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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生命现象本质及其生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了解和学习生命科学知识是认识生物界的前提，只有认识和了解生物界的客观规律，才能用科学的、
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教材定位于科学教育专业普通高等教育，适用于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科学教育专业培养方向。
将生命科学深入浅出地介绍给读者，让读者了解生物界的基本概貌、普遍规律以及生命科学的发展动
态，为读者学好专业知识、形成职业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全面提高读者的生命科学素质服务。
　　本教材根据科学教育专业特点，从实际需要出发，对其他同类书籍已加以详细介绍的内容，本书
在具体编写过程中做了详略方面的取舍，有的部分采用了文献综述的形式，这样做既避免了重复，也
使全书的脉络更加清晰。
本教材以生物体的基本结构和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为重点，有选择地介绍了生命科学的相关知识。
其内容从生命的物质基础入门，衍射到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从生物物质代谢深入到生物遗
传的本质，直至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从分子水平上阐述了生物的奥秘；同时还从动物、植物、微
生物等不同的生物类群上宏观地描述了生物界的整体面貌。
全教材共分7篇30章，主要涉及细胞、遗传及其分子基础、动物的结构与功能、植物的结构与功能、微
生物基础、生态与生态系统、生命的进化等内容。
本教材内容翔实、简明扼要、图文并茂、编写新颖，既重视基础性和科学性，又适应科学教育专业的
发展方向，突出学科知识的基础性和应用性。
为了帮助读者更方便地学习本教材，每篇设有篇目介绍，简要介绍本篇的基本的概念、知识范畴和主
要内容，每一章的学习除内容正文外，还设有“本章学习内容分析、本章学习目标预设、本章学习过
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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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科学教育专业学生设计编写，主要介绍相关的生命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充分反映生
命科学最新进展和成就，突出生命科学与其他自然学科交叉渗透的重要性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全书包括7篇30章，内容包括细胞、遗传及其分子基础、动物的结构与功能、植物的结构与功能、微生
物基础、生态与生态系统、生命的进化等。
全书体裁新颖，内容完整，注重生命科学素养教育，培养科学思维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素质。
    本书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和相关高校科学教育专业普通生物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生物教师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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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有性生殖过程中，伴随遗传信息的突变和重组，子代表现出不同于亲代的特征，导致亲代和子
代之间、子代个体之间不会完全相同，而是出现一些差异，称为变异（variation）。
变异也指同一起源个体间的差异，包括遗传相同而环境不同的环境变异（又称非遗传变异），环境相
同而遗传不同的遗传变异。
　　从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生命开始，就有了生物进化。
现在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
遗传变异经自然选择或遗传漂变，导致生物进化。
进化（evolution）也称演化，是指生物体的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生物种类由少到多，生物由低级到高
级的发展过程。
遗传、变异和进化是紧密相连的。
　　六、稳态、应激性和适应性　　为使各项生理过程以最佳状态进行，生物体内体液的化学成分以
及内环境的其他方面，维持在恒定状态的生理现象称为稳态（homeostasis），也称平衡，例如酸碱平
衡、体温恒定等。
现在稳态的概念已从个体范围扩展到细胞、群落和生态系统。
它们在外界影响下，以各自特有的机制保持动态的稳定平衡。
　　生物的稳态是相对的，当环境变化时，生物体能随之发生相应的反应，称为应激性。
它是生物的普遍特性，动物的应激性比较明显，更富有多样性，其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是应激性高度
发展的产物。
生物体如果丧失应激性，就不能适应变化，生命活动也就随之停止。
　　在一定范围内，生物体为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一定性状和结构的变异，使该生物得以生存和延续
，这种现象称为适应（adaptation）。
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特有的生活环境，其结构和功能总是适合于在该环境条件下的生存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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