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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
生命科学则是研究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自然界所有生物的起源、演化、生长发育、遗传变异等生命活
动的规律和生命现象的本质，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宇宙的起源、物质的本质、生命的起源和智力的本质并称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四大难题，其中后两项均
与生命科学研究相关。
20世纪的主导科学是物理学，而2l世纪的主导科学则是生命科学，这是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也是科
学本身发展规律的体现。
因此，加强生命科学教育、普及生命科学知识是极其重要的。
　　然而，长期以来，高等农林院校的学科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在为培养专业人才这一传统教育思想
的指导下，不同专业的课程设置泾渭分明，如植物生产类专业的学生很少学习动物学知识，动物生产
类专业的学生很少学习植物学知识，经管、文法等专业的学生几乎不学习生物学知识。
动物、植物生产类各专业的学生进校后很快进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因而对生物学知识的学习
有&ldquo;只见树木不见森林&rdquo;的弊端。
这种课程体系限制了学生知识面的扩展，不利于当前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在教育部&ldquo;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rdquo;项目的推动下，四川农业
大学承担了四川省教育厅的教改项目&ldquo;面向21世纪高等农林院校生物学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
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rdquo;，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其中重要的研究成
果之一就是为大学本科生开设综合性强、内容新的&ldquo;普通生物学&rdquo;课程，以使大学生掌握
现代生物学知识，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服务。
　　四川农业大学从1999年开始面向全校生命科学类专业开设&ldquo;普通生物学&rdquo;必修课程，
面向非生命科学类专业开设&ldquo;生命科学概论&rdquo;选修课程，并于2000年编写了《普通生物学
》校内教材；2002年又对该教材进行了修订。
本书便是在上述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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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细胞生物学、生物遗传与变异、生命起源与进化、植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和环境与生态六
大部分，共分24章，内容涉及生命的起源与进化、细胞形态结构与功能、高等动植物体的结构与功能
、遗传规律及其分子基础、生物技术的原理与方法、生物类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物与环境等方
面，系统地介绍了普通生物学的主要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并及时反映了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和发展
动态。
    本书例证材料紧密结合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实际，适用于农林、师范和综合性大学的生物科
学、农学、园林、生态等各本科专业的普通生物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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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部分 细胞生物学  第一章 细胞的化学基础  第二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第三章 细胞的代谢
第二部分 生物遗传与变异  第四章 孟德尔遗传定律  第五章 染色体遗传学说  第六章 基因及其表达与调
控  第七章 生物技术第三部分 生命起源与进化  第八章 生命的起源  第九章 生命的进化  第十章 生物类
群及生物多样性第四部分 植物生物学  第十一章 植物的组织  第十二章 植物营养器官的形态与结构  第
十三章 植物的繁殖  第十四章 植物的营养与运输  第十五章 植物的生长及其调控第五部分 动物生物学  
第十六章 动物的组织、器官与系统  第十七章 动物的保支持与运动  第十八章 动物的营养、交换与运
输  第十九章 动物的控制和防御  第二十章 动物的繁殖与发育第六部分 环境与生态  第二十一章 生物与
环境  第二十二章 生物种群和群落  第二十三章 生态系统  第二十四章 人与环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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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对各类生物的形态结构、生活习性、利用价值等积累了许多知识，并加
以比较研究，根据它们的异同点，划归为不同的等级和类群。
但由于人们对生物界的认识有一发展过程，同时往往又基于某些应用上的需要，因而对生物界的分类
出现了不同的分类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分类系统。
　　早期的生物分类主要根据对生物形态结构的观察和某些功能器官的认识，以及习性和用途的了解
，人们按照使用的方便，选择一个或几个特征作为分类的标准，这样的分类称为人为分类。
例如，我国明朝李时珍（1518-1593）在《本草纲目》中，将植物分为草、谷、菜、果和木等五部；将
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和兽等五部；人另属一部。
18世纪，瑞典分类学家林奈（Linnaeus）根据植物雄蕊的有无、数目，把植物界分为一雄蕊纲、二雄
蕊纲等24纲。
虽然注意了以植物本身的特征对植物进行分类，但他的分类系统总的来说还是人为的。
现今经济植物学中往往以油料、纤维、芳香及药用等用途对植物进行分类。
这些分类方法和所建立的分类系统都是人为的，不能反映出植物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次序。
　　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使人们认识到生物是长期演化发展形成的，各种生物之问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亲缘关系。
分类学的重点开始从对种本身的描述，转到探讨建立生物界符合自然发展的进化谱系。
这种根据生物问亲缘关系对生物进行分类的方法称为自然分类。
以自然分类方法建立的分类系统就称为自然分类系统。
随着生物学科的发展和其他学科的渗透，现代分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生物分类学家力求建立一个能反映生物界亲缘关系和演化发展的自然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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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普通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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