

简单应用：①糖氧化分解的调节。

（四）葡萄糖异生作用

识记：①糖异生概念。

领会：①糖异生过程、特点、生理意义及调节。

简单应用：①甘油、乳酸、丙酮酸的异生成糖的作用。

（五）磷酸戊糖途径

识记：①戊糖磷酸途径的关键酶。

领会：①戊糖磷酸途径过程、特点及生理意义。

（六）糖代谢各途径的联系与调节

领会：①糖代谢各途径的共同中间产物及其联系。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葡萄糖的分解代谢；②糖异生。

本章难点：①葡萄糖的分解代谢。

第七章 生物氧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生物氧化的概念和生理意义，掌握呼吸链的概念和组

成，掌握 ATP 的生成方式，熟悉氧化磷酸化的抑制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生物氧化的酶类

识记：①生物氧化的含义；②生物氧化的特点；③参与生物氧化的酶类。

（二）呼吸链

识记：①呼吸链的概念、组成成分、各组分的作用及排列顺序。

领会：①两条呼吸链在细胞呼吸中的作用和意义。

简单应用：①呼吸链抑制剂对氧化磷酸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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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细胞液 NADH 进入线粒体的穿梭机制

领会：①两种穿梭作用的反应过程；②参与的辅酶因子；③发生脏器。

（四）氧化磷酸化中 ATP 的生成

识记：①氧化磷酸化的概念 P/O 氧化磷酸化的偶联部位。

领会：①能量的储存、转化及在生命活动中的应用；②氧化磷酸化偶联机制。

简单应用：①解偶联剂对氧化磷酸化的作用。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氧化磷酸化中 ATP 的生成。

本章难点：①呼吸链的组成。

第八章 脂类代谢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脂类的生理功能，掌握脂肪的分解和合成过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脂类及其生理功能

识记：①脂类的基本概念、分类。

（二）脂肪的分解代谢

识记：①脂肪动员的概念。

领会：①脂肪酸的β-氧化过程；②甘油的代谢过程；③奇数碳脂肪酸和不

饱和脂肪酸的氧化。

简单应用：①脂肪酸β-氧化过程中的能量转变。

（三）脂肪的合成代谢

识记：①参与脂肪合成的物质及来源。

领会：①饱和脂肪酸的从头合成过程，三酰甘油的合成途径。

简单应用：①脂肪的合成代谢。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脂肪的分解和合成代谢。

本章难点：①脂肪的分解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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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泌尿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尿液生成的基本过程，熟悉影响尿液生成的多

种因素，理解神经和激素对尿生成的调节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肾单位的定义；②肾单位的特点；③肾脏血液循环特点。

领会：①肾血流量的调节原理。

（二）尿的生成

识记：①尿液的成分与性质；②尿液生成的三个过程；③肾小球滤过率、滤

过分数的定义；④有效滤过压的定义；⑤滤过膜的结构特点；⑥重吸收的方式；

⑦肾糖阈的定义；⑧渗透性利尿的定义。

领会：①影响肾小球滤过的因素；②水的重吸收部位与机理；③Na+的重吸

收部位与机理；④其他物质重吸收的部位与机理；⑤K+、H+与 NH3 的分泌机理。

综合应用：①渗透性利尿在临床的应用。

（三）尿液的浓缩与稀释

识记：①尿液浓缩与稀释的概念；②尿液浓缩与稀释的部位。

领会：①逆流倍增的原理。

（四）尿液生成的调节

领会：①球管平衡的调节机理；②抗利尿激素的调节作用；③醛固酮的调节

作用。

综合应用：①水盐平衡的调节。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尿的生成过程及调节。

本章难点：①尿浓缩与稀释的基本原理。

第十章 神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神经元的结构、功能与分类等基本概念，了解



第 14页共 25页

胶质细胞的生理作用，掌握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的原理，以及神经系统中主要的

神经递质与受体，熟悉神经系统在感觉、运动以及内脏活动中的调节作用，并能

从整体的角度了解动物机体活动的协调。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神经系统的组成

识记：①神经元的结构与功能；②神经元的分类。

（二）神经元之间的功能联系

识记：①突触的分类；②突触的结构；③突触传递的特征；④神经递质的概

念；⑤乙酰胆碱及其受体的分类与分布；⑥儿茶酚胺及其受体的分类与分布；⑦

反射与反射弧的定义；⑧中枢神经元的联系方式。

领会：①突触传递的机理。

（三）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

识记：①感受器的定义；②脊髓浅感觉与深感觉的传导途径；③丘脑的核团

的功能；④特异性投射系统与非特异性投射系统的生理作用；⑤大脑皮层感觉区

的特点。

（四）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识记：①运动单位的定义；②牵张反射的定义与分类；③去大脑僵直的定义。

