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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学知识是中等职业教育及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农林、医药、食品类各专业学习专业知识与技
能的基础，也是生物高科技应用于农林、医药、食品生产实践的基础。
但同学们在初中所学的生物知识不能完全满足专业学习的需要。
因此，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一线教师和教研人员，在对部分地区的中等、高等职业院校农林、医药、
食品类专业教学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教育部关于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的
要求，编写了这本《生物基础》，力求使学生进一步巩固生物学知识，为以后的专业学习和从事农林
、医药、食品生产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本书的内容包括：概述，生物的多样性，生命的构成，生物的新陈代谢，生物的遗传基础，生物
的生殖与发育，生物与环境，现代生物技术及其应用。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　　1.基础性：本书在学生初中阶段学习的基础上，打破学科本位，强化基础，
拓宽视野。
通过对动、植物体的构成以及新陈代谢、遗传变异、生殖发育等生物基本知识的深入学习，加深学生
对生物科学的理解，使学生进一步认识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从而为学生以后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
　　2.针对性：一是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实际，内容表述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直观通俗，不涉及过
多的理论知识，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每章后附有适量的“复习思考题”，启发学生思维，以巩固和提高学习效果。
二是针对专业实际，结合生物知识在农林、医药、食品生产中的应用，加深学生对生物知识的理解，
增强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
　　3.灵活性：教材内容除了必须学习的生物基础知识外，还编入了一些选学内容（用楷体排出）和
“阅读资料”，展示生物科学的应用与发展前景。
这些内容不要求教师讲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阅读，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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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农林类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配套教材，也是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通用教材。
    本教材内容共分为7章：生物的多样性，主要讲述生命的起源与分化，以及生物分类系统；生命的构
成，分别讲述动、植物体的细胞、器官和系统组成；生物的新陈代谢，重点讲述酶和ATP在生物体新
陈代谢中的基本作用，并简述绿色植物和动物的新陈代谢；生物的遗传基础讲述了遗传的分子基础、
遗传的基本规律和生物的变异；生物的生殖发育主要讲述种子植物的有性生殖，常见畜禽的生殖与发
育；生物与环境讲述了生态系统与生物圈、生物安全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知识；现代生物
技术与农林业则介绍了生物技术运用于农林业而产生的深远意义。
    本教材内容选择上以符合职业学校学生的专业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为主旨；叙述上简洁明了，尽量
用图表表现各生命过程；章节后的思考与练习题结合生活及生产实际，书中穿插的阅读资料开拓了学
生的视野，适合中等职业教育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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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  复习思考第1章 生物的多样性 　第一节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第二节 生物分类概述 　第三节 生物
六界分类系统 　本章小结 　复习与思考 第2章 生命的构成 　第一节 生命的物质组成 　第二节 生命的
结构基础---细胞 　第三节 组织 　第四节 植物的器官与系统 　第五节 动物的器官与系统 　本章小结 
　复习与思考 第3章 生物的新陈代谢 　第一节 新陈代谢概述 　第二节 酶和ATP在新陈代谢中的作用 
　第三节 绿色植物的新陈代谢 　第四节 动物的新陈代谢 　第五节 新陈代谢的类型 　本章小结 　复
习与思考 第4章 生物的遗传基础 　第一节 遗传的分子基础 　第二节 遗传的基本规律 　第三节 生物的
变异 　本章小结 　复习与思考 第5章 生物的生殖与发育 　第一节 生物生殖的基本类型 　第二节 种子
植物的有性生殖与发育 　第三节 哺乳动物的生殖与发育 　本章小结 　复习与思考 第6章 生物与环境 
　第一节 生态因子对生物的影响 　第二节 生态系统与生物圈 　第三节 生物安全 　第四节 人与环境 
　本章小结 　复习与思考 第7章 生物技术及其应用 　第一节 生物技术革命 　第二节 生物技术的基本
内容 　第三节 生物技术的应用 　本章小结 　复习与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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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自然选择学说　　该学说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在1858年提出的。
同时，英国的华莱士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因此，此学说又称达尔文一华莱士
自然选择学说。
这个学说的主要内容是：　　（1）繁殖过剩。
动物和植物都具有巨大的繁殖能力，即使是繁殖能力很低的生物，所产生的后代，数量也是很大的：
例如一株每年只产生两粒种子的1年生植物，经过20年，后代可超过100万株。
又如象的寿命可达100岁，但每对象1生只产6头小象，经过740～750年，后代可达1 900万头。
再如每条雌鲫鱼1年可产卵3 000个，如果都孵化成小鱼，经过3年，1对鲫鱼就可繁殖出67.5亿条鲫鱼。
但环境资源有限，种群只能一定数目才能生存下去，因此会出现繁殖过剩现象。
，　　（2）生存竞争。
生物的繁殖能力虽然很强，但是每种生物的后代能够发育长大并进行繁殖的个体却很少。
这是因为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包括食物和空间）是有一定限度的。
同种或异种生物个体要争夺有限的生活资源，用以维持个体生存并繁衍种族。
由于生存竞争，导致生物大量死亡，只有少量个体生存下来。
　　（3）可遗传的变异。
生物种群中的不同个体广泛存在可遗传的变异。
例如猫生下来的小猫与其父母十分相似。
但是，小猫与父母又不完全一样，总会有所不同，而且，这种变异能遗传下去。
　　（4）适者生存。
适应环境的生物容易生存下去，不适应环境的生物容易被淘汰。
例如在食物稀少、敌害又多的环境，跑得快的动物比跑得慢的动物容易争得食物，也容易逃避敌害，
生存到成熟和繁殖后代的机会更多。
通过自然选择，保留了最适应环境的个体来繁衍后代，因此，种群向更适应环境的方向进化。
不适应环境的种群，个体数逐渐减少，变异也越来越少，最终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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