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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兽医微生物及免疫学》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动物医学专业（专升本）

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设置本课程，旨在向考生介绍兽医微生物的病原微生物的形

态结构、分离培养、分类鉴定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及兽医免

疫学的畜禽免疫系统、抗原、抗体、免疫应答以及免疫学技术，提高应用兽医微

生物和免疫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明确兽医微生物学诊断方法和免疫学技术的

基本程序与规范，了解该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新技术、新方法。

《兽医微生物及免疫学》这门课程实践性与理论性并重，属于一门应用性基

础理论课程。根据上述特点，本课程既考核兽医微生物及兽医免疫学的基本概念

与基本理论，也考核分析与解决兽医微生物及兽医免疫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使得考生能够：

1.系统学习和掌握微生物的生物学特征，即微生物的形态与结构、生理生化、

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生态分布、传染，外界环境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以及免

疫学基础、免疫学反应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2.掌握病原微生物的形态观察、分离培养、分类鉴定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3.掌握兽医临床常见的病原微生物特性及其微生物学诊断方法，为动物疫病

防控打下坚实基础。

4.了解该课程的发展动态和新技术、新方法。

三、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为：微生物的形态与结构、生理生化、生长繁殖、遗传变异、

生态分布、感染、外界环境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以及动物的免疫系统组成、抗

原、抗体、补体、免疫应答及调节、变态反应、抗感染免疫等。

本课程的难点为：兽医临床常见的病原微生物特性及其微生物学诊断方法，

免疫学技术及其在畜牧业生产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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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考核目标

《兽医微生物及免疫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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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和免疫的概念及规律的

基本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微生物和免疫概念及规律的内

涵及外延，理解相关知识的区别和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兽医微生物及免疫学的各种基本概念和重要理

论知识，做出正确的疾病诊疗程序。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掌握的知识，对畜牧业临床疾病进行分析和

进行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诊断，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绪 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介绍什么是微生物，微生物学的研究任务、内容和目的；通过对微生物

学及免疫学发展史的学习，进一步了解微生物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并认识该课程的

基本概貌。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微生物的类型与基本特征

识记：①微生物的概念；②微生物的类型；③微生物的特点。

（二）微生物学与畜牧微生物学

领会：①微生物学的研究内容；②微生物学的发展；③畜牧微生物学的研究

内容。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微生物的概念和微生物的特点。

本章难点：①微生物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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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核细胞微生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细菌的概念，细菌的大小、形态和排列，细菌的结构，细菌的观察方法，

细菌的生长代谢和繁殖，细菌的人工培养，细菌的分类和命名。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细菌

识记：①细菌的概念、大小、形态、排列、基本结构、质粒、特殊结构、生

长和繁殖规律；②观察细菌的方法，放大倍数；③细菌吸收营养物质的方式；④

培养基的概念和分类，菌落；⑤细菌的分类和命名。

简单应用：①细菌的营养类型以及物质的运输方式；②细胞壁的主要功能；

③细菌吸收营养物质的方式；④革兰氏染色。

综合应用：①革兰氏染色可以将细菌分为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的原因；②

细菌的生长曲线、分期和特点。

（二）其他原核细胞微生物

识记：①螺旋体、支原体、立克次体和衣原体的概念。

领会：①螺旋体、支原体、立克次体和衣原体的培养；②螺旋体、支原体、

立克次体和衣原体的致病性。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细菌、培养基、细菌生长曲线、螺旋体、支原体、立克次体和

衣原体的概念；②革兰氏染色；③细菌的结构及其功能；④细菌的人工培养。

本章难点：①革兰氏染色的原理。

第二章 真核细胞型微生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真菌的概念、分类、特性及其在畜牧业的应用和存在的危害；掌握真菌

生长繁殖的条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真菌

识记：①真菌的概念；②真菌的外形分类；③霉菌的繁殖方式；④霉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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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真菌的分布与分类；②真菌病的微生物学诊断。

简单应用：①真菌的生长繁殖的条件。

（二）藻类（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三）原生动物（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真菌的概念和生长繁殖的条件。

本章难点：①兽医临床常见的几种重要真菌致病原因。

第三章 非细胞型微生物——病毒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病毒的形态结构、增殖和人工培养及分类命名；掌握病毒的致病作用和

干扰现象；掌握噬菌体和亚病毒的概念、种类和特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病毒

识记：①病毒、病毒子、噬菌体、灭活、干扰素等基本概念；②病毒的基本

特征；③病毒的形态、大小与结构；④病毒的化学组成；⑤病毒分类和命名机构。

领会：①病毒的化学成分及其功能；②病毒的干扰现象；③动物病毒分类的

现状。

简单应用：①病毒的复制周期；②病毒的干扰现象。

综合应用：①病毒的人工培养方法及其优缺点。

（二）噬菌体和亚病毒

识记：①噬菌体、亚病毒、朊病毒基本概念；②噬菌体的形态。

领会：①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

简单应用：①亚病毒的分类。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病毒的概念、基本特征及其化学组成；②病毒的复制周期；③