领会：①低位脑干对肌紧张的调节；②去大脑僵直产生的原理；③脑干对姿

势的调节；④小脑的构成及其对运动的调节；⑤基底神经节对运动的调节；⑥大

脑皮层运动区的定位及其特点；⑦大脑皮层对运动的调节。

（五）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识记：①植物性神经。

领会：①脊髓、低位脑干、小丘脑、大脑皮层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简单应用：①机体如何保持全身各器官系统活动的协调。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神经活动的一般规律；②突触传递；③神经系统的感觉与运动

功能；④突触传递的机理与特征；⑤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本章难点：①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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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内分泌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内分泌、激素、激素作用特点等基本概念，理

解激素的作用机理，熟悉不同内分泌器官及其所分泌的激素的生理功能，理解这

些激素分泌的调节机理，同时也将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作用与动物机体其他器官、

系统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激素的定义与分类

领会：①激素作用的特性；②激素传递信息的方式；③激素的作用机理。

（二）下丘脑的内分泌

识记：①下丘脑的结构特点；②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的生理作用；③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生理作用；④生长激素释放激素与释放抑制激素的生理作

用；⑤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生理作用。

领会：①下丘脑与垂体之间的联系。

（三）垂体的内分泌

识记：①腺垂体与神经垂体；②腺垂体激素（生长激素、催乳素、促甲状腺

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卵泡激素与黄体生成素）的生理作用；③神经垂体

激素（抗利尿激素、催产素）的生理作用。

领会：①腺垂体激素分泌的调节；②神经垂体激素分泌的调节。

（四）甲状腺的内分泌

识记：①甲状腺的功能；②甲状腺素的生理特性。

领会：①甲状腺素的合成过程；②甲状腺素的贮存、释放、运输与代谢；③

甲状腺素合成与分泌的调节。

（五）甲状旁腺激素、甲状腺 C细胞内分泌

识记：①甲状旁腺激素的生理作用；②甲状腺 C细胞分泌的降钙素。

领会：①血钙的调节机理。

（六）胰腺的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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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胰腺的功能解剖；②胰岛素的生理功能；③胰高血糖素的生理功能。

领会：①胰岛素分泌的调节；②胰高血糖素分泌的调节。

综合应用：①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分泌是如何协调的。

（七）肾上腺的内分泌

识记：①肾上腺的功能解剖；②糖皮质激素的生理作用；③盐皮质激素的生

理作用；④髓质的结构特点与分泌激素。

领会：①糖皮质激素分泌的调节；②盐皮质激素分泌的调节。

（八）性腺的内分泌

识记：①雄激素的种类与生理作用；②雌激素的种类与生理作用。

领会：①雄激素分泌的调节；②雌激素分泌的调节。

（九）其他内分泌物质

识记：①前列腺素及其生理作用；②松果腺及其分泌的激素；③胸腺素及其

生理作用。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下丘脑、腺垂体、甲状腺、肾上腺和胰岛分泌激素的作用及其

分泌的调节。

本章难点：①甲状腺、肾上腺激素分泌的调节。

第十二章 能量代谢与体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能量代谢的测定中常用的基本概念，了解体温

调节的基本原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能量代谢

识记：①能量的来源与去向；②直接测热法与间接测热法的原理；③食物的

热价、氧热价与呼吸商的定义；④基础代谢率的定义；⑤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二）体温调节

识记：①机体产热的主要器官；②产热和散热的主要方式；③体温调节中枢。

领会：①体温调节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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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机体的产热和散热过程；②能量代谢的基本概念；③体温的调

节。

本章难点：①机体体温的调节。

第十三章 生殖与泌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了解雄性和雌性生殖系统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解激

素对生殖活动的调节作用。理解乳腺的发育及其调节；乳的分泌和排出的调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雄性生殖生理

