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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学（第2版）》由科学出版社组织全国多所高等师范院校骨干教师编写而成，全书分为植物的
细胞和组织、孢子植物、种子植物、植物的起源与演化等四个部分，共分为13章，详细介绍了植物体
的基本结构、孢子植物各类群的特征和代表植物、种子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系统分类、植物各大类群的
起源与演化等方面的知识。
《植物学（第2版）》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以及其
他相关单位植物学方面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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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0.1 植物与植物界0.1.1 生物界的划分在自然界中，生物是多种多样的，植物只是自然界多种多样
生物中的一员。
整个生物界的划分，关系到植物界的范围、细致的分类和其他研究。
生物界究竟应该分成几个界，长期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是一个悬
而未决的问题。
早在18 世纪，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C.Linnaeus ，1707 ～1778）把生物分
成植物界（Plantae）和动物界（Animalia）两界。
一般认为，动物是能运动、异养的生物，而植物多为营固着生活、具细胞壁、自养的生物。
这种两界系统，建立的最早，也沿用的最广和最久。
随着显微镜的广泛使用，人们发现有些生物兼有植物和动物的特征，比如裸藻（眼虫） ，它们是具有
鞭毛、能自由运动、没有细胞壁的单细胞生物，但体内含有叶绿体，能进行光合作用；黏菌（slime
molds）在营养期为裸露、无细胞壁、多核的原生质团，其构造、运动和摄食方式与原生动物中的变
形虫相似，但在生殖期能产生具纤维素壁的孢子，并营固着生活。
这样在动物与植物之间就失去了截然的界线。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德国著名生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在1866 年提出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之间建立
原生生物界（Protista） ，主要包括一些原始的单细胞生物，从而形成了&ldquo;三界系统&rdquo; 。
到了20 世纪，美国人魏泰克（R.H.Whittake） （1959）将不含叶绿素的真核菌类从植物界中分出，建
立了真菌界（Fungi）（或称菌物界） 。
形成了&ldquo;四界系统&rdquo; 。
1969 年，魏泰克根据细胞结构和营养类型将生物分为五界，即动物界、植物界、原生生物界、原核生
物界（Monera） 、菌物界（Myceteae） ，这个&ldquo;五界系统&rdquo;目前在国内外许多教科书中被
采用。
在20 世纪70 年代，我国生物学家陈世骧又把类病毒（viroid）和病毒（virus）另立为病毒界（Viri） ，
和植物界、动物界、原生生物界、原核生物界、菌物界共同组成了六界系统。
由于一般认为病毒不是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因此未受到重视。
可见，在不同的分界系统中，植物界的范围大小不一样。
本书作为植物学基础课教材，讲授的范围仍是两界系统中的植物范畴，但在内容排列上，采用了原核
生物和菌物的概念，将其列为独立的章节。
未采用原生生物界的概念。
0.1.2 植物界的多样性按两界系统，现在已知植物的总数达50 余万种，它们大小、形态结构、寿命、生
活习性、营养方式、生态习性多种多样，共同组成了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植物界。
在体形方面，细菌的体积很小，微球菌（micrococcus）的直径为0.2 &mu;m ；一般杆菌长2 &mu;m ，
宽0.5 &mu;m ；比细菌更小的支原体直径只有0.1 &mu;m 。
肉眼可见的种类中，有平日常见的花、草，也有参天巨树。
在内部结构方面，低等植物中的衣藻、小球藻等，仅由一个细胞组成；而实球藻则由松散联系的定数
细胞聚集形成群体类型。
随着植物的演化，首先出现了多细胞的初级类型，如紫菜、海带、地钱；继而形成多细胞的高级类型
，它们的植物体具有高度的组织分化，产生了维管组织，形成了根、茎、叶等器官，如蕨、苏铁、松
、苹果、油菜、水稻等。
植物的生命周期在不同植物中常有差别，有的细菌仅生活20 ～ 30 min ，即进行分裂而产生新个体。
一年生和二年生的种子植物分别在一年中或跨越两个年份，经历两个生长季而完成生命周期。
多年生的种子植物如菊花、杨、柳、松、柏等，可以生活多年；木本种类中，树龄长达百年、千年的
不乏其例。
就营养方式来说，植物界中绝大多数种类都具有叶绿素，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自制养料，它们被称为
绿色植物或自养植物。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学>>

但有些植物体内无叶绿体色素，不能自制养料，必须寄生在其他植物上，吸收现成的营养物质而生活
