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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编者结合多年教学实践编写而成。
全书共16章，全面系统地从微观到宏观介绍了生物学各基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同时关注生
物学科的新发展。
主要内容包括：生命的化学基础，细胞的结构与功能，能量与代谢，细胞分裂与繁殖，遗传与基因，
生物的多样性，植物和动物的结构与功能，生命的起源与进化，生态与环境等。
全书配有大量插图，有利于读者对内容的理解，也可激发阅读兴趣。
　　《现代生物科学导论》适于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物学公共基础课教材，也可供对生物学感兴趣的
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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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命科学第一节 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的科学一、什么是生命二、结构层次第二节 科学研究的方
法一、生物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二、归纳三、演绎第三节 如何从事科学研究一、检验假说二、设立对
照三、结果预测四、发展理论五、科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第四节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科学研究的典范一
、查理士·达尔文二、达尔文的证据三、自然选择假说四、达尔文之后的进化论：更多的证据第五节 
生命科学的四大主题一、细胞理论二、遗传学三、生物多样性四、生物统一性第二章 生命的化学基础
第一节 25种元素构成了生物体第二节 原子和分子一、原子由亚原子粒子组成二、原子的化学性质是由
电子决定的三、分子因化学键而维系在一起四、弱化学键在生命化学中起重要作用五、化学反应中有
化学键的断裂和形成第三节 水是生命的源泉一、水的极性赋予水独特的性质二、水的电离第四节 碳
骨架和生物分子多样性一、碳构成生物大分子的基本骨架二、官能团决定了有机化合物的性质第五节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一、生物大分子二、蛋白质对生命的构成和活性是必需的三、核酸贮藏和传
递遗传信息四、糖类储存能量和提供分子构建材料五、脂质是形形色色的疏水分子六、研究大分子结
构的方法第三章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第一节 关于生命起源的不同观点一、上帝创造说——神创论二、
外星球起源说三、自然起源学说第二节 地球上的生命源自非生命物质一、宇宙大爆炸和地球的起源二
、化学进化产生原始生命三、地球上的生命在哪里起源四、繁殖和遗传物质的起源——RNA世界第三
节 细胞的进化一、原核细胞二、真核细胞第四章 细胞的结构第一节 生物体由细胞组成一、一切生物
体都由细胞构成二、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三、细胞的起源与进化四、细胞理论五、观察细胞第
二节 细胞的共同特点一、具有相同的遗传物质DNA二、具有相似的质膜三、都具有细胞质四、具有共
同的能量代谢途径第三节 原核细胞的特点一、原核细胞的共同特点二、原核细胞的种类第四节 真核
细胞的特点一、细胞膜二、细胞核三、内膜系统四、线粒体与叶绿体五、非膜结构的细胞器六、细胞
连接第五节 真核细胞的蛋白质分选一、蛋白质分选信号二、细胞中蛋白质的运输方式和途径三、各类
细胞器的蛋白质分选四、蛋白质分泌途径第六节 原核细胞的蛋白质转运一、信号识别颗粒途径二、分
泌途径依赖的蛋白质转运途径三、双精氨酸转运途径第五章 细胞膜第一节 细胞膜的起源与进化一、
原始细胞的起源二、细胞膜的起源三、细胞膜的进化第二节 细胞膜的化学组成一、细胞膜由双层脂质
膜组成二、细胞膜的蛋白质三、细胞膜的糖类第三节 细胞膜的结构一、一个世纪的探索二、生物膜的
不对称性三、生物膜的流动性第四节 细胞膜的物质转运一、细胞膜的被动运输二、细胞膜的主动运输
三、胞吞四、胞吐五、原核分泌系统第六章 细胞通讯第一节 细胞的通讯方式一、细胞通讯的种类二
、细胞通讯与信号转导的进化第二节 细胞信号转导一、细胞信号转导的步骤二、信号分子三、受体四
、第二信使五、磷酸化级联反应六、终效应分子七、细胞信号转导途径网络第三节 细胞接触通讯一、
细胞连接依赖的细胞通讯二、黏附分子介导的细胞通讯三、突触四、细胞与外基质的连接与通讯第四
节 植物细胞间通讯一、植物细胞间通讯的特点二、植物激素介导的细胞间通讯三、胞间连丝介导的通
