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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叶以来，生命科学迅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化给整个自然科学、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
来的巨大影响，以及生命科学与人类未来的密切关系，使生命科学已成为2l世纪重点发展的学科或产
业之一。
时代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现代生物学知识应是新世纪高素质、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
才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学习生物学
类课程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迄今，全国已有40余所高校为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开设了生物学类基础课程，有的高校已将生物学课
程列为面向全校的必修课。
生命科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揭示生命之秘，探索生命本质，推动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不仅需要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在理论上的交叉融合，同时也有赖于科学实验的交叉渗透。
因此，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学习生物学基础实验技术，也必然成为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
节。
而在教学实践中，学生要求开设生物学实验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鉴于新世纪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和非生物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以及目前尚缺乏适用面较
宽的实验指导教材，基于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多年来为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开设生物学实验课已积累
的教学经验，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我们两校在各自原有教材基础上合作编写了这本《生命科学导论实
验指导》。
　　根据非生物学类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生物学知识基础、实验基础和动手能力的不同，以及对生物学
实验的要求不同，从认识生命、认识生命科学、初步学习基础生物学实验方法技术并通过实验激发学
习兴趣和启迪联想思维等不同层面的教学目标出发，我们组织了从分子到细胞到个体水平的22个实验
，并分为四个部分（即四个层次）进行编写。
第一部分观察性实验，从宏观到微观，纵观生命世界的多样性；了解生命的基本结构单位和某些生命
运动；学习普通光学显微镜的使用方法和简单制片染色技术。
第二部分检测性实验，包括人和动物基础生理、遗传，环境微生物和发酵产物的检测，叶绿体色素的
提取和检测等方面的基础实验技术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同时加深对生命、对环境、对人类自身的认识
。
第三部分解剖与标本制作，学习常用实验动物和花的一般解剖方法，以及昆虫展翅标本的制作方法，
进一步认识生命体结构与机能的相互关系及生物与环境的密切联系。
第四部分生化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包括蛋白质提取、酶活性测定、核酸的提取和检测，质粒DNA转化
和PCR技术等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基本技术方法的学习训练，有助于从分子水平上认识生命的本质。
　　考虑到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的生物学知识基础，教材中每个实验都有相关的基础知识介绍，并注
重实验材料易得、方法易行，可操作性强、实验结果明显。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22个实验，适应面广，实用性强，可供各类高校根据需要和具体条件酌情选做部分
实验或某些实验中的部分内容。
每个实验后有思考题，可启发学生思维，开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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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命科学导论实验指导》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
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与“生命科学导论”课程和系列教材相配套，适应高校非生物类专业生物学基础教学需要的实验指导
教材。
全书共22个实验，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观察性实验，第二部分为测性实验，第三部分为生物解
剖与标本制作，第四部分为生化及分子生物学实验。
每个实验都有相关基础知识介绍；实验材料易得，方法易行，并经编者所在高校多年数学实验证明可
操作性强。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实验，适应面宽，实用性强，可供各类高校非生物学类不同学科专业根据需要和具
体条件选做。
实验后有思考题，可启发学生思维，开阔思路。
　　本书适用于各类高等院校非生物类专业生物学基础实验数学，也可供生物学专业有关实验课和中
等学校生物学实验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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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观察性实验　　实验一　植物多样性的观察　　实验二　动物多样性的观察　　实验
三　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　　实验四　细胞的生命活动　　实验五　人体器官系统　　实验一　植物
多样性的观察　　一、基础知识　　自地球上出现原始生命以来，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至今在地球
上200多万种生物中，有一类能够进行光合自养生活的，对人类极其重要的生物——我们称它为植物，
包括澡类、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等多种类型。
各类植物的大小、形态结构、寿命和生活习性、营养方式、生态适应和生态习性等多种多样，它们共
同组成了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的植物界。
　　现存植物已知种类达40余万种，它们广泛分布于地球表面。
从热带的雨林、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温带的针叶阔叶混交林到寒带的草甸；从海底森林——褐藻、
平原的栽培植物、丘陵山地的森林到高山的矮灌丛。
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植类型上，磆体现在形态结构上，如最小的植物要用显微镜观察，而北美的巨
杉，可高达142m；最简单的植物——衣藻只有一个细胞，而种子植物是具有复杂结构并有根、茎、叶
等分化的植物体。
植物寿命长短也不一，寿命长的可生活一千多年以上（银杏），而短命菊只需一周就可完成整个生活
史。
有的植物生活在陆地上，有的生活在水中，有的需要强烈阳光，有的则喜欢光弱阴暗的地方；绝大多
数自养，但也有异养⋯⋯植物的多样性，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植物有机体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
经过长期不断的遗传、变异、适应和选择第一系列的矛盾运动，有规律地演化而成的。
其演化规律是从原核到真核、从水生到陆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
　　二、实验目的　　通过植物界各大类群代表植物的观察，了解并掌握各类植物的共同特点，了解
植物从水生到陆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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