，例如，寄生在大豆上的菟丝子，以及寄生在小麦茎、叶上的杆锈菌等，它们是一类寄生植物。
许多菌类从腐败的生物体上，通过对有机物的分解来摄取生活所需的养料，它们是营腐生生活的腐生
植物。
寄生和腐生植物均属于非绿色植物或称为异养植物。
但非绿色植物中也有少数种类，如硫细菌、铁细菌可以借氧化无机物获得能量。
不同生态环境中常生长分布着不同的植物，大多数种类为陆生植物，部分种类生活在水中称为水生植
物，如常见的莲、金鱼藻等。
在其他一些特定环境中，相应地出现一些特殊类型的植物，如沙生植物、盐生植物、酸性土植物、钙
质土植物、冻原植物等类型。
植物的多样性是植物有机体在与环境长期的相互作用下，经过遗传、变异、适应和选择等一系列的矛
盾运动所产生的。
演化的趋势是由水生到陆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
演化过程中，植物还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出现新的种类，同时，人类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
，也将对植物界的繁荣昌盛产生愈来愈深远的影响。
0.2 植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及其与人类的关系0.2.1 植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1.转贮能量，为生命活动提供
能源绿色植物是自然界中的第一生产力。
它们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把简单的无机物、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复杂的有机物――糖类，并在体内进
一步同化为脂类、蛋白质等物质。
这些物质除了少部分消耗于本身的生命活动和转化为组成躯体的结构材料外，大部分以贮藏物的形式
在细胞中聚留下来。
在此过程中，太阳的光能相应地被转化为化学能储积在这些物质之中。
当异养生物从绿色植物体或死后残骸上摄取养料时，绿色植物体中的贮藏物质被分解利用，能量再度
释放出来，从而为生物的生命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能源。
2.促进物质循环，维持生态平衡植物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循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为突出的是绿色植物在光合过程中释放氧气，不断补充动植物呼吸、物质燃烧及分解时对氧气的消
耗，维持了自然界中氧气的相对平衡，与生物的生命活动关系极为密切。
碳是组成生命的基本元素，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要吸收大量二氧化碳。
长期以来，自然界中的二氧化碳能够始终维持相对平衡，除了地球上物质燃烧、火山爆发、动植物呼
吸释放出二氧化碳以外，主要依靠非绿色植物对生物尸体分解时产生的二氧化碳。
在氮的循环中，固氮细菌和少数固氮蓝藻把空气中的游离氮固定转化为含氮化合物，使之成为植物能
够吸收利用的氮。
绿色植物摄取这些含氮化合物，进而合成蛋白质，建造自身或储积体内。
动物摄食植物，又转而组成动物蛋白质。
生物有机体死亡后，经非绿色植物的分解作用释放出氨，一部分氨成为铵盐为植物再吸收；另一部分
氨经过硝化细菌的硝化作用，形成硝酸盐，而成为植物的主要可用氮源。
环境中的硝酸盐也可由反硝化细菌的反硝化作用，再放出游离氮或氧化亚氮返回大气，以后，又可再
次被固定利用。
由此可见，氮的循环也只有在植物的作用下，才能不断进行。
其他，如氢、磷、钾、铁、镁、钙等元素，也都以吸收的方式从土壤进入植物体，通过辗转变化，又
重返土壤。
自然界的物质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一方面通过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质，另一方
面又通过动、植物的呼吸作用，或者非绿色植物对死的有机体的矿化作用，使复杂的有机物分解成简
单的无机物，再度为绿色植物所利用。
在物质的合成与分解过程中，自然界的物质得以循环往复，保持相对平衡，并不断向前发展。
0.2.2 植物与人类的关系植物不仅对自然界起着重大作用，它在人类的生活中（衣、食、住、行等方面
）也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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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常的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高粱、玉蜀黍等；常见果蔬植物如桃、苹果、梨、柑橘、香
蕉、荔枝、龙眼、白菜、萝卜等；甘蔗、甜菜可以制糖；大豆、花生、油菜为重要的油料植物；棉、
大麻、苎麻、竹是纺织或造纸的原料；许多高大树木，如红松、云杉、栎树等，木材可供建筑房屋、
桥梁或制造车船等用；悬铃木、杨、重阳木等为常见的行道树种。
在农业、林业生产上，许多植物是栽种培育的直接对象。
植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无数类型的遗传性状保存在植物界的不同物种中，数十万种的植物作
为一个天然的基因库，是自然界留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对农业、林业中的引种驯化、抗病育种等工
