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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中的地位 动物生理生化是专业课程，相对于报考的专业来

说，这门课程的成绩会对录取有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复试

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考核是与专业课相关的，不仅包括各专

业指定要求的复试书目，初试时的考核要求也会有很大部分

的涉猎。大多数专业的考核成绩按照初试60%，复试40%来计

算。因此，不仅要对初试的科目进行准备，对于复试也要做

好充分的应对。 二.动物生理生化的特点 动物生理生化是由

动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两门课程结合起来考察的。动物生理

学更多地从器官和系统方面来研究动物生理机能，而生物化

学则是更多地从分子方面和化学反应方面来研究各种新陈代

谢。动物生理学的特点是名词和概念比较多，这些需要牢牢

记住，各个器官的作用和某一系统的作用也是考察重点。生

物化学的特点是具体的生化反应过程比较多，各种物质的代

谢过程和蛋白质、核酸的结构是考察重点。 三.2008年动物生

理生化考纲的变化 08年农学实行全国统考，动物生理生化由

全国统一命题。全国统一命题能使各高校的同类专业按照统

一的标准来选拔学生。但是每个学校的个性化要求在笔试中

就无法体现，所以必然会加大对专业课的考察。由于统一命

题的缘故，这一部分的要求基本不可能在初试中体现出来，

只能在复试中加强考核。相对的，在初试这一块就会相对的

简单一些。尽管08年是第一次统一命题，和往年相比有很大

的区别，大家在复习的时候没有真题可以去依据，但考察的



科目变化不是特别大，原来各个学校的真题还是有很大的参

考价值。今年有统一的考试大纲，大家可以依照大纲来复习

各个知识点。在命题方面，命题的老师主要来自中国农业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他们还是会延续原来

的考试模式。 动物生理生化的考察难度本来就不是很大，统

考后的大纲要求，在基本知识点不变的基础上，从考察形式

上进行了一些改变，主要表现在增加了实验题。动物生理生

化的试卷结构试这样的：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其中动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各占50%。主要题型有：单项

选择题，简答题，实验题，分析论述题。新增的题型为实验

题，共考2小题，每题10分，共20分。单选题和简答题是比较

基础的题型，考的知识点也相应比较基础。分析论述题则考

察的是考生对知识体系的总体把握，对一些系统性的知识要

牢固的掌握。而新增的实验题考察的是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实验题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在知识难度不太容易考察的基

础上，从知识的灵活度上设置的考察技巧。这样就需要考生

不仅掌握单个的知识点，同时重视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形成

知识网络，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建议大家在复习的时

候将生理学和生物化学联系起来，发现其中的共同点。尽管

将两门课程综合起来出的题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是答题的

时候，如果能综合各课程的知识点来答题将会给你的试卷增

色不少。 08年的新大纲增添了新的考察方式，可以参照大纲

给出的例题来进行复习，这样能更有条理地掌握知识点，并

将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好的掌握，以及更好的应对可能结合两

科知识点出的渗透题。总之，要掌握基础的原理，融会贯通

和灵活应用的答题。 四.08年题型解析及应对策略 1.简答题 (



一)生物化学 例：三羧酸循环的主要生理意义是什么？ 答：

①产生的ATP 为糖酵解的18或19倍； ②代谢过程中逐步释放

能量存于ATP中； ③能量转化率为38%，利用率非常高。 解

析：简答题的特点是知识点比较单一，只要抓住其主要答题

点进行解答，不需要拓展。如例题问的是三羧酸循环的主要

生理意义，就只需要答生理意义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想答得

完美一点也可以把三羧酸循环的总反应方程式写上，但是不

写不会影响得分。 (二)动物生理学 例：简述影响肾小球率过

作用的因素。 答：①率过膜通透性和有效率过面积的改变 ②

有效率过压的改变 A 肾小球毛细血管压 B 囊内压 C 血浆胶体

渗透压 ③肾血浆流量 解析：和生物化学一样，动物生理学的

简答题也是对基本知识点的考察，涉及的知识点不是很多，

但是比较有联系性，答题时注意要全面，简练，抓住要点。

2.实验题 (一)动物生理学 例：设计实验说明反射弧的活动机

理。 答题解析：实验题考察的是考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对

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设计实验前要明确考题要考察的知

识点是什么，然后按照实验设计的基本程序完成设计。这道

题考察的是对反射这一概念的掌握，以及对反射活动的结构

基础反射弧的理解程度和反射活动的一般规律。首先明确实

验目的(说明反射弧的活动机理)，然后提出充分的实验原理(

如：反射是指在中枢神经系统参与下的机体对内外环境刺激

的规律性应答。反射弧包括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

传出神经、效应器；反射活动一般需要经过完整的反射弧才

能实现，如果反射弧中任一环节中断(结构或功能受到破坏)

