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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商学院 2023 年普通专升本

《微生物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微生物学》

二、考试方式：闭卷

三、考试时间：150 分钟

四、卷面总分：总共 200 分，其中名词解释 50 分，单选题 20 分，判断题 30 分，简答

题 40 分，论述题 60 分。

五、参考书

沈关心、徐威 主编《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年第八版

周德庆 主编《微生物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4版

六、考试基本要求

微生物学是中药学专业专升本入学考试中的考试科目，是中药学专业一门重要的

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中一门理论与实践性较强的重要基础课程，

是一门对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的学科，故本课程分为理论

讲授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实验部分另有教学大纲）。理论课教学主要讲授微生物发展

的历史、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营养和代谢特征、遗传规律、生态、传染与免疫和系统

分类等内容。

七、考试范围

【内容】

沈关心编写的《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供

药学类专业用)》分为免疫学、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在药学中的应用三大部分。为突出其

实用性，本版教材删除“感染与免疫”部分，而将其相关内容分别贯穿于细菌、真菌

和病毒等章节中，以进一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又

是紧密联系实际的交叉型应用学科，其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发展迅猛，成绩斐然。同时

为了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医药学工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更新教材内容，并强

调理论与药学应用相结合，在微生物学新理论、新技术，特别是其渗透到药学中的应

用等方面作了适当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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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细菌学概论

（一）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细菌的形态、结构与分类

1．细菌的大小与形态。

2．细菌的结构（基本结构、特殊结构）。

3．细菌的形态学检查法。

第二节 细菌的生理

1．细菌的理化性状。

2．细菌的新陈代谢。

3．细菌的生长繁殖。

4．细菌的人工培养。

5．细菌的分类与命名。

第三节 消毒与灭菌

1．物理消毒灭菌法。

2．化学消毒灭菌法。

3．影响消毒灭菌效果因素。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根据结构和组成的不同对微生物的三大分类。

2．熟悉：微生物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含义。

3．了解：微生物的分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第二章 常见的病原性细菌

（一）考核知识点

1．临床常见的化脓性球菌及主要生物学性状。

2．重点讲述葡萄球菌、链球菌、脑膜炎球菌的致病物质和所致疾病。

3．化脓性球菌的分离鉴定原则和球菌感染的防治原则。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常见化脓性球菌的种类；革兰氏染色特性。葡萄球菌 A蛋白的概念，主要性

质及生物学活性；肺炎球菌、淋球菌的主要致病物质及所致疾病；肺炎球菌、淋球菌

的主要致病物质及所致疾病；鉴定致病性葡萄球菌的主要指标及抗“O”试验原理和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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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葡萄球菌、链球菌、脑膜炎球菌、淋球菌的主要生物学性状，及脑膜炎球菌、

淋球菌感染的临床标本取材及鉴定原则。

3．了解：葡萄球菌性感染的微生物学检查与防治原则。

第二节 肠道杆菌

（一）考核知识点

1．主要的肠道杆菌及共同特性。

2．重点讲授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属，志贺氏菌属的致病物质，致病机理和所致

疾病。

3．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属，志贺氏菌属的主要生物学性状。

4．肥大氏试验的原理、意义及结果判断。

5．肠道杆菌的分离、鉴定原则及防治原则。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致病性大肠杆菌的种类及肠毒素的致病机理；志贺氏菌属的种类，志贺氏菌

属沙门氏菌属的致病物质，致病机理和致疾病；肥达氏试验的原理，意义及结果判断。

2．熟悉：肠道杆菌的分离鉴定原则（包括不同临床标本采集时间）；志贺氏菌、沙门

氏菌感染的防治原则；大肠杆菌在卫生细菌学上的意义。

3．了解：大肠杆菌、志贺氏菌、沙门氏菌的主要生物学性状。

第三节 弧菌属

（一）考核知识点

1．致病的主要弧菌及其特点。

2．重点讲授霍乱弧菌的致病物质、致病机理。

（二）考核要求

1．掌握：霍乱弧菌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致病物质、致病机理、所致疾病）。

2．熟悉：霍乱弧菌的微生物学检查法原则和防治原则

3．了解：霍乱弧菌的抗原与分型，副溶血弧菌的致病性。

第四节 厌氧性细菌

（一）考核知识点

1．临床上常见的厌氧性细菌种类，分布及主要特征。

2．重点讲授破伤风杆菌，产气荚膜杆菌和无工时胞厌氧菌的致病条件及破伤风杆菌，

产气荚膜杆菌的致病物质和致病机理。

（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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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破伤风杆菌，产气荚膜杆菌及无芽胞厌氧菌的致病条件；破伤风杆菌，产气

