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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3医药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现代分子生物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创世说与进化论 

考点：细胞学说 

考点：经典生物化学和遗传学 

考点：DNA 的发现与基因学说的创立 

考点：不同遗传方式的发现 

考点：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引言 

（1）分子生物学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从而阐明生命现象本质的科学。 

（2）广义的分子生物学：蛋白质及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功能的研究都属于分子生物学的

范畴，即从分子水平阐明生命现象和生物学规律。 

（3）狭义的分子生物学：主要研究 DNA 的复制、转录、 表达和调控等过程，以涉及与这些

过程相关的蛋白质和酶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4）分子水平的生物学研究正在影响着传统生物学的各个领域。 

 

1.创世说与进化论 

（1）19 世纪中叶以前，神创论或称特创论一直占据着生物学的主导地位。 

（2）拉马克是科学进化论的创始者，他认为生命是连续的，物种是变化的，环境改变是物种

变化的原因，即：变异＝适应。 

（3）1859 年达尔文《物种起源》证明所有生物来自共同的祖先，生物按照自然选择法则在变

异、在进化，即：变异＋选择＝适应。 

（4）进化论学说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点：遗传和变异，繁殖过剩，生存斗争，适者生存。 

 

2.细胞学说 

（1）17 世纪末 Leeuwenhoek 发明了第一台光学显微镜。 

（2）1838 年 Schleiden 和 Schwan 证明动植物由细胞组成。 

（3）1858 年 Virchow 提出了细胞学说。 

（4）细胞学说的主要内容： 

①生物是由细胞和细胞的产物所组成。 

②动植物都是由单细胞发育而来。 

③所有细胞在结构和组成上基本相似。 

④新细胞是由已存在的细胞分裂而来。 

⑤生物的疾病是因为其细胞机能失常。 

 

3.经典生物化学和遗传学 

（1）生物化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①生物体内各种化合物的组成、含量、结构、化学性质和功能等。 

②生物体内各种化合物是怎样分解与合成，相互转化与相互制约以及物质转化过程中的能量

转换等问题。 

（2）经典遗传学由孟德尔提出再由摩尔根完善。 



①孟德尔根据对豌豆的有性杂交试验结果提出了遗传学的第一和第二定律——分离定律和自

由组合定律。 

②摩尔根用果蝇做材料，将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提出了遗传学的第三定律——连锁交换定

律。 

 

4.DNA 的发现与基因学说的创立 

（1）摩尔根学派的出色工作使基因学说得到普遍承认。但人们对基因的本质仍缺乏准确的物

质内容。 

（2）1928 年 Griffith 等在活体内完成肺炎球菌的转化实验。1944 年 Avery 在离休条件下完成

了肺炎球菌的转化实验，证明 DNA 是遗传信息的载体。 

（3）1952 年 Hershry 发现在噬菌体感染细菌时，DNA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4）1953 年 Watson & Crick 提出了 DNA 双螺旋模型，并对模型的生物学意义作出了科学的

解释和预测。由此诞生了分子遗传学。 

 

5.不同遗传方式的发现 

（1）目前的科学研究以现在，地球上主要的生命体都是使用同一套标准遗传密码。 

（2）标准遗传密码的构成要素包括：DNA 序列、mRNA 序列、密码子、反密码子、氨基酸、

氨酰 tRNA、蛋白质序列。 

（3）绝大多数以 RNA 作为遗传物质的病毒也使用这套标准遗传密码。 

（4）朊病毒（prion）好像是以“蛋白质→蛋白质”的方式复制，实际上仍受正常细胞 DNA

的控制，是细胞内蛋白质在分子水平上的病变。 

【核心笔记】分子生物学简史 

1.人们对动物和植物的研究经历了三个水平 

整体水平（形态, 解剖, 分类）：植物学；动物学 

细胞水平：细胞生物学 

分子水平：分子生物学 

 

2.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孕育阶段（1820~1950 年） 

①确定了蛋白质是生命的主要基础物质 

②确定了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是 DNA 

（2）创立阶段（1950~1970 年） 

①遗传信息传递中心法则的建立 

②对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进一步认识 

（3）发展阶段（1970 年以后） 

①重组 DNA 技术的建立和发展 

②基因组研究的发展 

③单克隆抗体及基因工程抗体的建立和发展 

④基因表达调控机理   

⑤细胞信号转导机理研究成为新的前沿领域 

 

