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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谢树成的《地球生物学》系统介绍了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学科——地球生物学在一
些关键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着重论述了生命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化。
具体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地球生物学的学科体系和基本任务；第二部分涉及地球生物学
的若干重要分支学科，包括分子地球生物学、地球微生物学和地球生态学(礁生态系、菌藻生态系和热
带雨林生态系)；第三部分涉及重大地质突变期(前寒武纪、显生宙最大生物灭绝期和当代)的地球生物
学研究。
每部分内容在综述相关领域的国际现状和进展基础上，介绍著者们的研究成果。
本书既有地球生物学方面的实际研究例子，也有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是目前国内涉及地球
生物学各分支比较广的专著。

《地球生物学》适用于古生物学、沉积学、地层学、地质微生物学、分子有机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
学、地质生态学等领域的工作者，是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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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球生物学概　　第一节 形成背景和学科体系　　一、形成背景　　地球科学是人类认
识、利用、改造和保护自己家园&mdash;&mdash;地球的基础科学，它是数、理、化、天、地、生六大
基础自然科学之一。
在这些基础学科中，地球科学与化学、物理学两大基础学科已交叉形成比较独立和完善的学科体系，
即地球化学（geochemist。
ry）和地球物理学（geophysics），这两个学科为研究地球系统的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提供了强大的理
论思想体系和技术方法手段。
　　与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相对应，当前国际上出现了地球生物学（geobiology）这一新型学科，它
应是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交叉而形成的独立学科体系。
这一学科体系为研究地球系统的生命过程服务。
有关地球生物学的定义，虽有很多，但基本雷同，它强调生命系统和地球系统的相互作用，包括其机
制、过程和演化历史等（KnollandHayes，1997；Pennisi，2002；殷鸿福等，2004）。
因此，地球生物学与生命科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简单的地球上的生物学。
从学科分类上（表1。
1 ）就可以看出地球生物学与生命科学有着很大的差别。
以地球生物学中的分子地球生物学为例，它与生命科学中的分子生物学对应。
从研究对象上就可以看出分子地球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差异。
分子生物学主要研究现代生物体中的各类生物分子，特别是DNA等；而分子地球生物学则主要研究各
类地质体中来源于生物体的有机分子，如地质类脂物（geolipids）、古DNA等。
地质体中的这些有机分子有些是直接从活生物体中来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如卟啉；有些则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但基本保留了原始的碳骨架，例如，甾烯醇脱羟基形成甾烯；有些则是生物体中没有，
后经成岩作用形成的，如噻吩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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