，则反射不能发生。从刺激开始到反射出现就是反射通过反

射弧的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刺激强度越大，反射时越短，



刺激强度越小，反射时越长)。然后选择合适的实验材料和实

验用具(如：由于脊髓的机能比较简单所以常使用只损毁脑的

动物，脊蛙和脊蟾蜍)。具体的实验步骤要按照实验目的来设

计，这个实验可以通过打断反射弧的各个步骤来说明只有在

反射弧完整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反射。具体设计只要是符合实

验目的都是可以的。 (二)生物化学 例：设计实验从动物肝脏

中提取DNA。 答题解析：首先要了解DNA和RNA理化性质的

区别，明确实验原理(在浓氯化钠溶液中，脱氧核糖核蛋白的

溶解度很大，核糖核蛋白的溶解度很小。在稀氯化钠溶液中

，脱氧核糖核蛋白的溶解度很小，核糖核蛋白的溶解度很大

。因此，可利用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将脱氧核糖核蛋白

和核糖核蛋白从样品中分别抽提出来。将抽提得到的核蛋白

用SDS(十二烷基磺酸钠)处理，DNA(或RNA)即与蛋白质分开

，可用氯仿一异戊醇将蛋白质沉淀除去，而DNA则溶解于溶

液中。向溶液中加入适量乙醇，DNA即析出)。选择适当的材

料和仪器。设计具体的实验步骤。设计实验步骤的时候不需

要将具体的试剂的量标出，只需要将需要注意的步骤清晰的

表述出来。实验题主要考察的还是对知识点的掌握和应用，

解体时按照标准的实验设计格式，有条理的将具体的实验过

程描述清楚就可以了。 实验题答题总体思路：实验题主要考

察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实验的熟悉程度，而是对知识点的

灵活应用。一般而言，实验的具体操作都会在复试的过程中

进行考察，因此，初试一般还是侧重与对知识点的掌握及已

有知识的具体应用。 解题时首先要明确题目的考察目的是什

么，然后将要考察的知识点一一明确，再按照应有的实验格

式进行设计，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3.分析论述题 (一)动



物生理学 例：分析内分泌激素对动物发情周期的调控。 答：

雌性动物在性成熟以后，出现周期性的性反射和性行为过程

，称为性周期，哺乳动物的性周期称为发情周期。发情周期

分为发情前期，发情期，发情后期和间情期。在发情之初，

是雌激素积累的时期，此时雌激素浓度较低。在发情前期的

中、后期，卵泡和血液中的雌激素浓度继续上升，并出现高

峰，由于卵泡内有糖蛋白-雄激素局部正反馈作用，通过卵泡

膜细胞LH受体数量增加，最终到达雌激素分泌高峰。进入发

情期，LH高峰出现，通过刺激孕激素分泌，影响到卵内酶的

活性，而触发排卵。发情后期，LH刺激黄体细胞分泌孕激素

、雌激素，当孕酮分泌到达一定量时，对下丘脑和腺垂体产

生负反馈作用，抑制垂体前叶FSH的分泌，使雌性动物不再

表现发情。 解析：这道题主要考察两个知识点：内分泌激素

和发情周期。作为论述题，就要求回答的尽量完善。首先要

明确内分泌激素和发情周期的基本概念(这是得分点)，然后

明确发情周期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内分泌激素是不同

的。这时需要分别从这四个周期来分析内分泌激素的影响。

分析到这里，答题思路基本上就清晰了。 (二)生物化学 例：

某一肽链中有一段含15圈典型的a-螺旋结构，分析并回答

：(1)这段肽链的长度为对少纳米？含有多少个氨基酸残基

？(2)翻译的模板链是何种生物分子？对应这段a-螺旋片断的

模板链由多少个基本结构单位组成？(3)在合成这段肽链过程

中，若以氨基酸为原料，活化阶段至少消耗多少ATP？延长

阶段至少消耗多少GTP？ 解析：从题目可以看出，这是一道

综合性的大题，但是分成了若干个小问题 ，每个小问题的考

点是比较单一的。如第一小问，考察的是考生对a-螺旋结构



的掌握，包括一个螺旋的长度和所含的氨基酸残疾的个数。