3.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内容 

（1）生物体内的有机大分子都是以碳原子为核心，以共价键的形式与氢、氧、氮、磷、硫等

以不同方式构成。 

（2）不同生物体内的种类有机大分子都是由相同的单体组合而成。 

（3）生物有机大分子组成与结构的基本原理: 

①构成不同生物体种类有机大分子的单体都是相同的。 

②所有大分子的结构都遵循共同的规律。 

③特定生物体内的核酸和蛋白质决定自身的属性。 

（4）分子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①重组 DNA 技术（基因工程） 



可被用于大量生产某些在正常细胞代谢中产量很低的多肽，可用于定向改造某些生物的基因

组结构，可被用来进行基础研究。 

②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 

信号转导研究，转录因子研究，RAN 剪接。 

③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结构分子生物学） 

④基因组、功能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研究 

 

4.展望 

（1）分子生物学已经渗透到生物学的几乎所有领域 

（2）分子生物学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带头学科 

（3）21 世纪是生命科学世纪，生物经济时代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

物信息学、信号跨膜转导成为新的热门领域  

（4）21 世纪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态势 

对生命现象的认识从单基因水平向全基因组整体水平发展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技术从

较长期的积累走向应用 



第 2 章  染色体与 DNA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细胞－染色体－DNA 

考点：真核生物染色体的组成与结构 

考点：DNA 复制的延长阶段以及参与的酶和蛋白质分子 

考点：DNA 复制的调控 

考点：DNA 复制的方向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染色体的组成与结构 

1.细胞－染色体－DNA 

（1）真核细胞的结构 

原核与真核染色体 DNA 比较 

①原核生物中一般只有一条染色体且大都带有单拷贝基因，只有很少数基因〔如 rRNA 基因〕

是以多拷贝形式存在； 

②整个染色体 DNA 几乎全部由功能基因与调控序列所组成； 

③几乎每个基因序列都与它所编码的蛋白质序列呈线性对应状态。 

（2）染色体的形态示意图 

 

 
（3）人类染色体的编号 



《中药化学》考研核心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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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3医药综合考研辅导课件 

 

《现代分子生物学》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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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3医药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现代分子生物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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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3 医药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现代分子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反转座子 

【答案】以 RNA形式移动的转座子，DNA元件转录成 RNA，再逆转录 DNA，然后插入基因组中某一新位

点。 

 

2． 选择性剪接 

【答案】真核细胞基因转录出的前体 的剪接过程中，内含子或外显子是否出现在成熟的

中是可以选择的，这种剪接方式称为选择性剪接。通过不同的剪接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 。 

 

3． 克隆载体 

【答案】携带插入外源片段的质粒或噬菌体，从而产生更多物质或蛋白质产物。 

 

4． 信号传导 

【答案】指受体和配体在细胞表面作用并传递引发细胞内途径信号的过程。 

 

5． 转录因子 

【答案】在转录起始复合体的组装过程中，与启动子区结合并与 RNA聚合酶相互作用的一种蛋白质。

某些转录因子在 RNA延伸时一直维持着结合状态。 

 

6． 转座酶 

【答案】催化转座子插入新位点的酶。 

 

7． 转化 

【答案】细菌接纳外源 DNA而引入新的基因标记。 

 

8．  

【答案】复制叉，是双螺旋 DNA两条亲本链分开使复制进行的部位。 

 

9． 顺式作用位点 

【答案】只影响处于同一 DNA分子上的 DNA序列，此性质通常暗示该位点不编码蛋白质。 

 

10．DNA探针 

【答案】是带有标记的一段已知序列 DNA，用以检测未知序列、筛选目的基因等方面广泛应用。 

 

11．自主控制元件 

【答案】玉米中一种具有转座能力的转座元件。 

 

12．基因 

【答案】产生一条多肽链或功能 RNA所必需的全部核苷酸序列。 

 

13．遗传密码的简并性 

【答案】由一种以上密码子编码同一个氨基酸的现象称为密码的简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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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模板链 

【答案】双链 DNA中，可作为模板转录为 RNA的 DNA链，该链与转录的 RNA 碱基互补（ ， ）。

在转录过程中，RNA聚合酶与模板链结合，并沿着模板链的 方向移动，按照 方向催化 RNA的合

成。 

 

15．抗原提呈细胞 

【答案】是能捕获和处理抗原，形成抗原肽—MHC 分子复合物呈递给 T 细胞，从而激发后者活化、增

殖的一类免疫细胞，是免疫应答中的重要辅助细胞，主要有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等。 

