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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其研究成果正在逐步运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不断进步，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正在不断与其他学科交叉，产生新的交叉学科
，并同其他学科一道，共同推进科学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在一定意义上讲，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既是古老的学科，也是新兴的学科。
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人类关注生命现象的历史极为久远，甚至开始对生命科学进行系统观察、研
究，对生物技术进行利用的历史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之所以“新兴”，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对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的研究还
有更多未知的规律等待人类探索。
　　伴随着其他学科技术的进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步入快速成长期。
克隆羊的诞生、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人类及动物胚胎干细胞技术、动植物转基因技术等正在对人
类科学的进步与社会发展产生空前的推进作用。
人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
21世纪，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必将对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重大变革，这也是我国赶超世界发
达国家科技水平最有前途和希望的领域。
　　当今，人类知识呈现“爆炸式”增长。
21世纪学科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多学科交叉，这就意味着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将对许多过去看似
不相关的学科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仿生学、生物能源、生物传感器、人工智能控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不断渗透到机械、制造、加工、
建筑、船舶、石油等各个领域。
同时，21世纪是知识型经济，对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培养的人才具有广博的基础知识。
在现今社会中，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知识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引起重视，其全方位发展呼唤我国高等教
育培养出更多高水平复合型科技人才，将其与计算机、外语一样，作为非生物类专业的共同课程已经
成为一种共识。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编写了这本适合于非生命科学专业研究生、本科生公共课，以及生命科学及
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基础课的教材。
本书在阐述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原理的同时，尽可能突出涉及生命科学
与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注重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与工科及其他学科的交叉，力求通俗易懂、深
入浅出，做到知识性、系统性、生动性的统一。
　　本书共分十章，第二章、第五章由天津大学季静编写，第一章、第四章由天津大学王罡编写，第
三章由淮海工学院王萍编写，第六章由天津大学季静、宋英今、关春峰编写，第七章由南京工业大学
姜岷编写，第八章由天津大学杨少辉编写，第九章由天津大学张秦英编写，第十章由天津大学王洁华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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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第2版)》突出介绍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各领域的新进展和发展趋势。
在内容编排上，注重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与工科及其他学科的交叉，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做到
知识性、系统性、生动性的统一。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非生命科学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公共课教材以
及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也可供综合性大学、农业及医学类等高等院校的教师、
研究生、本科生及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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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活动的过程、规律以及生命体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生命科学中重大
现象和科学规律的揭示及进展，使人类认识自我、认识生命世界逐步深入。
生命科学是生物技术发展的基础和主要知识源泉，为人们发展医药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等提供理
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在世界上，就目前人类的认知水平，可以总结出5种基本运动形式，即机械运动（如杠杆原理等
）、物理运动（光、电、磁等）、化学运动（氧化还原反应等）、生命运动（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等）
和社会运动（人类各种活动规律等），前4种运动形式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后者则是属于社会科学，
这5种基本运动形式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的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认知世界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人类也必将越来越有能力在复杂的运动
形式领域取得突破性的发现。
　　回顾科学发展史，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类取得的最重要的发现无疑主要集中在物理学及化学研
究领域，这一观点可以从历史上我们熟悉的牛顿、居里夫人、门捷列·夫，直到爱因斯坦这些举世闻
名的科学巨匠们的工作中得到印证。
进入到20世纪的后50年中，生命科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生命科学世纪的到来已日见成熟，而1997
年体细胞克隆羊“多莉”的降生则标志着21世纪这一生命科学世纪的提前到来。
　　（二）生物的分界　　生物的分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完善的。
最早将生物仅划分为植物和动物两界，随后，出现了三界及四界分类系统。
随着电子显微镜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观察到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在结构上的差异，基于前人的工作基
础，1969年魏泰克（Whit-taker）提出了生物的五界分类系统：将原核生物（prokaryote）划分为原核
生物界（Monera），真核生物（eukaryote）中的单细胞及群体单细胞生物划分为原生生物界（Protista
），进一步依据营养方式的不同，将多细胞生物划分为真菌界（Fungi）、植物界（Plantae）和动物界
（Animalia）。
虽然有关生物的分界尚存在不同观点，但由于该五界分界系统较好地反映出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历程，
因而成为目前学术界应用较为广泛的分类系统。
在各种有关生物分界的观点中，应该提到的是我国学者陈世骧提出的在上述五界生物分界系统的基础
上，将病毒独立为病毒界的观点，由于我们提到过病毒作为生命形态的特殊性，该观点在分类上具有
较为充分的依据。
　　二、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发展概况　　人类对生命较为系统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主
要集中在古希腊。
尽管由于历史发展水平的限制，有些观点是片面的，但其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是不
容忽视的，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
　　早在这一时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0～公元前546）就提出，最早产生的是水
生生物，之后一部分水生生物逐渐适应了陆地上的环境，形成陆生生物，甚至人类也是起源于某种类
似于鱼的动物，其根据是婴儿在母体内的环境是水。
这在某种意义上讲，距提出“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理论仅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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