识记：①生精作用的定义；②睾丸的内分泌机能。

领会：①睾丸功能的调节。

（二）雌性生殖生理

识记：①排卵的定义；②卵巢的内分泌机能；③受精作用；④着床与妊娠。

领会：①卵泡的发育过程；②黄体的生成与退化。

（三）乳腺的发育及其调节

识记：①初乳与常乳的定义；②初乳的组成及生理意义。

领会：①乳腺的发育及其调节；②乳的形成与分泌；③排乳反射及意义。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雄性生殖生理；②雌性生殖生理；③乳分泌和排出的神经和体

液调节。

本章难点：①生殖活动的神经内分泌调控。

第十四章 核酸化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核酸对生命的重要性；掌握核酸的化学组成；DNA，

RNA 的分子结构与特点和重要的理化性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核酸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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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核酸（DNA、RNA）的分类和功能；②核苷酸的概念；③构成核苷酸

的化合物；④核苷酸的名称及缩写符号；⑤核苷酸的链接方式。

领会：①核苷的结构；②核苷酸的结构；③DNA 和 RNA 在组成上的异同。

简单应用：①核苷酸的衍生物在生物体内的作用。

（二）DNA 分子的结构

识记：①DNA 的基本组成单位；②DNA 碱基组成的规律。

领会：①DNA 一级结构的概念；②DNA 双螺旋结构的要点。

（三）RNA 分子的结构

识记：①RNA 的基本组成单位。

领会：①RNA 二级结构的形式及碱基组成特点。

（四）DNA 的一些性质

综合应用：①利用核酸紫外吸收检测核酸；②变性、复性的应用。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DNA 的分子结构、DNA 的一些性质。

本章难点：①DNA 的分子结构。

第十五章 核酸的生物合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 DNA 的合成，参与复制的酶系和蛋白因子，原核生物

的复制过程及生物学意义，反转录；了解与复制相关的 DNA 的损伤和修复现象。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原核 RNA 聚合酶的结构、功能及原核生物 RNA 的转录过程。

了解转录的特点、过程及生物学意义，转录后的加工成熟，并比较真核和原核生

物的异同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参与 DNA 复制的主要酶类和蛋白因子

识记：①参与 DNA 复制的主要酶类和蛋白因子的种类与功能。

领会：①原核生物、真核生物 DNA 聚合酶的种类和功能。

（二）DNA 的复制过程

识记：①半保留复制，冈崎片段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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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DNA 复制的条件，复制的参与物及其作用；②DNA 半保留复制的主

要过程、特点和意义。

综合应用：①DNA 聚合酶作用的特点和功能；②保证 DNA 复制准确性的因素。

（三）反转录合成 DNA

识记：①反转录的概念。

领会：①反转录过程；②反转录作用与致癌。

（四）DNA 的损伤和修复

识记：①DNA 损伤的形式和损伤修复的主要方式。

领会：①DNA 损伤修复的机制。

（五）转录的共同特点

识记：①转录、模板链、编码链的基本概念。

领会：①RNA 合成的方向和碱基种类。

（六）原核生物基因的转录

识记：①原核生物 RNA 聚合酶的构成及各组分的作用；②启动子概念。

领会：①原核生物转录启动子结构特征、参与物及作用；②转录的基本过程；

③mRNA 和 tRNA 的加工方式。

（七）真核生物基因的转录

识记：①真核生物 RNA 聚合酶的构成及各组分的作用。

领会：①真核生物转录启动子结构特征、转录的基本过程；②mRNA 和 tRNA

的加工与剪接。

（八）催化活性 RNA——核酶及其功能

领会：①核酶催化的机制和生物学意义。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参与 DNA 复制的主要酶类和蛋白因子、DNA 的复制过程、原核生

物基因的转录、真核生物 RNA 转录后的加工。

本章难点：DNA 的复制过程、原核生物基因的转录。

第十六章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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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遗传密码、掌握遗传密码基本特性、了解蛋白质合成所

需的物质基础、掌握蛋白质的翻译过程、了解蛋白质的加工修饰过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蛋白质翻译系统的主要组成成分和功能

识记：①遗传密码的概念；②遗传密码的特点。

领会：①遗传密码的特点。

（二）原核生物蛋白质生物合成的过程

识记：①信号肽的概念；tRNA、rRNA、核糖体结构与功能；②蛋白质生物合

成的具体过程。

领会：①原核生物蛋白质生物合成的主要过程。

综合应用：①tRNA、rRNA、核糖体在蛋白质生物合成中的作用，参与蛋白质

生物合成的酶及催化的反应。

（三）多肽链翻译后的加工

领会：①蛋白质生物合成后的加工修饰的主要方式和生物学意义。

（四）蛋白质的靶向输送

识记：①蛋白质的靶向输送的两条主要途径与特点。

领会：①蛋白质信号肽转运的机制。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蛋白质翻译系统的主要组成成分和功能（遗传密码的特点和重要