第二小问考察的是对核酸，蛋白质大小的掌握。第三小问考

察的是氨基酸在合成肽链过程中ATP消耗的量，以及延长阶

段GTP的耗能情况。总体而言，这道题考察的还是基本知识

点的掌握，以及给出部分信息对知识点的推断能力。 分析论

述题答题总体思路：可以看出，分析题一般都会以几个小问

题的形式出现，每个问题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而每个问题都

是比较单一的知识点，只要对基本知识点掌握的比较全面，

答题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而论述题则发问的形式比较大，答

题的空间也相应比较广，需要对各知识形成网络的思维，能

发现各知识点之间内在的联系，并且融会贯通的使用它们。

有一定的答题难度，但是通过多做练习也能有很大的提高。 

五.重要知识点详细解析 (一)动物生理学(按知识点) 1.细胞膜

转运物质的形式，及其转运物质的方式 作答时，要分析全面

被动转运和主动转运的区别，两种转运的具体形式，各种形

式的特点。 2.细胞的兴奋性、兴奋性的变化 名词解释：兴奋

性，兴奋，记忆性内容，需回答精确。 3.刺激与反应的关系

，适宜刺激和不适宜刺激的概念，阈上刺激与阈下刺激。 明

确刺激和阈值的概念，概念清晰。 4.静息电位产生的机理，

动作电位产生的机理 名词解释：静息电位，动作电位 记忆性

内容，相互联系，相互对比进行记忆。 5.动作电位基本过程

及其兴奋性变化的关系 作答时要明确动作电位的传播过程，

理解并记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6.内环境和稳态，内环境恒

定的生理意义，注意名词解释内环境。 7.血浆、血清的概念

，二者的区别，各如何制备。 复习这类概念时，要掌握两者

的区别，不仅从概念上区分它们，还要知其本质的不同，该



题可能出实验题，需了解其具体制备方法。 8.红细胞比容，

红细胞脆性，红细胞的悬浮稳定性和血成，熟记上述概念，

并对其检测方法有所记忆，有可能涉及到实验题。 9.红细胞

，白细胞，血小板的主要生理功能 要求对上述概念熟悉，并

能区分其生理功能的不同，属于记忆性的内容。 10.血浆蛋白

的分类及其主要生理功能，血浆中的主要抗凝物质，血浆中

的纤维蛋白溶解系统。 名词解释：晶体渗透压，胶体渗透压 

熟悉它们的生理作用，将血浆蛋白和血浆进行整体性记忆，

并区分其不同。 11.凝血的过程及抗凝、促凝 作答时要点有：

各凝血因子的作用，凝血的内源性途径和外援性途径，抗凝

、促凝的概念，抗凝措施和促凝措施及其原理。 12.心动周期

中心脏的压力、容积、瓣膜和血流的变化 明确概念：心动周

期，心率，心力储备，记忆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 13.心肌细

胞的兴奋性，心肌细胞的自律性、窦性节律，心肌细胞的收

缩性、期前收缩、代偿间歇。记忆以上概念和特性。 14.心肌

的异常自身调节和等长自身调节，普通心肌细胞的动作电位

及其特点。 15.心电图、心电图波形的意义 前者可能出选择题

，后者可能出简答题。 16.血压、收缩压、舒张压的概念，影

响动脉血压的因素 17.动脉脉压，中心静脉压及测定中心定脉

压的意义，影响静脉回流的主要因素 18.微循环的三个通路及

其结构特点和功能特点 明确微循环的概念，记忆其相关知识

内容，重在记忆。 19.组织液的生成、回流及其影响因素，淋

巴液的生成、回流及其影响因素 记忆并区分两者的概念，将

两者的生成、回流及其影响因素相互对比，促进记忆。 20.心

血管反射的具体过程，肾上腺素和去肾上腺素的作用 名词解

释：正性变时作用，正性变传导作用，负性变时作用，负性



变力作用 21.呼吸的全过程 重点掌握：肺泡表面张力、肺泡表

面活性物质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生理

功能，胸膜腔内压，胸膜腔内压为负压的形成原理及生理意

义。 22.每分钟通气量和每分钟肺泡通气量的概念，正确地区

分两者。 23.氧解离曲线的生理意义 如：什么是氧解离曲线，

