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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一本外国教材为蓝本经增补删改而成的植物组织培养
教科书，全书共分16章，除介绍了植物组织培养所需的基本设备和
各项基本技术之外，对诸如细胞全能性、长期培养物形态发生潜力丧
失的原因、以及体细胞遗传学等基本理论亦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此
外，为方便读者的实验操作，书中还包括多篇附录，如常用化合物分
子量及细胞筛孔径与目换算表等。
本书不但可作为大学生的基本教
材，同时，也可作为研究生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实际工作者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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