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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杨继主编的《植物生物学》（第2版）的配套实验教材，是在杨继主编的《植物生物学实
验》（2000年版）的基础上融入近年来植物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成果修订而成的，主要用于高等学校
植物生物学实验教学。
全书分为基本实验技能、基础实验和自选实验三部分。
　　为了突出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我们把植物生物学实验课中常用的各种基本的方法、技术汇集在
一起作为本教材的第一部分，其中包括徒手切片、压片、整体透明封片等各种制片方法，植物形态描
述、标本制作、检索表使用等技能，以及绘图、摄影等记录实验结果的方法。
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应成为每个实验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基础实验部分，我们共选择了26个实验，内容涉及植物细胞和组织的基本组成、植物体的形态
与结构、植物的生长与代谢、植物的主要类群以及植物种群和群落的数量与空间特征等。
绝大部分基础实验都相对简单和易于操作，尤其是植物生长与代谢方面的实验大多选择的是对仪器装
备要求不太高的实验内容，而主要从植物的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联系的角度选择和安排实验。
每个实验所采用的实验材料，都比较充分地考虑和照顾到我国不同地区植物种类的差异。
为改变传统植物学实验中以观察切片为主的教学模式，本教材力图将与实验相关的能力的培养放在一
个重要的位置，基本上在每个实验中都安排了一项基本技能训练。
　　自选实验或称为开放实验，是生物学实验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方面，每个基础实验在实验内容和实验材料方面可以给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另一方面，在
本书的自选实验部分，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学生选择的实验，包括植物的形态多样性与遗传多样性
的分析、植物组织切片及显微化学染色、植物组织培养和无土栽培、传粉生态研究与花粉管生长观察
以及浮游植物调查等。
书中仅简单介绍了有关背景知识和实验方法，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在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
基础上选定一个小课题，自行制订更详细的实验方案，自主完成实验器具的准备、试剂的配制、结果
的记录和分析，直至以小论文的形式完成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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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杨继主编的《植物生物学》(第2版)的配套实验教材。
在修订过程中，注重与课堂教学内容的呼应和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突出基本技能训练，变以“看”
为主到“做”、“看”并重。
《植物生物学实验》第2皈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基础实验和自选实验三部分，仍以形态结构和系统分
类( 多样性)内容为主，适当增加了有关生理代谢、生态和遗传进化的内容，并在实验材料的选择方面
，兼顾南北地域特点，以增强教材的适用性。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用提出问题和学生回答的形式，提示学生应该着重观察哪些内容，应该观察到哪
些结果，以及从哪些方面对观察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以促进学生独立操作、独立观察和独立分析问
题能力的培养。
　　本书可作为各类大专院校开设植物生物学实验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中学生物学教师或其他读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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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基本实验技能　1　植物形态描述 　2　光学显微镜的使用与维护 　3　显微测量技术 　4
　生物绘图法 　5　生物科学摄影 　6　临时装片及染色 　7　根尖的离析与压片 　8　徒手切片 　9　
木材的离析制片 　10　整体透明封片 　11　花程式和花图式 　12　花粉形态制片 　13　植物检索表
的使用与编制 　14　植物标本的采集和制作 第二部分　基础实验　15　植物形态的多样性 　16　植物
体的元素组成 　17　植物细胞（I）：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　18　植物细胞（Ⅱ）：植物细胞中的后含
物　19　植物细胞（Ⅲ）：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　20　植物组织（工）：分生组织 　21　植物组织（
Ⅱ）：成熟：组织 　22　植物组织（Ⅲ）：水势和渗透势 　23　孢子植物（I）：藻类植物 　24　孢
子植物（Ⅱ）：真菌　25　孢子植物（Ⅲ）：苔藓植物　26　孢子植物（Ⅳ）：蕨类植物 　27　种子
植物（I）：裸子植物 　28　种子植物（Ⅱ）：被子植物 　29　根（I）：根的形态与结构 　30　根（
Ⅱ）：根的生长 　31　茎（I）：茎的形态与结构 　32　茎（Ⅱ）：茎的输导作用 　33　叶（工）：
叶的结构与生态类型 　34　叶（Ⅱ）：叶绿体色素与光合作用 　35　花（工）：花的形态与结构 　36
　花（Ⅱ）：花粉粒的形态与萌发 　37　果实和种子（I）：果实和种子的类型 　38　果实和种子（
Ⅱ）：种子的生活力 　39　植物种群：种群数量与年龄结构 　40　植物群落：群落结构与物种组成 
第三部分　自选实验　41　植物形态变异的数量分析 　42　植物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检测 　43　植物的
核型分析 　44　植物组织切片 　45　植物组织和细胞的显微化学染色 　46　植物组织培养 　47　植
物的无土栽培与受控实验 　48　开花与传粉过程的观测 　49　花粉萌发与花粉管生长的观察 　50　浮
游植物的调查和鉴定 彩版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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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植物形态描述　　植物界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以及植物所处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导致了
植物形态的多样性，学习和研究植物的形态就要学会使用科学的语言对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描述。
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在形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各有一套适用的形态术语，但对某些基本
形状（如叶形）的描述所用术语是通用的。
　　正式出版的植物学专著如植物志、高等植物图鉴（或图谱、图说）上有对许多植物的形态描述，
可以模仿或参照这些著作上的范例来学习对植物形态描述的规范。
　　1．植物形态描述的基本规则　　·形态观察和测量：植物形态描述建立在对实物（生活植株或
标本）的实际观察的基础之上。
对数量形状要进行测量，肉眼不能分辨的性状要借助体视显微镜观察。
为了更好地了解植物的形态变异，可能要对该植物的居群（种群）进行考察，或者要查阅多份植物标
本。
　　·描述的次序：高等植物都有着复杂的形态结构，形态描述要按一定的次序进行。
总的顺序是：先整体后局部，由下而上，自外向内。
先描述生活型和株高，再自下而上地依次叙述其根、茎、叶；先描述花的总体特征，再自外向内叙述
其萼片、花瓣、雄蕊、雌蕊；描述雄蕊，则先陈述雄蕊的数目、排列方式、结合与否，然后自下而上
说明其花丝和花药的特征。
　　·形态术语的运用：描述植物的形态特征只能应用科学语言，不能使用俗语，一般情况下也不应
该使用自创的术语。
　　·句式的规范：描述植物要用最简洁的句子。
对每一性状的描述，都要把性状（器官）名称放在句首，后面直接加上表示状态的形容词或数词。
例如，叙述花的颜色为白色的句式为“花白色”，而不是“白花”；叙述雄蕊数目为5枚的句式为“
雄蕊5”，而不是“5个雄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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