其生理意义是什么，曲线左移或右移的意义，其影响因素是

什么。(PO2, PCO2, pH，温度) 24. CO2对呼吸运动的影响，

缺乏CO2对呼吸的影响，呼吸运动的反射性调节有哪些， 化

学感受器的特征，化学因素对呼吸的调节 名词解释：肺牵张

反射，三级呼吸中枢的假说，中枢化学感受器 25.动物的消化

方式 记忆性内容，分三个方面，了解各种消化方式的特点。

26.胃内消化，主要内容有胃液各种成分的产生部位，胃液分

泌的头期及调节，胃液分泌的胃期和肠期。复习重点关注盐

酸的功能，胃黏液的功能，促胃液素的生理作用，胃运动的

方式，胃运动的机能，胃的排空及机理，胃运动的神经体液

调节。 从整体把握，细化各个细节，掌握基本概念，熟悉各

种机能。 27.小肠内的消化，主要内容有胰液的功能，胆汁的

功能，小肠运动的方式、特点和生理作用，小肠运动的神经

体液调节。 复习时同样从整体入手，有层次有条理的将各知

识点细化，并和胃内消化做比较分析，加强记忆。 28.尿素再

循环及其再畜牧生产中的意义 29.消化、吸收的概念，吸收的

机制，小肠是消化道吸收的主要部位的原因 30.掌握概念：能

量代谢，氧热价，呼吸商，标准代谢水平，行为性体温调节

，体表温度，体核温度，调定点学说，风土驯化，气候适应

31.体温恒定的意义，体温调节的中枢，体温调节的外周机制

，将各知识点串连起来，同时能将各概念区分清楚。 32.尿的



来源，肾小球的滤过作用，决定肾小球滤过作用的动力，影

响因素，尿生成包括的基本步骤 名词解释： 肾单位，原尿，

有效滤过压 分清原尿和血液的区别 33.肾小管和集合管重吸收

、分泌、排泄作用，影响肾小管和集合管重吸收及分泌作用

的因素，排泄的概念，尿的浓缩与稀释，终尿的概念 34.神经

元活动的一般规律 名词解释：突触，化学性突触，电突触，

突出传递 掌握化学突触传递的机理，电突触传递的机理，非

突触性化学传递及其特点，突触传递的特征。 35.反射，反射

弧，中枢神经元的联系方式及兴奋传导的特征 掌握反射弧的

各部分组成及其活动机理，突触后抑制，传入侧枝性抑制，

回反性抑制，突触前抑制，感受器的一般生理特性(换能作用

，适应现象，对比现象，后作用) 36.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

调节，需要掌握的概念：牵张反射，腱反射，肌紧张，去大

脑僵直，姿势反射，状态反射，翻正反射。熟悉各种调节特

点，小脑调节躯体运动的作用，大脑皮层的调节。 37.条件反

射，向来是考察重点，需掌握其概念，条件反射建立的条件

，条件反射的消退，条件反射的分化，条件反射形成的机理

，条件反射的生物学意义。动力定型。 38.激素的来源，生理

作用 对各种激素的作用要明确，并且对于其来源，功能都要

区分开来。这里是单项选择的考察重点，在简答和分析题中

也会有所涉及。 重要的知识点：激素信息传递的方式，激素

的分类，产生部位，化学性质，主要功能，含氮激素的作用

机制，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制，加压素的生理功能，催产素

的生理功能，下丘脑释放激素的种类和生理作用，生长素对

机体生长发育的影响，加压素的生理功能，催产素的生理功

能，下丘脑释放激素的种类和生理作用，生长素对机体生长



发育的影响，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对代谢的影响，甲状

腺功能的调节作用，胰岛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的调节。 39.

精子生成的调节，影响精子生成的因素，精液的组成和生理

作用 基本的概念，需要熟记 40.初情期、性成熟、体成熟，排

卵，需要掌握概念，自发性排卵，诱发性排卵，能说出它们

的区别，卵泡发育的调节，排卵的调节 41.发情周期 这是一个

重要的知识点，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比较多，诸如：发情周期

的分期，发情周期的调节，都是考察重点。 42.射精，受精，

受精部位，受精过程，精子获能，顶体反应，透明带反应 43.