荚膜杆菌，肉毒杆菌的致病物质，致病机理和所致疾病。

2．熟悉：破伤风的防治原则及无工时胞厌氧菌的感染特征。

3．了解：厌氧性细菌的微生物学检查原则。

第五节 分枝杆菌属

（一）考核知识点

1．致病性分枝杆菌的种类。

2．重点讲授结核杆菌主要生物学性状、致病性、免疫性。

3．麻风杆菌和非典型性分枝杆菌的致病性。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结核杆菌的主要生物学性状，致病性，结核菌素试验原理、结果及结果解释

和应用。

2．熟悉：结核杆菌的致病机制和免疫性，微生物学检查法和防治原则。

3．了解：麻风杆菌和非典型分枝杆菌的致病性。

第六节 放线菌属

（一）考核知识点

放线菌的概念，放线菌的种类、生物学性状、致病性。硫磺颗粒。

（二）考核要求

1．熟悉：放线菌的概念，放线菌的致病性（致病特点）硫磺颗粒。

2．了解：放线菌的种类及生物学性状。

第七节 动物源性细菌

（一）考核知识点

1．人畜共患病的概念，主要的动物源性细菌。

2．布鲁氏杆菌、鼠疫杆菌、炭疽杆菌的致病性。

（二）考核要求

1．掌握：人畜共患病概念；布鲁氏杆菌、鼠疫杆菌、炭疽杆菌的致病物质和所致疾病。

2．了解：微生物学分离和鉴定原则，防治原则。

第八节 其他细菌

（一）考核知识点

1．与致病有关的其他常见细菌。

2．硫感杆菌、百日咳杆菌、绿脓杆菌的致病性。



- 5 -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流感杆菌、百日咳杆菌、绿脓杆菌的致病性（致病物质和所致疾病）。

2．了解：幽门螺杆菌、百日咳杆菌的主要生物学性状和防治原则。

第九节 支原体

（一）考核知识点

1．支原体的概念及主要生物学性状。

2．支原体的致病性及免疫性；支原体与 L型细菌的区别。

3．常见致病性支原体及所致疾病。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支原体的概念及主要特性，致病特点。

2．熟悉：常见致病性支原体及所致疾病；支原体与 L型细菌的区别。

3．了解：支原体的培养特点及抗原。

第十节 立克次体

（一）考核知识点

1．立克次体的生物学性状。

2．立克次体的致病性与免疫性。

3．主要致病性立克次体所致疾病。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立克次体的概念及重要生物学特征，共同特点，以及常见的致病性立克次体

所致疾病。

2．熟悉：致病物质；生物学特性。

第十一节 衣原体

（一）考核知识点

1．衣原体的概念，生物学性状。

2．衣原体的致病性与免疫性。

3．主要病原性衣原体及所致疾病。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衣原体的概念，共同特征，独特发育周期，沙眼衣原体所致疾病。

2．熟悉：衣原体的致病性与免疫性。

3．了解：微生物学检查法。

第十二节 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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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知识点

1．螺旋体的概念，共同特征。

2．钩端螺旋体。

3．梅毒螺旋体

4．伯氏螺旋体。

（二）考核要求

1．掌握：钩端螺旋体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及所致疾病；梅素螺旋体的形态及致病性。

2．熟悉：螺旋体的种类、微生物学检查法。

3．了解：伯氏螺旋体的致病性。

第三章 真菌学

第一节 真菌学概论

（一）考核知识点

1．真菌概念，生物学性状。

2．致病性与免疫性。

3．防治原则。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真菌的概念，真菌主要生物学特征。

2．熟悉：致病性及所致疾病。

3．了解：防治性原则。

第二节 与人类疾病有关的主要病原性真菌

（一）考核知识点

1．表皮感染真菌。

2．皮肤癣真菌。

3．皮下组织感染真菌。

4．深部感染真菌。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白色念珠菌、新型隐球菌的主要生物学性状及所致疾病。

2．熟悉：皮肤癣真菌的特性，主要种类和所致疾病。

3．了解：皮下组织感染真菌的主要种类及所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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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病毒学概论

