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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的第一版完稿于2002年末（于2003年春季出版），至今已5年。
在第一版由娄成后院士和许智宏院士所写的“序”中，都对本书编写者提出r殷切期望，要求我们随着
植物生理学的发展， 不断与时俱进地充实与完善教材内容，我们对此一直铭记在心。
在本书第一版付印后的5年间，不断地在酝酿讨论本书的再版工作。
特别是近几年，一些优秀中青年教师陆续加入我们的植物生理学教学和研究团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
尽快对原书进行修改再版的信心。
　　在8位编写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2年的艰辛工作，第二版书稿终于在2007年末完成。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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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生理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本书编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参考了国际上通行的植物生理学教材内容以及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修
改。
力图使内容达到在基础性、包容性、通用性、先进性和参考性等方面的统一。
全面阐述了植物生理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及本学科的研究前沿进展等，同时注意介绍相关实验技
术等，将研究思路、方法与理论内容有机结合。
全书分四部分（植物细胞、水分与矿质营养，植物体内的物质代谢及能量转换，植物的生长发育，植
物环境生理），共16章。
最后设有附录（植物生理学与生物技术，模式植物拟南芥，模式作物水稻），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
名词对照索引，以便相关知识查询。
    本书可作为综合大学及农林师范院校的植物生理学教材，也可供其他科研人员和中学生物教师参考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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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植物细胞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细胞不仅是有机体结构的基本单位，而且是代谢和功能以及遗传的基本单位。
同时，细胞的分裂、生长和分化也是有机体生长和发育的基础。
因此，了解细胞的生命活动是阐明有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
植物生理学主要以高等植物为研究对象，因此本章内容将以高等植物细胞为主，对其各细胞器的生理
功能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其中叶绿体和线粒体将在光合作用和呼吸代谢的有关章节中介绍，具体的
有关植物细胞功能的内容将贯穿于本书的各个章节。
　　高等植物体是由多细胞组成的。
典型的高等植物细胞如图1-1所示（见书后彩页）。
　　植物体的细胞高度分化，不同植物的细胞以及同一植物不同组织的细胞间有很大的差异。
植物细胞的大小差别很大，例如，巨型的植物细胞，如轮藻（Chara）的节间细胞可以有数厘米长，
约1mm粗细，而植物分生组织的细胞直径仅为十几微米。
大多数高等植物细胞的直径大约为几十微米。
除了细胞大小的差异，植物细胞在形态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些特定的细胞形态是与细胞的功
能密切相关的。
　　与动物细胞相比，植物细胞具有许多显著不同的特性。
高等植物的绝大多数细胞都具有坚硬的外壁——细胞壁。
植物的许多基本生理过程，如生长、发育、形态建成、物质运输、信号传递等都和细胞壁有关。
高等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在从事光合作用的高等植物细胞中具有叶绿体。
光合作用和具有细胞壁可能是植物祖先最早产生的有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征。
在许多高等植物细胞中都有一个相当大的中央大液泡，这也是高等植物细胞的重要特征之一。
中央大液泡在细胞的水分运输、细胞的生长、细胞代谢等许多方面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动物细胞而言，细胞通常有一定的“寿命”，细胞在若干代之后会失去分裂的能力，但是植物分
生组织的细胞通常具有无限生长的能力，可以永久地保持分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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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植物生理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编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参考了国际上通行的植物生理学教材内容以及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修改。
力图使内容达到在基础性、包容性、通用性、先进性和参考性等方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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