 

16．起始因子（原核中 ，真核中 ） 

【答案】在蛋白质合成起始阶段特异性作用于核糖体小亚基的蛋白质。 

 

17．  

【答案】 :反式剪接，由来自不同基因 剪接形成成熟 的剪接方式。 

 

18．同源域 

【答案】或称同源结构域，指 DNA 结构域中含有一段相同的保守序列，由 60 个氨基酸组成的螺旋—

转折—螺旋结构的区域。 

 

19．奢侈基因 

【答案】只在某特定的细胞类型中表达或者只在发育阶段的某些时期表达的基因叫做奢侈基因。 

 

20．转座子 

【答案】能将自身插入基因组新位置的 DNA序列。是存在于染色体 DNA上可自主复制和位移的基本单

位。 

 

21． 的三叶草型结构 

【答案】 的二级结构呈三叶草型，由二氢尿嘧啶环（DHU 环）、反密码环、额外环和胸苷、假

尿苷、胞苷环和氨基酸臂组成。 

 

22．第二信使 

【答案】激素与受体结合后，靶细胞内有膜外激素信号转导的某些小分子化合物，如 、 、

、 、 等，在激素作用中起信息传递和放大作用。这些靶细胞内的小分子化合物成为第二信使。 

 

23．RNA加工 

【答案】将一个 RNA原初转录产物加工成成熟 RNA分子的过程。加工包括从原初产物中删除一些核苷

酸，添加一些基因没有编码的核苷酸和对那些碱基进行共价修饰。 

 

24．应答元件 

【答案】现代分子生物学上把能与某个（类）专一蛋白因子结合，从而控制基因特异表达的 DNA上游

序列称为应答元件。它们与细胞内高度专一的转录因子相互作用，协调相关基因的转录。 

 

25．同源异型突变 

【答案】果蝇的某些突变能引起严重的发育紊乱。例如有一类显性突变，称为触角足突变，能够使果

蝇头上触角部长出脚来。这种脚与正常的脚形状相同，但生长的位置却完全不同。这种现象称为同源异型

现象引起同源异型现象的突变则称为同源异型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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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核心启动子 

【答案】是指保证 RNA 聚合酶 转录正常起始所必需的、最少的 DNA 序列，包括转录起始位点上游

处的 TATA盒。单独起作用时只能确定转录起始位点并产生基础水平的转录。 

 

27．文件不存在或是被锁定! 

【答案】 

 

28．非复制型转座 

【答案】指转座子将供体部位序列直接移到新的位点（通常产生一个双链断口）。 

 

29．端粒酶 

【答案】是核糖体蛋白酶，能通过加入单个碱基在端粒末端产生重复单位。 

 

30．scRNPs 

【答案】scRNAs与蛋白质结合形成的小核糖体蛋白颗粒。 

 

31．基因家族 

【答案】一组功能相似且核苷酸序列具有同源性的基因，可能由某一共同祖先基因产生。 

 

32．增强子 

【答案】是一个顺式作用序列，能使和它连锁的基因转录频率明显增加的 DNA序列，能够在启动子任

何方向以及任何位置（上游或者下游）作用。 

 

33．弱化子 

【答案】是指当操纵子被阻遏，RNA 合成被终止时，起终止转录信号作用的那一段核苷酸。弱化子对

基因活性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前导序列 的结构而起作用的，起调节作用的是某种氨基酰— 的浓

度。 

 

34．核外基因 

【答案】核外的、定位在细胞器，如线粒体或叶绿体中的基因。 

 

35．切除修复 

【答案】通过移开受损伤和错误配对的 DNA序列，在双链中通过合成与保留链互补的正确新链来替换

它们的 DNA修复系统。 

 

36．复制体 

【答案】一种多蛋白复合体，包含 DNA聚合酶，引发酶，解旋酶，单链结合蛋白和其他辅助因子。复

制体位于每个复制叉处进行细菌染色体 DNA复制的聚合反应。 

 

37．持家或组成型基因 

【答案】是那些（理论上）在所有细胞中都表达的基因，因为其功能对任何细胞型都是必要的。 

 

38．hnRNA 

【答案】由 RNA聚合酶 II产生的核基因转录无。它有宽广的范围和低的稳定性。 

 

