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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生理生态学是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交叉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两门学科紧密结合的
体现，试图阐明植物基本生命过程及其与环境互相作用的内在机制。
药用植物生理生态学在研究和阐明药用植物基本生命过程与生态环境互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药用植
物特定次生代谢产物及代谢过程与特定生态环境的互作关系，为生产优质、高产的特定药物成分提供
理论基础。
　　全世界和我国的药学科学家已在药用植物生理生态和生物技术方面取得许多研究成果，特别在药
用植物组织培养、快繁愈伤组织诱导、细胞培养，以及促进次生代谢物合成的添加诱导子、前体饲喂
、两相法、两步法、培养基条件和环境调控、克隆调节药物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工程等多方面已取得
很大进展。
这许多进展的取得依赖于深刻理解和掌握药用植物生理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现代生物技术方法与
天然药物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
目前国内尚未见到关于药用植物生理生态学的正式出版专著，仅有零散研究和某方面的论文集，希望
本书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广大从事药用植物生理生态研究的科学家重视，致力于
这方面的深人研究。
如能发现药用植物特定药物成分合成代谢生理生化途径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更进一步同基因工程结合
，克隆出控制特定药物成分合成的基因并导入药用植物，配合最佳环境，便可高产和优质生产药物成
分，为我国现代化制药工业服务。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态及其调控，植物光合作用的生理生态，植物呼吸作用
的生理生态，植物的水分生理生态，植物矿质营养生理生态，植物营养物质的运输、分配和积累，水
生植物的特殊生理生态，植物对逆境的生理适应与伤害，植物化感作用的生理生化基础和生态意义，
药用植物细胞悬浮培养生理和促进愈伤组织生长及药物合成环境的调控，以及高山草甸、荒漠、低山
丘陵、热带和亚热带、湿地、海洋等生境的代表性药用植物生理生态共17章，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药用
植物生理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研究进展。
全书内容丰富、翔实、新颖，概括了最新的药用植物生理生态学知识，可作为生物和制药专业本科、
研究生教材和从事药用植物学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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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七章)系统介绍了植物生长发育、光合作用、呼吸作
用，营养物质的运输、分配和积累，以及植物对矿质营养利用过程的生理生态与调控的内容；第二部
分(第八章～第十七章)介绍了在特殊生境中水生植物生理生态、植物对逆境生理适应过程、植物化感
作用、植物细胞悬浮培养过程，以及高山草甸、荒漠生境、低山丘陵、热带和亚热带、湿地和海洋药
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次生代谢物积累与对环境变化适应之间关系的内容。
全书内容丰富、实用，涵盖了药用植物生理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研究进展。
    本书可为中医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植物药化学、药用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和资源植物学
科研与教学工作的人员提供参考，也可作为生物和制药专业学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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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观察描述方法阶段（1750～1900年）　　在生态学的初创时期，生态学研究基本上停留在
描述阶段，而生理学研究则大部分局限于实验室内，植物生理生态学仍未从其双亲学科中脱离出来。
在植物生理学方面，1862年利比希提出了著名的最小因子定律；在植物生态学方面，1866年海克尔提
出了生态学的概念。
其后，Pfeffer等众多学者在植物与环境观察与描述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一部《植物生理学》，内容涉
及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同化物质分配、水分关系、矿质营养、氮同化、植物与环境关系等，
书中的有些观点影响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哈伯兰特、辛泊尔、瓦尔明等分别从植物解剖学、植物地理学和植物生态学的角度出
发，提出了植物对环境具有适应性，并结合各自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猜测和假说，这些成果的
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善于观察。
因此，观察是植物生理生态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但相对于后来的实验方法而言，观察方法存在很多缺点和局限性：①只能得到事物的某些表面现象，
而这些现象往往时过境迁，不能自发重现，限制了进一步的深人研究；②只能得到事物综合的表面现
象，无法了解内部原因。
　　生命现象是自然界最复杂的运动形式，生态学过程尤其复杂，仅仅运用观察方法不能解决深入的
问题，必须采用实验方法。
　　（三）实验方法阶段（1900～1950年）　　实验方法是利用仪器或控制设施有意识地控制自然过
程条件，模拟自然现象。
利用环境控制技术，在研究某种因子对植物的影响时，控制其他环境条件尽量不发生改变，这样就避
开了干扰因素，突出了主要因素，可在特定条件下探索客观规律。
实验方法与观察方法的不同在于：①改变单个因素，保持其他因素不变，从而判断各个因素的作用，
使研究对象以纯粹的、更便于观察和分析的形态表现出来，如利比希在研究影响植物生长的营养元素
中，就是采取上述“避轻就重”的做法，其对实验生物学影响很大；②实验结果能够反复再现，重复
研究。
　　作为植物生理学与植物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植物生理生态学也是植物生态学中实验内容最强的分
支学科。
这些工作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如（lements研究了植物叶片能量的平衡；Blackman根据他的实验提
出了限制光合生产的一些基本因子，指出光合作用受到数种因子影响时，其受限制的程度取决于供应
量最少（小）的那个因子。
虽然后来发现该定律难以判断不同因素之间是否有交叉作用，但它对于理解植物的生理活动仍然具有
重要意义。
其后，许多学者就环境因子对植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如植物气孔的开张、
光补偿点、光饱和点、CO2补偿点、C02饱和点、温度、矿物质对光合作用的影响等，取得了有意义
的成果。
但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在室内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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