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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生命科学迅猛发展，生命科学与数理化各个学科交叉愈来愈多。
近30年来，屡屡出现化学家或物理学家因与生命科学交叉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奖。
为了主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学科交叉时代的到来，全国很多高校都针对非生物学专业学生开设了生
命科学课程。
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普及生物学知识、认识人类自身，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各个学科间的合作与交流，
从不同角度对生命现象进行思考和探索，携手揭示生命的奥秘，以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
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能够应对21世纪种种挑战的创新型的优秀人才，本教学组于2004年提
出对非生物类专业的所有本科生开设必修课程——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是立足于高等院校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使用的公共课教材。
本书根据生命科学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共编排了10章，内容涉及总论、生命的物质基础、生命的新陈
代谢、生命的自我调控、细胞与细胞工程、基因与基因工程、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生物与环境、生
物多样性及保护、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伦理和生命科学与社会发展等内容，分别从不同角度对
生命科学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本书内容新颖、概念准确、文字通俗易懂，通过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描述，使读者对生命科学的全
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全书分为十章，各章（节）的执笔作者分别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
九章，李金亭、段红英、邱宗波、代西梅、侯小改、郭君丽；第五章第一、二、三节，赵红艳；第五
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杨建伟、李冰冰、宋鹏、邓小莉。
　　由于生命科学导论所含内容广泛，生命科学前沿和生物技术发展迅速，又限于我们的知识结构、
专业方向和研究水平，书中的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大家为本书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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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命科学中重大而基本的内容为主线，概述了生命科学各主要分支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动态
，向读者展示了生命科学的全景，内容涉及生命的物质基础、生命的新陈代谢、生命的自我调控、细
胞与细胞工程、基因与基因工程、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生命与环境、生物多样性及保护、现代生物
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伦理和生命科学与社会发展等内容。
本书内容新颖，概念准确，语言深入浅出，文字通俗易懂，使读者对生命科学的热点与重点问题能有
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立足于高等院校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使用的公共课教材，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帮助他们确立科学的现代生命观。
同时也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农林、医药院校有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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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生命的新陈代谢　　第一节　生命新陈代谢的本质和特点　　任何活着的生物都必须不
断地摄取食物，不断地积累能量，还必须不断地排泄废物，不断地消耗能量。
这种生物体内同外界不断进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就是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是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特征。
新陈代谢是生物体内全部有序化学变化的总称。
它包括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两个方面。
物质代谢：是指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物质的交换和生物体内物质的转变过程。
能量代谢：是指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能量的交换和生物体内能量的转变过程。
在新陈代谢过程中，既有同化作用，又有异化作用。
同化作用（又称合成代谢）是指生物体把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的营养物质转变成自身的组成物质，并且
储存能量的变化过程。
异化作用（又称分解代谢）是指生物体能够把自身的一部分组成物质加以分解，释放出其中的能量，
并且把分解的终产物排出体外的变化过程。
　　人和动物摄入外界的物质（食物）以后，通过消化、吸收，把可利用的物质转化、合成为自身的
物质；同时把食物转化过程中释放出的能量储存起来，这就是同化作用。
绿色植物利用光合作用，把从外界吸收进来的水和二氧化碳等物质转化成淀粉、纤维素等物质，并把
能量储存起来，就是同化作用。
异化作用是在同化作用进行的同时，生物体自身的物质不断地分解变化，并把储存的能量释放出去，
供生命活动使用，同时把不需要和不能利用的物质排出体外。
　　各种生物的新陈代谢在生长、发育和衰老阶段是不同的。
幼婴儿、青少年正在长身体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物质来建造自身的机体，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同化
作用占主导位置。
到了老年、晚年，人体机能日趋退化，新陈代谢就逐渐缓慢，同化作用与异化作用的主次关系也随之
转化。
动物冬眠时，虽然不吃不喝，但是新陈代谢并未停止，只不过变得非常缓慢。
新陈代谢是生命体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过程，如果新陈代谢停止了，生命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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