性）、原核生物蛋白质生物合成的过程、真核生物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特点。

本章难点：原核生物蛋白质生物合成的过程。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和专业培养目标，结合自学考

试的特点而确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

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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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

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动物生理生化》，耿立英、张香斋、李佩国主编，科

学出版社，2016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了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在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学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要把握全册教材的结构体系，掌握内在线索；②

学习各章时要理清知识要点和脉络，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③注意区分相近

的概念和相通的方法，并掌握它们之间的联系；④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要掌

握重点。

2.理论联系实际，将方法的原理学习与应用相结合

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理论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

要环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

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

间的逻辑关系。考生应以改革的意识、科学研究的意识，满腔热忱地从实际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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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提出问题，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研究能

力，同时要具体、丰富、深刻地理解教材内容。

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

周全的计划和组织是学习成功的法宝。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在学习时，

一定要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②为了在考试中做出满意的回答，必须对所学课程

的内容有很好的理解。③可以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学习的进展。④阅读课

本时最好做读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主要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

代表重点；绿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的知识

点。还可以在空白处记录相关网站、文章等。

2.如何考试

一是卷面要整洁。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而书写工整、段落

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评分。二是在答题时，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能随意地回答，要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认真钻研指定教材，

明确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对考生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

导他们防止自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考生将识记、领会与应用

联系起来，有条件的应适当组织考生开展科学研究实践，学会把基础知识和理论

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高考生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与一般之分，但考试内容

是全面的。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

核知识点，在此基础上突出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与兼顾一般相结合，防止

孤立地抓重点，甚至猜题、押题。

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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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律、

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

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方针

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来确定考

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考试

命题要覆盖到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

2.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部分占 15%，

领会部分占 30%，简单应用部分占 35%，综合应用部分占 20%。

3.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课程内容、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的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4.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要求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运用。不应出与基本要求

不符的偏题或怪题。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念。

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7.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

论述题等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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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Na+
由细胞膜低浓度一侧向高浓度一侧的转移，属于（ ）

A.单纯扩散 B.易化扩散 C.主动转运 D.胞饮

参考答案：C

二、名词解释题

1.肽

参考答案：一个氨基酸的α-羧基和另一个氨基酸的α-氨基脱水缩合而成的化合物叫肽。

三、简答题

1.简述植物性神经系统对心脏功能活动的影响。

参考答案：

心脏受心交感神经与心迷走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双重支配。

心交感神经起自脊髓胸腰段，兴奋时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作用于心肌细胞膜上的β1 受

体，使心脏出现正性作用，心率加快、房室传导时间缩短，使心收缩力增强，心输出量增加，

血压升高；

心迷走神经来源于延髓迷走神经背核和疑核，其兴奋时，末梢释放乙酰胆碱，作用于心

肌细胞膜上的 M受体，使心脏出现负性作用，心率变慢、心收缩力减弱、传导速度减慢，心

输出量下降，血压下降。

四、论述题

1.以糖皮质激素为例，试述下丘脑-腺垂体-靶腺轴的主要激素组成及其相互关系。

参考答案：

下丘脑-腺垂体-靶腺轴的主要激素组成：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ACTH）、糖皮质激素（GCs）。

相互关系：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

（1）下丘脑-腺垂体-肾上腺皮质轴调节系统

下丘脑 CRH 神经元接受神经系统其他部位传来的信息，通过释放 CRH，经垂体门脉系统

作用于腺垂体，促进 ACTH 的合成和释放，腺垂体分泌的 ACTH 作用于肾上腺皮质，促进糖皮

质激素（GCs）的合成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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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糖皮质激素的反馈调节

在下丘脑-腺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中糖皮质激素对 CRH 和 ACTH 均有负反馈调节作用。血

液中糖皮质激素（GCs）浓度过高时，可反馈性作用于下丘脑 CRH 神经元和腺垂体 ACTH 细胞，

减少 CRH 和 ACTH 的合成和释放。ACTH 也可反馈性地抑制下丘脑 CRH 神经元的活动。通过负

反馈调节，维持血液中糖皮质激素的相对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