病毒的人工培养方法及其优缺点；④噬菌体、灭活、干扰素的概念。

本章难点：①病毒的致病作用和干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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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和作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正常畜禽体中、正常饲料植物体中以及土壤、水和空气中微生物的分布、

作用及检测方法；了解微生物在自然界物质循环转化中的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正常动物体的微生物

识记：①无菌动物、无特定病原动物的概念。

领会：①微生物在土壤、水、空气、正常动物体的分布情况和作用；②微生

物在自然界物质循环转化中的作用。

简单应用：①消化道微生物菌群的平衡及其意义。

（二）正常饲料植物体中的微生物（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三）土壤、空气和水中的微生物（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四）微生物在自然界物质循环转化中的作用（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无菌动物、无特定病原体动物的概念。

本章难点：①正常菌群的生理学意义。

第五章 环境因素对微生物的作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灭菌、消毒、防腐、无菌、抑菌作用、杀菌作用和抗菌作用的概念；掌

握物理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掌握常用防腐剂、消毒剂的种类及其用途；掌握常

用的抗微生物药物；掌握共生、拮抗、寄生和协同的概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

识记：①灭菌、消毒、防腐、无菌、抑菌作用、杀菌作用、无菌法、过滤除

菌、高压灭菌、巴氏消毒法、共生、拮抗、寄生、协同等基本概念。

领会：①应用物理、化学、生物方法控制微生物生命活动的基本技术及其在

生产实践中的意义；②影响化学消毒剂作用的因素；③常用防腐剂、消毒剂的种

类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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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影响微生物的物理因素；②常用的几种消菌灭菌方法。

综合应用：①干热灭菌法和湿热灭菌法的类型。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灭菌、消毒、防腐、无菌、抑菌作用、杀菌作用和抗菌作用等

概念。

本章难点：①外界因素对细菌的影响。

第六章 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微生物表型变异常见的种类及机理，了解微生物变异株的获得及遗传性

的保存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常见的微生物变异和微生物变异的机理

识记：①遗传、变异、S-R 变异、转化、转导、接合、基因突变、基因转移

等重要概念。

领会：①微生物变异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②微生物变异株的获得及遗传

性的保存。

简单应用：①常见的微生物变异。

（二）微生物变异株的获得和遗传性的保存（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常见的微生物变异；②基因突变和基因转移的概念。

本章难点：①微生物变异的机理。

第七章 畜禽免疫基础知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免疫系统的组成，抗原和抗原决定簇的概念、特性及分类；掌握免疫应

答的种类和特点；掌握抗微生物感染的免疫；掌握变态反应的概念和典型案例；

掌握免疫学检测技术的原理；掌握免疫学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免疫系统、抗原、免疫应答、抗感染免疫和变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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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免疫、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细胞因子、抗体、抗原、完全抗原、

半抗原、抗原决定基、免疫应答、佐剂、单克隆抗体、变态反应、Ⅰ变态反应、

Ⅱ变态反应、Ⅲ变态反应、Ⅳ变态反应、疫苗、免疫血清、佐剂等概念；②免疫

器官、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免疫器官的概念与组成；③干扰素的生物学活性；④

抗体分类、抗体的结构、抗体的生物学作用；⑤构成完全抗原的基本条件；⑥适

应性免疫应答的基本过程；⑦菌体抗原；⑧抗原提呈、细胞免疫应答、体液免疫

应答；⑨变态反应的类型。

领会：①抗原的分类；②佐剂的作用机理；③免疫应答调节（抗原的调节、

抗体的调节、免疫细胞的调节、独特型网络调节）；④常见的免疫分子的概念；

⑤补体激活的途径；⑥临床常见的变态反应。

简单应用：①抗原提呈、细胞免疫应答、体液免疫应答。

综合应用：①机体抵抗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的免疫机理。

（二）免疫学检测技术和免疫学在畜牧业生产中的应用

识记：①抗原抗体试验的基本特点和影响因素；②弱毒疫苗和灭活疫苗的特

点；③疫苗免疫预防应注意的事项；④免疫失败的原因。

简单应用：①常用的血清学试验；②疫苗免疫预防应注意的事项和疫苗免疫

失败的原因。

综合应用：①免疫预防。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免疫系统、抗原、免疫应答、抗感染免疫和变态反应中的概念；

②免疫系统、抗原、适应性免疫应答和抗体的生物学作用；③抗原抗体试验；④

弱毒疫苗和灭活疫苗的特点；⑤疫苗免疫预防应注意的事项和疫苗免疫失败的原

因。

本章难点：①免疫预防。

第八章 饲料微生物（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九章 乳和乳制品中的微生物（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十章 肉和肉制品中的微生物（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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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蛋和蛋制品中的微生物（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十二章 皮毛中的微生物（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十三章 畜禽的病原微生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病原微生物致病性和毒力相关的概念；掌握感染发生的条件和过程；掌