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许多植物含有各种生物碱、苷类、萜类、有机酸、氨基酸、激素、抗生素及鞣质等，是医药的主要有
效成分。
如人参、柴胡、毛地黄、乌头、丹参、薄荷、大黄、茵陈蒿、香附子等均为重要的药用植物。
医药上常用的青霉素、土霉素、金霉素等，也是从低等植物的菌类中提制而成。
在工业方面，无论是食品工业、制糖工业、油脂工业、纺织工业、造纸工业，或是橡胶工业、油漆工
业、酿造工业，甚至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等都需要植物作为原料或参与作用。
此外，对于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绿化城市和庭园、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等方面，植物的作用和影响
都十分重要和深远。
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仅种子植物就有约3 万种，其中重要的经济植物甚多，水稻、谷子在
我国已有数千年的栽培历史。
此外，还有许多原产、特产的种类，如桃、梅、柑橘、枇杷、白菜、茶、桑、油桐、大豆、苎麻、月
季、玫瑰、牡丹、菊花、兰花、珙？
 、水仙、山茶、杜鹃花等。
被誉为活化石的银杏、水杉、水松、银杉，更属稀世珍宝。
我国的中药材资源尤为丰富，杜仲、人参、当归、石斛等均为名贵药用植物。
这些丰富的植物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0.3 植物学研究的内容和分支学科0.3.1 植物学研究的对象植物学的形成、发展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
早期的人类在采集植物充饥、御寒或医治疾病时，开始积累有关植物的知识；在之后广泛利用和栽培
繁育植物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植物的认识。
随着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有关植物知识的积累越来越丰富，从而逐渐建立了植物学这一学
科。
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的生活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主要研究植物的形态结构、生长发育、系统分类、发生发展、以及植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等内容。
0.3.2 植物学的分支学科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植物学已形成许多分支学科。
植物分类学（plant taxonomy）和植物系统学（phylogenetic botany）是根据植物的特征和植物间的亲缘
关系、演化顺序，对植物进行分类，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植物各级类群的进化系统的科学。
两者常常混用，但植物系统学更强调植物间的系统关系，即谱系。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已产生植物化学分类学、植物细胞分类学、植物超微结构
分类学和植物数值分类学等分支学科；尤其是8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分子系统学（molecular
systematics）为植物的系统发育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
另外，对应具体某一类群植物分类的研究而产生的相应分支学科有细菌学、真菌学、藻类学、苔藓植
物学等。
植物形态学（plant morphology） 研究植物个体构造、发育及系统发育中形态建立的科学，它已进一步
发展为植物器官学、植物解剖学、植物胚胎学及植物细胞学。
植物生理学（plant physiology） 研究植物生命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
近代植物生理学中各分支学科如细胞生理、种子生理、光合生理、呼吸生理、水分生理、营养生理、
开花或生殖生理及生态生理等已有很大发展，有的已形成专门学科，如植物分子生理学、植物代谢生
理学、植物发育生理学等。
与植物生理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植物生物化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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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遗传学（plant genetics） 研究植物的遗传和变异规律的科学。
由于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又发展出了植物细胞遗传学和植物分子遗传学。
植物生态学（plant ecology） 研究植物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它又可分成植物个体生态学、植物种群生态学、植物群落生态学及生态系统生态学。