妊娠，掌握各种激素对其的调节，分娩，分娩的过程，分娩

的发生机制 44.乳腺发育的调节作用，初乳的重要性，初乳和

常乳有什么不同，排乳的反射性调节的过程 需要掌握的概念

有：泌乳，乳腺的发育，激素对其调节，将各个知识点连接

起来记忆，如乳的分泌，乳的生成，乳的分泌过程。 (二)生

物化学(按知识点) 1.20种氨基酸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理化性质 

复习时要重点把握：氨基酸的两性性质，等电点和光吸收性

质，并熟悉在什么状态下氨基酸时酸性，什么状态下氨基酸

是碱性。 2.蛋白质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蛋白质的四种

结构方式 掌握：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者 名词解释：一级结构

，二级、三级、四级结构，并掌握这四种结构之间的关系 3.

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的主要性质 重点为：一

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高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名词解释：

两性解离，等电点，光吸收，变性，复性，牢记概念，在选

择题和大题中都会有所体现。 4.酶的概念，酶的结构与功能

的关系，酶催化的机理 复习时重点掌握：酶的化学本质，酶

催化反应的特点，同时熟悉同工酶的概念。 记忆性的还有酶



促反应动力学，即影响酶促反应速度的因素，重点是抑制剂

对酶促反应的影响。 5.水溶性维生素在代谢中所起的作用，

维生素C的生理作用，几种脂溶性维生素的重要作用 要点：

维生素B1,B2,B6,PP和泛酸，它们发挥作用的活性形式 6.糖是

动物体主要的供能方式，供能的化学过程，糖的分解供能过

程 名词解释：糖酵解，柠檬酸循环 掌握糖酵解、柠檬酸循环

，乙酰辅酶A的形成的具体过程 7.磷酸戊糖途径的反应和意义

，糖异生作用的生物学意义及反应途径 复习时抓住：反应途

径进行适当记忆，反应的意义和其他途径的意义作比较。 8.

糖原的合成与分解 9.葡萄糖、脂肪、蛋白质三大物质的转换

枢纽 几种代谢的连接点，容易出答题，需要关注。 10.生物氧

化的概念和特点 记忆性内容，能灵活应用。 11.两种呼吸链的

组成及其作用机理，胞液中NADH氧化时的穿梭作用和特点

，ATP的重要作用，氧化磷酸化的概念及其抑制 将两种河西

联的组成和机理进行比较再记忆，能分辨其不同点，ATP的

作用是记忆性内容，掌握氧化磷酸化的概念 12.脂肪的分解与

合成途径，脂肪酸的B-氧化的过程及产生能量的计算，脂肪

酸的合成代谢过程 掌握脂肪酸的合成和分解代谢发生的部位

及两种转运系统，记忆概念B-氧化，其产能的计算过程可能

会出问答题 13.蛋白质的营养作用 掌握要点：必须氨基酸的概

念，蛋白质营养价值的概念。 14.氨基酸的脱氨基、脱羧基作

用 掌握具体的过程，记忆概念脱氨基、脱羧基。 15.氨的代谢

要点： 重点关注尿素的生成a 酮酸的代谢。 16.DNA碱基组成

的特点，DNA的二级结构，DNA 复制的基本过程及忠实性的

保证 记忆重点：中心法则，半保留复制，冈崎片断，起始、

延长、终止的过程以及其中酶的作用。突变的种类，修复的



种类。 17.转录的概念及过程，翻译的概念及过程 两者进行对

比联想记忆，过程种区别及相同点。 18.遗传密码，起始密码

，终止密码 选择的可能性很大，也有可能出分析题，明确其

概念和特点。 19.DNA重组技术和PCR技术 20.体液的概念，

体液的交换，水平衡，电介质的平衡及调节 21.钙、磷在体内

的分布及其生理作用，影响钙、磷吸收的因素，钙磷代谢的

调节 22.酸碱平衡的意义和体内的三种调节方式 23.血液中血

浆蛋白质的功能 24.红细胞代谢的特点 25.血红蛋白的合成和

分解代谢 26.免疫球蛋白的的概念和功能 将各种细胞和蛋白的

概念分清楚，了解其不同的功能及联系，能进行区分，记忆

时进行对比和联想。 六.参考书目 1、《动物生物化学》 农业

出版社(三版) 周顺伍 2、《动物生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

秀平 3、《家畜生理学》农业出版社(四版)陈杰 尽管由于统考

没有给出指定的参考书目，但是沿用以往的参考书目还是比

较合适的，因为基本知识点的变化并不大，只要掌握基本知

识对于新题型还是不用过于担忧的。以上列的是往年该科目

的参考书籍，知识结构及体系都是比较完整的，便于考生自

学和复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