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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6年《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精装四卷本的基础上，我们又推出了《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12分
册。
这套丛书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共分《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医学》《天文地理》、《中国历
史》、《世界历史》、《语文》、《艺术》、《体育》、《成长驿站》、《社会法律》、《科学前沿
军事》12册。
与《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精装四卷本相比，12分册是增补更新版，既继承了其优点长处，又增加了
新的知识点，更新了许多数据、图片。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12分册贯穿着这样的编纂理念，即不仅要把中学生培养成为知识丰富、全面
发展的人，还要成为了解社会、善于处世的人，更要成为思维活跃、领先潮流的人。
通过使用本书，读者可以具备一个合格的中学生应该有的能力：1.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这一能力对将来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很重要。
2.对社会科学、文学、历史、地理的综合理解力。
这是基本能力培养的基础。
3.数学的实际应用和理解能力。
理解数学法则是基础，更要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4.对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与环境关系的理解力。
了解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对做出正确的决策是有益的。
5.掌握外语背景知识和了解外国文化的能力。
外语学习能锻炼记忆力、启迪思维，外国文化的学习也有助于新观念的接受。
6.熟练使用计算机和其他技术的本领。
不能满足于简单操作，应注重于了解较为复杂的问题。
7.艺术鉴赏能力。
艺术素养的提高会使中学生的素质更加完善。
8.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力。
中学生很快就要步入社会，必须对现实社会深入了解。
9.培养良好生活习惯与毅力。
注重身体、心理健康，加强身体锻炼、心理磨练，克服不良习惯，抵制不良行为诱惑，对中学生健康
成长尤为重要。
10.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精神。
这些决定着中学生的发展，影响今后的事业和生活。
本套丛书涵盖了中学期间应当掌握的所有知识内容，对中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梳理，还增加了
大量最新的实用信息，如热门专业、热门科学话题、新兴职业、新发明等，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
同时，还增加了对中学生成长问题的解决、中学生能力的培养、青春期心理问题的解惑等，这是国内
其他同类百科全书没有的，对中学生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上中学就要看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离中学生最近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素质教育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全人教育”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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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涵盖了中学期间应当掌握的所有知识内容，对中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梳理，还增加了
大量最新的实用信息，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
同时，还增加了中学生成长问题的解决、中学生能力的培养等，对中学生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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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物医学生物学生物树木、花草、虫鱼、鸟兽、人等自然界中具有生命的物体统称为生物。
它们有的生长在土壤里，有的生活在陆地上或海洋中。
生物包括病毒、原核生物、真菌、植物、动物五大类，若把原生生物分出来则为六大类。
所有的生物都表现出生命特征。
生物体具有完整的结构。
除病毒等少数种类以外，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生物体都有新陈代谢作用，都在不停地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
新陈代谢是生物体进行生命活动的基础。
生物体都有生长现象。
生物体在新陈生物的结构层次代谢的过程中，通过吸取营养物质，个体会由小长大，显示出生物体的
生长特征。
生物体都有应激性。
任何生物体对外界的刺激都能发生一定的反应。
如：植物的根向地下生长，茎具有向光性；昆虫中的蝶类在白天活动，蛾类在夜晚活动。
这是植物和昆虫对日光发生的反应。
现存大多数生物的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性都是与其生存环境大体上相适应的，不然就要被环境所淘汰。
生物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影响着环境，使环境发生变化。
生物体都能生殖和发育。
生物体的寿命总是有限度的。
但是，一般来说，生物的种类不会由于个体的死亡而导致该物种的绝灭，这是由于生物体具有生殖作
用，在自身死去的时候已经产生出自己的后代，保持了生命的连续性。
生物体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
每种生物的后代都与它们的亲代基本相同，但又不会完全相同，必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因此生物的各个物种既能基本上保持稳定，又能向前发展进化。
所有这些特征，是生物所具有而非生物所没有的，也就是生物区别于非生物的特点。
生物分类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目前已定名的就有200多万种。
为了避免混乱，人们想了许多办法给生物进行分类、编号。
2000多年前，中国有本叫《尔雅》的古书，谈到了动、植物的分类，把植物分为草、木两类，动物分
为虫、鱼、鸟、兽。
18世纪，瑞典科学家C．von林奈比较科学地把动植物分门别类，发明了流传至今的双命名法。
这是用拉丁文给每一种生物起两个名字：一个是它的属名，一个是它的种名，由两个用拉丁文表示的
名字，就是这种生物的正式学名。
例如：稻的学名是0ryzaSativa，前面的那个拉丁文单词是稻的属名，后面是它的种名。
19世纪生物学家根据生物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进行分类，认为能把无机物制造成有机养料来提供自身营
养的叫“植物”，自己不能制造有机养料而必须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生活的叫“动物”。