第一节 病毒的基本性状、增殖

（一）考核知识点

病毒定义，分类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病毒体及其大小的概念；病毒体的主要化学组成，衣壳、核衣壳和壳粒的概

念；病毒的增殖方式（自我复制），复制周期与主要步骤，缺陷病毒，顿挫感染的基本

概念；病毒灭活的概念；温度敏感突变株，基因重组和整合的概念。

2．熟悉：病毒化学组成及其功能，病毒复制过程；6大类不同基因型病毒生物合成的

机制；病毒复制的干扰现象；大多数病毒对温度的敏感性。

3．了解：病毒的不同形态；重叠感染现象；多重复活，类病毒，拟病毒和朊病毒的基

本概念。

第二节 病毒的感染与免疫

（一）考核知识点

1．病毒的大小与形态。

2．病毒的结构和化学组成。

3．病毒的增殖。

4．病毒的干扰现象。

5．理化因素对病毒的影响。

6．病毒的遗传变异。

7．亚病毒。

8．病毒的分类。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的概念；病毒持续性感染（慢性感染，潜伏感染和慢病

毒感染）的基本概念；病毒整合感染及意义；干扰素概念，类型及作用。

2．熟悉：可垂直传播的病毒种类；其他类型的感染；病毒致病的其他直接与间接机制；

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机制。

3．了解：水平传播中从不同途径进入人体的病毒感染的一般规律。

第三节 病毒感染的检测与防治原则

（一）考核知识点

1．病毒感染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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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毒感染的防治原则。

（二）考核要求

1．掌握：病毒标本采集与送检原则，细胞病变效应（CPE）和蚀斑形成单位（PFU）的

概念。

2．熟悉：病毒感染的检查方法原则（病毒分离与鉴定及血清学诊断）；细胞培养的概

念及意义。

3．了解：快速诊断，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

第五章 引起人类疾病的常见病毒

第一节 呼吸道病毒

（一）考核知识点

1．流行性感冒病毒。

2．副粘病毒。

3．其他呼吸道病毒。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流感病毒分型、亚型的依据，抗原性漂移，抗原性转换的概念；风诊病毒的

垂直感染。

2．熟悉了解：呼吸道病毒常见的种类；流感病毒的致病性、致疫性、微生物学检查及

防治原则，腺病毒生物学特性与致病性。

3．了解：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知识。

第二节 肠道病毒科

（一）考核知识点

1．人类肠道病毒包括的种类及其同特性。

2．脊髓灰质炎病毒。

3．柯萨奇病毒与埃可病毒。

4．急性肠胃炎病毒。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脊髓灰质炎病毒，致病及免疫机制；柯萨奇病毒所致主要疾病；轮状病毒的

致病性及所致疾病。

2．熟悉：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抗原，微生物学检查及防治原则。

3．了解：埃可病毒及新型肠道病毒，轮状病毒生物学特性；肠道腺病毒及 Norwalk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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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第三节 肝炎病毒

（一）考核知识点

1．肝炎病毒的概况。

2．甲型肝炎病毒。

3．乙型肝炎病毒。

4．丙型肝炎病毒。

5．丁型肝炎病毒。

6．戊型肝炎病毒。

（二）考核要求

1．掌握：五种类型肝炎病毒的中英文全称及英文缩写；甲型肝炎病毒核酸类型，传播

方式，所致疾病及其特点；乙型肝炎病毒核酸类型；HBsAg、HBcAg、HBeAg 三种抗原与

HBV 生物学，致病性和免疫性的关系，传播途径，HBV 抗原抗体检测结果分析；丙型肝

炎病毒核酸类型，传播途径；丁型肝炎病毒与乙型肝炎病毒的关系。

2．熟悉：HAV 致病机制、形态结构、微生物学检查及防治原则，HBV 形态结构，致病

机制，防治原则。HCV 致病及特点；HEV 核酸类型，传播途径，致病特点。

3．了解：HBV 与原发性肝癌的关系，基因结构与复制；其它新型肝炎相关病毒 HGV/GBV-C

和 TTV。

第四节 逆转录病毒

（一）考核知识点

1．逆转录病毒科概况

2．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3．人类嗜 T细胞病毒Ⅰ型、Ⅱ型。

（二）考核要求

了解逆转录病毒概念

第五节 其他病毒

虫媒病毒

（一）考核知识点

1．虫媒病毒概述。

2．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

3．登革病毒。



- 10 -

4．森林脑炎病毒。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登革病毒，森林脑炎病毒的传播媒介，流行季节及所