39．帽子结构 

【答案】通过倒扣 GTP 和特殊的甲基化修饰而加在真核 mRNA5′端的特殊结构，可保护 mRNA的稳定，

形似帽子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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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HOX基因 

【答案】包括同源框的哺乳动物基因簇，单独成员与黑腹果蝇中 ANT-C和-BX-C座位相近。 

 

41．末端反向重复 

【答案】在一些转座子末端以相反方向出现的、小的相关或同样序列。 

 

42．基因工程 

【答案】指在体外将核酸分子插入病毒、质粒或其他载体分子中，构成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使之进

入原先没有这类分子的寄主细胞内并进行持续稳定的繁殖和表达的过程。 

 

43．复制原点 

【答案】复制起始处的一段 DNA序列，在大肠杆菌大约 245bp。 

 

44．管家基因 

【答案】某些基因产物对生命全过程都是必需的或必不可少的。这类基因在一个生物个体的几乎所有

细胞中均表达，被称为管家基因。 

 

45．Alu家族 

【答案】人类基因组中一系列分散的相关序列，每个约 300bp长。每个成员其两端有 Alu切割位点（名

字的由来）。 

 

46．自杀基因 

【答案】将某些细菌及病毒中特有的药物敏感基因转导入肿瘤细胞，使肿瘤细胞产生某些酶类，将原

来无毒的抗病毒药物或化疗前体药物代谢转化成细胞毒性产物而杀伤宿主细胞，这种使肿瘤细胞自杀的基

因称为自杀基因。 

 

47．孤独基因 

【答案】在独立位点上发现的单个基因，但它与一个基因簇相关。 

 

48．短散布序列 

【答案】基因组的一种形式。其中，300bp的中等重复序列与 1000bp左右的非重复序列交替出现。 

 

49．终止子 

【答案】在一个基因的末端往往有一段特定顺序，它具有转录终止的功能，这段终止信号的顺序称为

终止子。终止子的共同顺序特征是在转录终止点之前有一段回文顺序，约 7~20 核苷酸对。 

 

50．不依赖ρ因子的终止子 

【答案】DNA上能够引起大肠杆菌聚合酶在没有ρ因子的情况下外终止转录的序列。 

 

51．切除修复 

【答案】切除修复：细胞内最重要的修复机制，主要由 DNA聚合酶 I及连接酶执行。（豆丁华╞研а

电子书） 

 

52．多聚核糖体 

【答案】是一条 mRNA 上结合多个参加翻译的核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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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23医药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浙江中医药大学 623医药综合之中药化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中药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选择题 

1． 可水解鞣质二聚体、三聚体的划分依据是__________A.结构中含糖(或多元醇)的数目 

B.结构中含没食子酰基的数目 

C.水解后产生糖(或多元醇)的种类 

D.水解后产生酚酸的种类 

E.结构中含酚酸的种类 

【答案】A 

 

2． 需经适当加热，方可溶于氢氧化钠水溶液的萜所具有的基团或结构是__________ 

A.内酯 

B.醇羟基 

C.羧基 

D.糖基 

E.酚羟基 

【答案】A 

 

3． 既不溶于酸又不溶于碱的化合物是__________ 

A.棕榈酸 

B.大黄酸 

C.山莨菪碱 

D.南瓜子氨酸 

E.蔊菜素 

【答案】E 

 

4． 吸附柱色谱法分离生物碱常用的吸附剂是__________ 

A.硅胶 

B.氧化铝 

C.聚酰胺 

D.活性炭 

E.硅藻土 

【答案】B 

 

5． 1-羟基蒽醌的 IR光谱中，羰基峰的特征是__________ 

A.1675cm-1处有一强峰 

B.1675~1647cm-1和 1637~1621cm-1范围有两个吸收峰，两峰相距 24-38cm-1 

C.1678~1661cm-1和 1626~1616cm-1范围有两个吸收峰，两峰相距 40~57cm-1 

D.在 1675cm-1和 1625cm-1范围有两个吸收峰，两峰相距 60cm-1 

E.在 1580cm-1处有一个吸收峰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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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色谱法分离萜类化合物，最常用的吸附剂是__________ 

A.硅胶 

B.酸性氧化铝 

C.碱性氧化铝 

D.葡聚糖凝胶 

E.聚酰胺 

【答案】A 

 

7． 碱性最强的生物碱类型为__________ 

A.酰胺生物碱 

B.叔胺生物碱 

C.仲胺生物碱 

D.季铵生物碱 

E.两性生物碱 

【答案】D 

 