植物化学（phytochemistry） 研究植物代谢产物的成分、结构、分布规律的科学，与中药有效成分、植
物系统分类有密切关系，如植物化学分类学就是一个由植物化学与分类学衍生出的交叉学科。
植物资源学（plant resources） 研究自然界所有植物的分布、数量、用途及开发的科学，与药用植物学
、植物分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有密切关系。
分子植物学（molecular botany） 这是近30 年来随着生物大分子（核酸、蛋白质）结构以及基因结构和
功能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学科，指专门研究和揭示植物材料的核酸、蛋白质等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以
及基因的结构和功能规律的科学。
它是当今植物学研究的前沿，其研究使用和方法已被植物学各分支学科所采用。
现代植物科学已进入实验科学阶段，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实验学科分支。
如实验分类学：研究植物物种及种系形成；实验形态学：研究形态发生及器官建成；实验胚胎学：研
究植物细胞、组织和器官在培养条件下胚胎的发生及建成；实验生态学：研究人工实验条件下，植物
生理生化及内部结构的变化；实验植物群落学：以人工生态环境或营造人工植物群落研究植物群落结
构动态变化。
现代植物科学常围绕一个中心，各个分支相互渗透，从多个方面进行研究。
如新近建立的系统和进化植物学（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botany ） ，是建立在植物分类学、形态学
、解剖学、胚胎学、孢粉学、细胞学、遗传学、植物化学、生态学、古植物学等学科基础上的一门综
合性学科。
0.4 学习植物学的目的和方法植物学是生物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学习植物学，一方面是使学生掌握植物学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技巧，为学好后续课程，如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态学、遗传学等课程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高等师范院校生物学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中学
生物教师，中学生物课中许多内容都涉及植物学，因此，本课程为学生今后从事中学生物学特别是有
关植物学内容的教学工作，包括课堂讲授、实验和课外活动时等做好准备。
学习植物学应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形形色色的植物类群，都是在植物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过程中有规律地演化而来的，因而植物学中充
满自然辩证法的哲理。
植物学既是一门描述科学，又是一门实验科学，因此，学习植物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植物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多样，教学内容描述多，观察现象多，所以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必须加强
观察，多做实验，增加感性认识。
要通过对各种片段和个别现象的认识，融会贯通，建立植物体形态结构和生长发育的立体观念和动态
发展的观念；要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掌握基本实验技能，用实验方法去探索植物生命现象的本质。
0.5 植物的分类等级及命名0.5.1 植物的分类方法要对分布广泛、种类繁多、结构多样化的植物进行研
究，首先必须根据它们的特征加以分门别类，建立植物界的系统。
对植物进行分类的方法可分为人为分类法和自然分类法两种。
人为分类法是指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方便或限于自己的认识，选择植物的一个或几个（如形态、习
性、生态或经济上）特征作为分类标准，不考虑植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和在系统发育中的地位的分类方
法。
如我国明朝李时珍（1518 ～ 1593）所著《本草纲目》依植物外形及用途将植物分为草、木、谷、果、
菜等五部。
又如林奈依据雄蕊的有无、数目及着生情况，将植物分成24纲，其中1 ～ 23 纲为显花植物，第24 纲为
隐花植物。
这种按人为的分类方法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称人为分类系统（artificial system） 。
人为的分类系统不能反映植物的亲缘关系和进化顺序，常把亲缘关系很远的植物归为一类，而把亲缘
关系很近的又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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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分类法是指以植物进化过程中植物亲缘关系的远近作为分类的标准，力求客观地反映出生物界的
亲缘关系和演化过程的分类方法。
