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0《普通动物学》考试大纲 

考试目标： 

通过对动物学相关理论的学习，正确理解生命的含义，树立正确的动物观和人文观，并

具备利用动物学知识体系，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考察学生对普通动物学主要理

论知识系统的理解与掌握，具体涉及动物的分类单元、形态结构、个体或种群生长发育与遗

传、起源与分布，以及和历史发展、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发展中涉及到的生命活动的特征和

规律。考试内容以无脊椎动物为主，辅以脊索动物门相关章节的部分内容。 

考试内容： 

1．生物（动物）分类 

了解动物学发展简史、重点涉及生命及生命现象、生物分界、动物的特征与组成、动物

学科分类与研究方法、动物与人类及环境的关系。 

2．细胞 

细胞的组成、细胞器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生物膜及穿膜运动、细胞周期。 

3．原生动物门 

原生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原生动物门的分类及代表种、原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不同纲

目动物的营养与繁殖方式及其在进化中的地位、变形虫的伪足与运动方式、疟原虫的生活史

及防治策略、多细胞形成的相关假说。 

4．腔肠动物门   

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分类、形态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意义，以及与人类的关系。重

点涉及腔肠动物的体壁结构，细胞组成、原始消化循环腔。 

5．扁形动物门 

扁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意义；扁形动物的主要纲及代表种；

扁形动物门的寄生虫病的病原史及其控制；与寄生相适应的形态结构变化。重点涉及扁形动

物、皮肤肌肉囊、原肾管。组织分化、中胚层形成与功能，日本血吸虫的生活史与预防、简

述绦虫的构造和生活史。 

6．线性动物门 

线性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地位；扁形动物主要纲特征及代表种；

重点涉及几种重要的寄生虫病病原史及其控制；与寄生相适应的形态结构变化。 

7．环节动物门 

环节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意义、环节动物门的分类、三个纲的代

表中及其比较、环节动物的运动器官、蚯蚓的繁殖过程及蚓茧的形成。 

8．软体动物门 

软体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意义；软体动物门的分类、主要纲鉴



别特征比较；软体动物一些特殊结构，如齿舌、晶杆、胃盾。 

9．节肢动物门 

节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意义；节肢动物门的主要分类及主要

种类。昆虫纲是重点，主要目及代表性，昆虫口器，社会性动物，变态发育类型、排泄系统、

繁荣昌盛的原因。 

10．棘皮动物门 

棘皮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后口动物的定义及其在进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下属

各 4 目及代表种类。 

11．半索动物门 

柱头虫的结构及示意图，半索动物、隐索动物的定义。 

12．脊索动物门 

脊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脊索的定义与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意义；脊索动物

门的分类及主要亚门的代表种类；逆行变态，尾索动物、被囊动物、头索动物、脊椎动物相

关概念的理解。 

13．脊索动物门-两栖纲 

两栖纲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两栖纲的下属三个纲的特征、主要种类及在进化史上的

意义与缺陷。 

14．脊索动物门-爬行纲 

爬行动物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意义；爬行纲各目特征比较、主要种类；

重点涉及羊膜卵及羊膜动物以及羊膜的出现在动物进化上的意义。 

15．鸟纲 

鸟纲的主要特征、适应飞行的形态结构。 

16．哺乳动物 

哺乳纲的主要分类及主要种类。哺乳动物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及在进化史上的意义。

胎生、哺乳动物及其意义。 

总分值： 

150 分 

试题形式与结构： 

1.名词解释；2.选择题； 3.填空题； 4. 判断题；5. 简答题；6.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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