8． 五倍子鞣质从结构上看属于__________ 

A.没食子鞣质 

B.逆没食子鞣质 

C.可水解鞣质低聚体 

D.咖啡鞣质 

E.缩合鞣质 

【答案】A 

 

二、名词解释 

9． Liebermann-Burchard 反应 

【答案】简称 L-B反应，反应试剂为浓硫酸-乙酸苷(1:20)。 

 

10．有效部位群 

【答案】含有两类或两类以上有效部位的中药提取或分离部位。 

 

11．隐性酚羟基 

【答案】生物碱中虽然有酚羟基，但因处于两个含氧基团之间，由于空间位阻等原因无酚羟基的通性，

难溶于氢氧化钠溶液，因而称为隐性酚羟基，如汉防己乙素。 

 

12．发泡性 

【答案】皂苷水溶液经强烈振摇能产生持久性的泡沫，且不因加热而消失的性质。 

 

13．结晶 

【答案】结晶是指化合物由非晶形经过结晶操作形成有晶形的过程。 

 

三、简答题 

14．碱可催化水解何种苷? 

【答案】酯苷、酚苷、烯醇苷和β位有吸电子基团的苷类易为碱催化水解。 

 

15．蒽醌类化合物的酸性大小与结构中哪些因素有关，其酸性大小有何规律? 

【答案】蒽醌类化合物的酸性大小与取代基的类型、数量和位置有关。酸性大小的规律是:含-C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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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2个或 2个以上β-OH>含 1个β-OH>含 2个或 2个以上α-OH>含 l个α-OH。 

 

16．何谓酸碱溶剂法?在中药成分分离中如何应用? 

【答案】酸碱溶剂法是利用混合物中各组分酸碱性的不同而进行分离。可用于分离有机酸(碱)。对于

难溶于水的有机碱性成分，如生物碱类可与无机酸成盐溶于水，借此与非碱性难溶于水的成分分离;对于

具有羧基或酚羟基的酸性成分，难溶于酸水可与碱成盐而溶于水;对于具有内酯或内酰胺结构的成分可被

皂化溶于水，借此与其他难溶于水的成分分离。 

 

17．如何用正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初步判断鞣质类化合物分子量的大小? 

【答案】原料用 70%含水丙酮室温破碎提取，提取液减压浓缩至干，再用适量无水甲醇溶解，离心除

去不溶物即可用于正相 HPLC。可水解鞣质依据其分子大小及基团极性的不同，从而使其正相 HPLC 的保留

时间(tR)产生显著的正比差异。在同一流动相中，分子量越大，tR越大。 

 

18．确定甘键构型的方法一般有几种。 

【答案】利用酶水解进行测定；利用 Klyne经验公式进行计算；利用 NMR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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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药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二） 

 

一、选择题 

1． 可以区别还原糖和苷的鉴别反应是__________ 

A.Mo1ish反应 

B.菲林试剂反应 

C.碘化铋钾试剂反应 

D.双缩脲反应 

E.DD1反应 

【答案】B 

 

2． 在水中溶解度最小的小檗碱盐是__________ 

A.硫酸盐 

B.酸性硫酸盐 

C.磷酸盐 

D.盐酸盐 

E.枸橼酸盐 

【答案】D 

 

3． 螺甾烷醇型皂苷元结构中含有__________ 

A.4个环 

B.4个六元环和 2个五元环 

C.5个环 

D.6个六元环 

E.5个六元环和 1个五元环 

【答案】B 

 

4． 在苷的分类中，被分类为强心苷的根据是因其__________ 

A.苷元的结构 

B.苷键的构型 

C.苷原子的种类 

D.分子结构与生理活性 

E.含有α-去氧糖 

【答案】D 

 

5． 有一定碱性的生物碱的提取可用__________ 

A.pH11的水 

B.pH10的水 

C.pH9的水 

D.pH8的水 

E.pH1的水 

【答案】E 

 

6． 下列关于萜类化合物挥发性叙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所有非苷类单萜及倍半萜具挥发性 

B.所有单萜苷及倍半萜苷不具挥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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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分子生物学 2015-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 

 

第一篇、2022 年分子生物学考研真题汇编 

 

2022 扬州大学 657 中医基础理论与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部分）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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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如何确定苷中糖的数目？
	47. 简述鞣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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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何谓分级沉淀法?举例说明其在中药成分分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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