致疾病。

2．熟悉：虫媒病毒的共同特征以及在我国流行的虫媒病毒的主要种类。

3．了解：其生物学性状，微生物学检查及防治原则。

疱疹病毒

（一）考核知识点

1．疱疹病毒科概况。

2．单纯疱疹病毒。

3．木痘一带状疱疹病毒。

4．巨细胞病毒。

5．EB 病毒。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单纯疱疹病毒（HSV）水痘一带状疱疹（VZV）的致病性及潜伏点，巨细胞病

毒（CMV）的致病性，EB 病毒的致病性，疱疹病毒的垂直感染。

2．熟悉：常见疱疹病毒的种类及特点，人疱疹病毒 6型与所致疾病。

3．了解：HSV、VZV、CMV、EBV 的生物学性状，微生物学检查及防治原则。

第六章 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一）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遗传的物质基础

一、DNA 作为遗传物质

二、RNA 作为遗传物质

三、朊病毒的发现与思考

第二节 微生物的基因组结构

一、大肠杆菌的基因组

二、酿酒酵母的基因组

三、詹氏甲烷球菌的基因组

四、泛基因组

五、宏基因组及宏基因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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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质粒和转座因子

一、质粒的分子结构

二、质粒的主要类型

三、质粒的不亲和性

四、转座因子的类型和分子结构

五、转座的遗传学效应

第四节 基因突变及修复

一、基因突变的类型及其分离

二、基因突变的分子基础

三、DNA 损伤的修复

第五节 细菌基因转移和重组

一、细菌的接合作用

二、细菌的转导

三、细菌的遗传转化

四、基因组测序

第六节 真核微生物的遗传学特性

一、酵母菌的接合型遗传

二、酵母菌的质粒

三、酵母菌的线粒体

四、丝状真菌的准性生殖

第七节 微生物育种

一、诱变育种

二、代谢工程育种

三、体内基因重组育种

四、DNA Shuffling 技术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基因是所有生物中编码蛋白质（经 mRNA）、rRNA 或 tRNA 的 DNA 片段或序列，

是控制某种性状或功能的遗传单位。原核生物的基因一般不含内含子。基因组是指存

在于细胞或病毒中的所有基因以及非基因的 DNA 序列组成的总称。微生物基因组一般

比较小，最小的只含 3 个基因。真核生物、真细菌和古生菌基因组有明显的不同，但

古生菌既具有前二者的某些特征，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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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质粒和转座因子都是细胞中除染色体以外的另外两类遗传因子，前者是一种

独立于染色体外，能进行自主复制的细胞质遗传因子，通常以共价闭合环状(CCC)的超

螺旋双链 DNA 分子存在于细胞中。

3.了解：基因突变分自发突变和诱发突变，后者只提高突变频率，并不改变突变的本

质。突变率与修复系统密切相关并有自身的规律性。细菌以接合、转导和转化三种主

要的途径进行水平基因转移，并且是基因定位(或作图)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实验证明

转化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发生。

第七章 微生物的分布

（一）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中的微生物

一、微生物生命系统的层次

二、生境中微生物的基本特点

三、陆生生境的微生物

四、水生生境的微生物

五、大气生境的微生物

六、污染环境下的微生物

七、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

八、动物体中的微生物

九、植物体中的微生物

十、工农业产品上的微生物及生物性霉腐的控制

十一、基础研究方法

第二节 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的角色

二、微生物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三、微生物的生物修复

第三节 人体微生物及病原微生物的传播

一、人体微生物

二、病原微生物通过水体的传播

三、病原微生物通过食物的传播

四、病原微生物通过土壤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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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病原微生物通过空气的传播

第四节 微生物分子生态学

一、新的研究平台

二、新的研究技术

三、新的理论框架

四、新的研究成果及应用

第五节 微生物与环境保护

一、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和转化

二、重金属的转化

三、污染介质的微生物处理

四、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

五、环境污染的微生物监测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微生物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微生物在自然界物质循环中的作用；

2.熟悉：微生物与其它生物之间以及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3.了解：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第八章 抗生素

（一）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抗生素的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抗生素产生菌的分离和筛选

第三节 抗生素的制备与合成

第四节 抗生素的作用机制

第五节 抗药性

（二）考核要求

1.掌握：抗生素的概念；

2.熟悉：抗生素的作用机制。

3.了解：抗生素的生物合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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