后来科学家们又定出了生物分类的等级，即界、门、纲、目、科、属、种。
界是最大的分类单位，往下依次递小，在越是大的分类单位中，生物彼此的共同特征越少，亲缘关系
越远；在越是小的分类单位中，共同特征越多，亲缘关系越近。
生物学实验生物学实验能使我们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通过主动
参与和体验各种探究活动，可以提高我们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是实现学习方式转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学好生物学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究式学习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手段，更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生物学实验一般包括观察实验、生物2005年7月4日．福建省第14届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在福建师范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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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照实验、生物学模拟试验、化学成分鉴定分析实验、同位素示踪实验、生物学验证性实验、生物
学实验记录、实验数据的处理等方法和过程，通过学习可以有效地提高和培养我们的科学实践能力。
生物学调查法生物科学是一门注重实践的科学，只有重视与实际的联系，才能取得成效。
生物调查法通过对生物现象的调查、记录、收集、分析和材料运用，培养学生认真的科学态度，提高
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
生物学调查法是科学探究常用的方法之一。
调查时首先要明确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制订合理的调查方案，有时因为调查的范围很大，不可能逐
个调查，就要选取一部分调查对象作为样本。
调查过程中要如实记录。
对调查的结果要进行整理和分析，有时要用数学方法进行统计。
生物学调查法包括问卷调查、测验调查、座谈会调查和访问调查等。
生物学探究活动A．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探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开放的现实生活情景中，通过亲身体验进行的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获取知
识和运用知识的学习方式。
探究性学习是在生物学教学中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通过探究性课题的研究和实施，加强对学生进行
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
意义。
探究的过程是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开始的。
提出问题后，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尝试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作出假设。
然后设计探究的方案，包括选择材料、设计方法步骤等。
按照探究方案进行探究，得出结果，再分析所得的结果与假设是否相符，从而得出结论。
米勒实验美国学者S.L.米勒等人，于1952年首次模拟原始地球的大气成分，用甲烷（CH2）、氨（NH3
）、氢（H2）和水蒸气（H2O），通过火花放电合成了氨基酸。
米勒等人设计的火花放电实验，首先把水加入到500毫升的烧瓶中，抽出空气，泵人甲烷、氨、氢的混
合气体。
然后把烧瓶内的水煮沸，使混合气体进入容积为5升的烧瓶中，在这些气体中连续进行火花放电一周
。
结果得到20种有机化合物，其中有11种氨基酸。
这11种氨基酸中有4种氨基酸——甘氨酸、丙氨酸、天门冬氨酸和谷氨酸，是天然蛋白质中所含有的。
其他实验室也模拟原始大气成分，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用紫外线、电离辐射、冲击波等能源，合成出
各种氨基酸。
现在，天然蛋白质所含的各种氨基酸，基本上都能用模拟原始地球条件的方法合成了。
进化从无根、茎、叶的藻类植物发展为有根、茎、叶的显花植物；从虫、虾、贝类动物发展为鱼、鸟
、兽类动物；从类人猿发展到现代人，生物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称为进化，又
称演化。
广义的进化，泛指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包括天体的演变、生物的演化和社会的发展等。
人们习惯于把生物的演化简称为进化。
生物进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既有渐变性进化，又有跃进性进化；既有小进化（又称种内进化），又有大进化（又称种上进化）；
既有前进性进化（又称上升式进化），又有倒退性进化（又称简化式进化，即退化）和基本上不前进
又不倒退的停滞性进化等。
生物进化的机制也是多样的。
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促进了进化，生物之间的协同生存也促进了进化。
生物的进化，既受制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也与自然选择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呈现中性的分子进化机制有
关，与宇宙间和地球内各因素引起的灾变、生物体遗传基因的突变等机制有关。
生物进化有不可逆性规律，即进化了的生物是不可能复原的，无论是前进性进化还是倒退性进化的生
物都不可能完全回复到其祖先型的结构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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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猿在数百万年前演化成为人类，但人类不可能再倒退性地进化为类人猿，现代类人猿也不可能再
进化为人类，已经绝灭了的生物是不可能重新再现的。
至于生物界存在的返祖现象，如“毛孩”的出现，长尾巴婴儿的出生等，仅是指其局部结构或形态回
复到其祖先型的现象。
生物进化论C．R．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可概括为：生物是进化的，一切生物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物种不断地变异，新种产生，旧种灭绝；生物的进化是连续的，没有不连续的突变，自然界没有飞跃
；生物有共同祖先，彼此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自然选择是变异最重要的途径。
其中前三点讲的是生物进化，最后一点讲的是进化机制，是生物进化论的核心。
达尔文认为，生物都具有过度繁殖的倾向，即每个物种产生比能戚的多得多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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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生物医学》是中学生百科全书中的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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