握感染的微生物学诊断及防控措施。掌握兽医临床上重要致病性细菌的病原特点、

致病特性、微生物学诊断及防控方法或措施。掌握真菌的概念、形态特点、培养

特性以及微生物学诊断程序；掌握致病性真菌的致病特性、微生物学诊断及防控

方法或措施。掌握兽医临床上重要病毒的病原特点、致病特性、微生物学诊断及

防控方法或措施。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病原微生物和感染

识记：①病原微生物、病原性、侵袭力、感染、水平传播、垂直传播、败血

症等基本概念；②毒力测定的方法以及常用的指标；③外毒素和内毒素的区别；

④感染发生的条件；⑤微生物学诊断内容和步骤；⑥防控感染的综合性措施。

简单应用：①外毒素和内毒素比较。

综合应用：①微生物学（细菌和病毒）诊断内容和步骤；②从检、养、防、

治四个方面制定防控感染的综合性措施。

（二）畜禽的病原菌、病原真菌和病毒

识记：①兽医临床上重要致病性细菌的病原特点；②兽医临床上重要致病性

细菌的致病特性；③兽医临床上重要致病性病毒的病原特点；④兽医临床上重要

致病性病毒的致病特性；⑤兽医临床上重要病毒的致病特性。

领会：①兽医临床上重要致病性细菌的培养特性、生化特性；②兽医临床上

重要病毒的分类地位、形态特点、核酸特性等；③兽医临床上重要病毒的培养特

性。

简单应用：①引起动物腹泻的病原。

综合应用：①引起动物流产的病原和病原特性；②兽医临床上禽流感等重要



第 10 页 共 14 页

病毒的微生物学诊断。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病原微生物和感染。

本章难点：①兽医临床上重要致病性细菌和病毒的病原特点、致病特性、微

生物学诊断。

第十四章 实验指导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显微镜的使用和细菌基本形态、构造的观察。掌握细菌涂片和组织触片制备

方法，掌握革兰氏染色、美蓝染色、瑞氏染色等常用方法。制备培养基的一般原

则和要求；熟悉常用基础培养基的制备过程。细菌的分离培养、移植和观察。真

菌的分离培养和观察病料的采集、包装和运送。常用免疫学技术操作。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细菌常用染色方法和培养基制备

识记：①革兰氏染色方法的步骤和结果判断；②配制培养基的基本原则和要

求。

领会：①掌握细菌涂片和组织触片制备方法；②细菌的分离、移植培养的方

法，掌握细菌药敏试验方法；③熟悉常用基础培养基。

简单应用：①培养基制备的基本过程。

（二）病料送检和常用免疫学技术

识记：①病料的采集、包装和运送的基本原则；②常用免疫学技术的名称。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细菌常用染色方法和培养基制备。

本章难点：①病料送检和常用免疫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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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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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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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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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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则列出了考生学习本门课

程的基本内容与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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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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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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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微生物学》第六版，陈金顶、黄青云主编，中国

农业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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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联系实际，包括联系兽医临床的实际，运用兽医微生物学和兽医免疫学

的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考生应以改革的意识、科学研究的意识，满腔热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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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中发现和提出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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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作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

很好的理解。用“学习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书

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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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空白处记录相

关网站、文章。

2.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在答题时要回答所问的问题，而不是回

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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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占 30%，领

会占 15%，简单应用占 35%，综合应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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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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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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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细菌的休眠结构是（ ）

A.鞭毛 B.细胞壁 C.荚膜 D.芽胞

参考答案：D

二、名词解释题

1.微生物

参考答案：微生物是指个体微小（一般肉眼看不见或看不清）、通常须借助显微镜才能

看见的生物类群的总称。

三、简答题

1.细菌革兰氏染色的操作步骤及其结果判定方法。

参考答案：

操作步骤如下：

（1）结晶紫初染 1-2 分钟，水洗；

（2）碘液媒染 1 分钟左右，水洗；

（3）95%乙醇脱色 30 秒-1 分钟，水洗；

（4）沙黄复染 1 分钟左右，水洗。

其结果是革兰氏阳性菌呈现蓝紫色，革兰氏阴性菌呈现红色。

四、论述题

1.试述细菌的生长曲线是什么？各时期有何特点？

参考答案：

将细菌接种与液体培养基并置于适宜的温度中，定时取样检查活菌数，可发现其生长过

程具有规律性。以时间为横坐标，以活菌数的对数为纵坐标，可得出一条曲线，称为细菌的

生长曲线。

曲线可以分为 4期：

（1）迟缓期：细菌适应新环境，菌体增大，代谢活跃，但细菌数并不增加；

（2）对数期：细菌生长迅速，活菌数以几何级数增长，该期的病原菌致病力最强，其

形态染色特性及生理活性均较为典型；

（3）稳定期：细菌繁殖速度下降，新繁殖的活菌数与死菌数大致平衡；

（4）衰亡期：细菌大量死亡，死菌数超过活菌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