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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本书第一版与读者见面已经6年有余。
承蒙全国各院校以及读者的厚爱，第一版连续印刷了9次（包括台湾繁体字版）。
在这段时间里，生命科学延续了20世纪末强劲的发展势头，新的科学成就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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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广发编著的《现代生命科学概论(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首先介绍了生命科学简史及
发展动向，然后按照生物分类等级分述各大门类生物的主要特征。
接着从微观层次逐步向宏观层面展开，依次论述生命体的物质基础，构成生命体的基本单位，生命体
的新陈代谢，高等植物的结构、功能和调控，高等动物的结构、功能和调控，生物繁殖，胚胎发育与
个体发育，遗传与变异，生物进化与进化论，生物与环境，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污染与环境保
护等内容。
本书通过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描述，使读者对生命科学的全貌有了基本的认识，对日新月异的生命
科学新进展有所了解。

《现代生命科学概论(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可供大中专院校学生、中学教师和准备参
加研究生入学考人员参考，也可供企事业单位的有关人员了解生命科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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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生命科学研究的范畴极其广泛，并已和许多学科交叉形成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新兴学科。
生命科学涉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各类型生物的结构、功能，各种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生物
同环境复杂而密切的相互关系等领域，已经成了农业、林业、医药卫生、水产及相关产业的基础学科
。
甚至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在他们做出决策以前，也往往需要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进行考虑
做出抉择。
　　生命科学的研究从宏观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1.核心层次　包括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学
科。
生命科学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从20世纪中叶开始已深入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几乎所有的生命科学本质
问题，都得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去解决不可。
自1973年基因工程诞生以来，科学家已经可以在生命的最核心领域“动动手术”，极大地促进了生命
科学的发展。
21世纪初，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已经完成，人类在分子水平认识自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细胞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结构单元，各种具有独立代谢能力的生命体无一例外。
虽然细胞生物学的建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与发现，但是对细胞生物学的深
入探究依然是解决生命科学诸多关键问题的突破口与着眼点。
　　2.个体生物学层次　对多个物种及类群的结构、功能以及生命活动规律逐一进行研究是本层次的
主旨内容。
经过无数生物学工作者的努力，在生物演化的纵向上，已形成了多个以类群划分的学科，如藻类学、
昆虫学、鱼类学等。
从深入阐明生命体遵循的共同规律出发，也逐步建立了遗传学、生理学、解剖学、进化生物学、发育
生物学等综合性科目。
在这些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农、林、牧、渔、医、药、食品等许多行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革，甚至
是革命性的飞跃。
抗生素的发现，使发酵工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辟了人类医疗史的新纪元。
1997年2月，一头经无性繁殖——克隆技术降生的“多莉”绵羊，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这项重大的科技成果，不仅大大推动了基础生物学、医学生物学和药物开发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而且
它将可能成为21世纪关系到国家经济甚至国家安全的一项战略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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