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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基础学科，经历了400多年的发展历史，伴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形成了具有
自身特点的学科框架。
当今，植物学仍为生命科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并且在解决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环境、能源和
粮食等问题中起着丰导作用。
因此，植物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仍是未来生命科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西北大学其植物学科在2002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在植物学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绩，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植物学人才。
参与编写教材的老师均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负责建设的植物学课程已成为
国家精品课程。
教材是一个国家教学和科研水平的重要体现。
一部好的教材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关系到人才培养的大问题。
鉴于此，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几代植物学专业教师在多年植物学教学实践和科研积累的基础上，引
用现代植物学的研究成果，经过不断的努力和改革实践，编写了这本在教学思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等诸多方面反映自身优势、具有显著特色的教材。
该教材内容清晰、条理分明，以植物的系统发育为主线，各章又以个体发育过程为线索，体现了教材
应有的基础性和系统性。
因此，该教材不但可以作为综合性大学、中药学、农学和师范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教材，也可
以作为广大植物学工作者和植物学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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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学》以植物进化顺序为主线，从低等到高等依次描述了藻类植物、菌类植物、苔藓植物、
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形态、结构及其分类，揭示了植物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基
本规律。
《植物学》体现了教材应有的基础性和系统性，全书共分11个部分，每部分末附有思考题，书后附有
主要参考书，便于教师和学生参考。
《植物学》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农林院校和师范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植
物学工作者和植物学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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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植物界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植物(plant)就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大类。
人类对植物和其他生物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人们为了建立一个能反映自然演化过程
和彼此间亲缘关系的分类系统，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使之日臻完善。
　　人类观察自然，很早就注意到生物可区分为两大类群，即固着不动的植物和能行动的动物。
200多年前，现代生物分类的奠基人，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在《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35)一书中明确地将生物分为植物和动物两大类，即植物界(Kingdom plant)和动物
界(Kingdom animal)。
他于1753年发表的巨著《植物种志》中将植物分成24纲，把动物分成6纲。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生物分界的两界系统。
这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是有重大科学意义的。
至今，许多植物学和动物学教科书仍沿用两界系统。
　　19世纪后期，由于显微镜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人们发现有些生物兼有动物和植物两种属性，如裸
藻、甲藻等，它们既含有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同时又可运动。
在探索和解释这些矛盾中，1866年德国的著名生物学家海克尔(Haeckel)提出成立一个原生生物
界(Kingdom protista)的意见。
他把原核生物、原生生物、硅藻、粘菌和海绵等，分别从植物界和动物界中分出，共同归人原生生物
界，建立了原生生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的三界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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