依自然的分类方法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称自然分类系统（natural system） 。
建立自然的分类系统，要求人们应用现代科学的先进技术，从植物学的各个学科（例如：形态解剖学
、古植物学、植物细胞学、植物化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和植物地理学等）中去了解植物的自然性质，
确认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反映植物界的演化规律和演化过程。
自从达尔文（1859）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进化学说以后，许多分类学家就企图建立科学的自然
分类系统。
0.5.2 植物的分类单位和命名法1.植物的分类单位将植物分类的各级单位按照高低和从属关系顺序排列
起来，主要有：界、门、纲、目、科、属、种。
种是植物分类的基本单位，由相近的种集合为属，相近的属集合为科，依此类推。
根据实际需要，在部分分类单位中还可插入一些亚单位，如亚门、亚纲、亚目、亚科等。
每种植物都可在各级分类单位中表示出它的分类地位和从属关系（表0 1） 。
2.植物的命名每种植物都有其名称，但同一种植物，因语言和地区的不同，会给予其不同的名称，例
如马铃薯，我国北方称土豆，南方称洋山芋（或洋芋） ，英语称potato ，不同的国家还会有其他名称
，这种现象称同物异名（synonym） 。
另一方面，同一名称指的不是一种植物，这种现象称同名异物（anoname） ，例如我国叫&ldquo;白头
翁&rdquo;的植物有10 多种，它们分别属于毛茛科、蔷薇科等不同的科、属。
为解决这一混乱现象，给予每一种植物统一的名称，是进一步研究和成果交流的必要前提。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于1753 年发表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比较完善地创立了植物命名的
双名法（binomial system） ，在双名法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和完善，制定了《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International Cod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 ，其中对植物的命名作了详细规定，要点如下：每种
植物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名称，即用双名法定的名，也称学名（scientific name） 。
每种植物的学名必须有两个拉丁词或拉丁化的词构成。
第一个词为属名，第二个词为种加词。
属名一般用名词单数第一格，种加词一般用形容词，并要求与属名的性、数、格一致。
双名法的书写形式是：属名的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种加词全为小写。
此外，还要求在种加词后面写上定名人的姓氏或姓氏缩写，第一个字母也要大写。
如马铃薯的学名书写方式是：Solanum tuberosum L.（ ＝ Linnaeus）属名种加词定名人新发表的学名，
必须附有用拉丁文或英文正式发表的描述。
种下分类单位采用三名命名法（三名法） 。
即：属名+ 种加词+ 亚种或变种种加词。
如蟠桃为桃的变种，其学名为：Prunus persica （L.） Batsch. var. comp ressa Bean.属名种加词种定名人变
种种加词变种定名人0.5.3 植物界的主要类群在不同的生物分界系统中，植物界所包括的内容不一样。
按生物的五界系统，植物界主要包括真核藻类（或真核多细胞藻类） 、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
物和被子植物。
它们当中真核藻类、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繁殖时不产生种子，以孢子（spore）进行繁殖，称孢子植物
；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繁殖时产生种子（seed） ，称种子植物。
在两界系统中，将五界系统中的原核生物和菌物也包括在孢子植物中。
本书所包括的内容和门类有：原核生物（包括3 门：细菌门、蓝藻门和原绿藻门） ，真核藻类（包
括10 门：裸藻门、绿藻门、轮藻门、甲藻门、隐藻门、金藻门、黄藻门、硅藻门、褐藻门和红藻门） 
，菌物（包括3 门：黏菌门、真菌门和地衣门） ，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都只有
一个门。
本书从植物体的组成单位――细胞和由细胞构成的组织讲起，然后按照植物界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
到复杂的演化趋势，系统的介绍了各类群的特征、分布、分类及代表植物、个体发育，最后，基于现
阶段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植物界各类群的起源和演化，总结了植物界的演化规律，使学生掌握植物个
体发育与系统发育的基本规律，了解植物与人类的关系，为人们利用植物和改造植物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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