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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生物学基础（第2版）》沿袭了第1
版的编写体例，大致以生命物质演化和生物进化的时空秩序为主线编排章节，各章节内容的衔接有其
自然的逻辑关系。
全书内容涉及现代生物学的各主要分支学科，力图系统地反映现代生物学的概貌。
书中还配有约200幅插图，希望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与第1版相比，第2版除根据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作了相应的内容增补和更新之外，特别加强了对微生物
、植物和动物等主要生物类群的基础知识的介绍，使本书更适宜作为生物学通识类课程的教材。
为了兼顾系统性、完整性而又避免繁芜，特别注意了编写内容及附图的精选和文字的简练。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生物学基础（第2版）》共12章，以
生物进化为纲，系统地介绍了生命起源与生命的基本单位、生物的物质能量代谢与营养、生物的生长
发育和生殖、生物的遗传变异及其分子基础、现代生物技术、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微生物、植物
和动物）、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生物学基础（第2版）》可作为生物
学类和非生物学类本科生的普通生物学或现代生物学基础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
作为一本现代生物学入门书籍，它也适合对生命科学感兴趣的各界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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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生物多样性与统一性　　1．2．1 生物多样性　　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繁多，从幼嫩的小草到
参天的大树，从水中的游鱼到天上的飞鸟，从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到海洋中的庞然大物蓝鲸，从人工
栽培的作物、驯养的畜禽到人类自身，都是生物。
各种生物在形态结构、生活习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
多种多样的生物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蔚然壮观、生机勃勃的生物界。
　　生物多样性（diversity of organisms-或biological diversity）指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存的各种生物
（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变异性的丰富程度。
生物多样性通常分为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物种多样性（diversity of species）和生态系统多样
性（diversity of ecosystems）三个层次。
其中，物种多样性指一定区域内物种的数量，常用物种多样性粗略估计生物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则不仅包括不同物种间的遗传变异多样性，还包括对物种内遗传变异的衡量。
一般来说种群大的物种遗传多样性较大，而濒危物种通常种群小、遗传多样性低。
生态系统多样性则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资源的丰富程度两方面。
通常，自然生态系统（如原始森林等）比人工生态系统（如城市、工矿生态系统等）的生态系统多样
性更大，因此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更大而且更稳定。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
人类已使用大约5 000种植物作为食物，但只有约150种进人商品市场，不足30种成为人们广泛种植的粮
食作物，其中水稻、小麦和玉米3种作物约占人类粮食总需求量的一半。
在人类饮食中，动物提供所需蛋白质的1／3左右，其中在发展中国家约为20％，发达国家约为55％。
能作为食物的动物种类之多不计其数，但只有50多种动物作为家禽、家畜被驯养。
除了鱼类，动物食品主要来自10多种家养动物，如牛、羊、猪、鸡、鸭、鹅等。
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资源还是医药和轻工业的主要原材料。
随着生态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生态重要性和基因多样性的潜在价值的认识进一
步加深。
　　生物多样性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但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事实上，我们迄今并不完全清楚地球上生物资源的家底，不同的生物学家对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生物物
种所作出的判断大相径庭。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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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现代生物学基础（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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