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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面对新世纪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整体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发展趋势，高
等教育必须培养大量基础扎实、知识宽厚、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
目前，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均寄希望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因此，21世纪
的生命科学及其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必将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
高校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现代生命科学知识已在高教界形成共识。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和“新世纪初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的推动下，全国各类高校已先后为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开设了生物学类基础课程。
在我们对非生物学类学生开设通识性生物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很多学生希望能对21世纪现代生命科学
的发展趋势和热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带动未来生命科学发展的重大学科方向和领域的有关知识能
有所涉猎，以便在专业学习中能发现生物学知识与所学专业知识的结合点，启发思维，开拓创新，为
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基于这样的需要，根据经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组织鉴定通过的“非生物学类专业生物学教学改
革方案”，我们编写了这本《现代生命科学概论》，以期能适应非生物学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同需
求。
　　全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绪论、生物学基础、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基因组和细胞、神经科
学、生态学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生物工程。
在编写中，力求将生命科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学科发展前沿结合起来，深广适度；将生物学知识
和生物学原理结合起来，贯以科学的思维方法；理论阐述深入浅出，概要介绍研究方法及成果应用；
反映生命科学与其它学科间的交融，并提出尚待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力图使本教材有利于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认识和了解生命和现代生命科学，发现学科间的交叉点，激
发其创新思维的火花，为培养跨学科高等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
　　本书主要从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的部分重点学科和领域介绍生命科学知识和理论，未特别强调知
识的系统性，各章有一定的独立性。
在使用中，可根据需要讲授全书内容，或讲授其中部分章节，章的顺序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本书由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合编。
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至第三节由黄诗笺编写，第三章由张楚富编写，第四章由丁毅编写，第五章由吴
馥梅编写，第二章第四节和第六章由陈建群编写，第七章由孙群编写。
武汉大学余其兴教授仔细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书的编写自始至终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林金安编审和吴雪梅编辑的指导、帮助和大力支持，他们为
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
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的编写也是一次改革的尝试，由于我们水平和能力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
家、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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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的部分重点学科和领域介绍生命科学知识和理论，未特别强调知识的
系统性，各章有一定的独立性。
在使用中，可根据需要讲授全书内容，或讲授其中部分章节，章的顺序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全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绪论、生物学基础、生物大分了的结构和功能、基因组和细胞、神经科学
、生态学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生动工程。
在编写中，力求将生命科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学科发展前沿结合起来，深广适度；将生物学知识
和生物学原理结合起来，贯以科学的思维方法；理论阐述深入浅出，概要介绍研究方法及成果应用；
反映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间的交融，并提出尚待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力图使本教材有利于非生物学类专业学生认识和了解生命和现代生命科学，发现学科间的交叉点，激
发其创新思维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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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生物学基础
第三章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
第四章 基因组和细胞
第五章 神经科学
第六章 生态学与人口、资源和环境
第七章 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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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后基因组时代研究中的数理问题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吸引了
全世界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材料等学科的精英，如何找到记载在基因组12qA一维结构上控制
生物体四维（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调控信息的编码方式和调节规律，是人类基因组研究对数学（
系统理论、大组合复杂性、拓扑学等）和非线性物理学提出的首要科学问题。
生物信息学已成为基因组学研究中的基本手段，它是用数理和信息科学的观点、理论和方法研究生命
现象，组织和分析呈指数增长的生物学数据的一门交叉学科，它荟萃了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
分子生物学的科学家，其研究以计算机为主要工具，需要开发新的算法和软件系统，对日益增长
的DNA和蛋白质的序列和结构进行收集、整理、贮存、发布、提取、加工、分析和发现，为识别和克
隆人类新基因及预测其功能作出贡献。
将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特别是后基因组研究热点的DNA芯片技术是一个交叉性极强的技术，它涉及
物理学、微电子信息技术、生化技术等众多领域，其关键技术包括微电子蚀刻技术、微液分配技术
、DNA固定及在位合成技术，高灵敏探测技术、快速数据获取及存储、处理技术等。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分子生物学的重点将从基因组转到蛋白质组。
在后基因组时代，结构生物学将十分重要，它是当代生命科学前沿发展领域之一。
而结构生物学研究要涉及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晶体学、波谱学、光谱学等学科，需要发展x射线
晶体衍射技术、多维核磁共振波谱技术、电子衍射技术、中子衍射技术、顺磁共振技术、各种光谱技
术、同步辐射技术等。
　　在后基因组时代的研究重点中：蛋白质三维结构的研究需要计算机技术、同步辐射技术、低温技
术及高灵敏推测器技术，尤其是基因测序、分子克隆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在蛋白质结构的预测研
究上，计算机技术及其模拟研究的应用将会大有作为；基于生物大分子结构知识的新药物设计则涉及
计算机科学、计算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计算化学、有机化学、药学、药理学、生物物理学、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需要发展的技术包括计算机模拟技术、数据库技术、组合化学技术、
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细胞生物学技术等。
　　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的科学，2l世纪是揭开生命之谜的科学世纪，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深入而广
泛的渗透融合，使生命科学奠定了迅猛发展的坚实基础；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又促使其他学科不断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再现辉煌。
所以21世纪的现代生命科学有望成为引导自然科学向物质运动的最高层次突破的带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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