讯第七章 能量与代谢第一节 生命与能量第二节 两个定律控制能量变化一、热力学第一定律二、热力
学第二定律第三节 自由能的变化决定化学反应的方向第四节 ATP是能量的流通货币第五节 酶是生物
催化剂一、活化能和反应速率二、酶是生物催化剂第六节 代谢及其调控第七节 生物化学途径的进化
第八章 细胞呼吸捕获化学能第一节 细胞捕获化学键中的能量一、细胞呼吸“燃烧”葡萄糖获得能量
二、细胞呼吸中电子从葡萄糖(有机燃料)传递到氧气三、电子传递过程中的氧化还原反应释放能量并
贮藏于ATP四、氢载体NAD+在氧化还原反应中使电子来回穿梭五、氢载体把电子传递到O2逐步释放
能量六、细胞生成ATP的两种机制第二节 细胞呼吸的过程一、糖酵解通过氧化葡萄糖生成丙酮酸获取
化学能二、丙酮酸氧化脱羧生成乙酰辅酶A三、Krebs循环四、电子传递链和氧化磷酸化五、有氧呼吸
的产率六、细胞呼吸的调控第三节 发酵使细胞在无氧条件下产生ATP一、乙醇发酵二、乳酸发酵第四
节 其他分子的代谢也提供能量第九章 光合作用第一节 对光合作用的认知是科学研究的范例第二节 光
合作用在叶绿体内进行一、叶绿体的结构二、光合色素捕获太阳光中的能量三、光合系统第三节 光反
应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一、线性非循环电子传递链二、光反应中ATP的化学渗透生成三、循环电子传
递链第四节 碳反应利用ATP和NADPH把CO。
转化成糖一、卡尔文循环二、光合作用的产物是甘油醛-3-磷酸三、光呼吸消耗O2并释放CO2四、热带
植物用C4途径固定CO2第五节 光合作用的意义第十章 细胞分裂与繁殖第一节 染色体结构与数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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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结构二、染色体数量第二节 有丝分裂一、细胞分裂二、有丝分裂过程第三节 有性生殖的减数
分裂一、减数分裂二、第一次减数分裂三、第二次减数分裂第四节 动植物有性生殖的配子形成一、动
物的配子形成二、植物的配子形成第五节 细胞分裂周期一、细胞周期二、细胞周期调控三、细胞周期
与肿瘤第六节 细胞的分化一、细胞的分化潜能二、细胞分化的机制三、干细胞第七节 细胞凋亡一、
细胞凋亡的主要特点二、凋亡的分子机制第十一章 遗传与基因第一节 遗传一、孟德尔遗传方式二、
单基因遗传和复等位基因三、基因的连锁与交换四、遗传标记与基因诊断五、性别决定六、伴性遗传
第二节 遗传的分子基础——DNA一、什么是遗传物质二、DNA的结构三、DNA如何复制四、什么是
基因第三节 基因的结构与信息流一、中心法则与信息流二、遗传密码三、信息流：转录，随后翻译四
、真核生物转录物的剪接加工五、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基因表达的差异第四节 基因技术一、DNA操作
与基因克隆二、基因工程的流程三、生物技术正在掀起一场科技革命第五节 基因组一、遗传图和物理
图二、基因组测序三、基因组测序计划四、基因组学的研究与应用第六节 基因的表达与调控一、基因
的转录调控二、转录因子如何识别基因表达调控元件三、原核生物基因转录起始调控四、真核生物远
距离转录调控第七节 发育的细胞机制一、发育是一个有序调控的过程二、发育模式的决定三、同源异
形基因与发育模式的调控四、干细胞与体细胞克隆第十二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一节 病毒一、病毒的特
性二、亚病毒三、病毒与人类疾病第二节 原核生物界一、原核生物细胞的基本特征二、原核生物的主
要类群三、原核生物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第三节 原生生物界一、变形虫二、草履虫三、眼虫四、衣藻
五、海带第四节 真菌界一、真菌的基本特性二、真菌各类群的主要特征三、真菌与其他生物的共生关
系第五节 植物界一、苔藓植物二、蕨类植物三、裸子植物四、被子植物第六节 动物界一、无体腔的
无脊椎动物二、具有假体腔的无脊椎动物三、具真体腔的无脊椎动物四、具脊索的动物第十三章 植物
的结构与功能第一节 植物的组织第二节 植物的营养器官一、根的结构与功能二、茎的结构与功能三
、叶的结构与功能第三节 植物的生殖器官一、花的形态与结构二、种子的结构三、被子植物果实的形
态与结构第十四章 动物的结构与功能第一节 动物体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一、结构与功能相适应是动
物体中的普遍现象二、动物体结构有层次之分第二节 消化系统一、消化系统的类型与适应性二、脊椎
动物的消化系统第三节 排泄系统一、渗透调节二、排泄系统的组成与功能第四节 呼吸系统一、气体
交换二、呼吸机制与呼吸调控第五节 循环系统一、循环系统与其他组织的密切联系二、人类的心脏和
心血管系统三、循环系统的类型与进化第六节 繁殖、生殖系统和胚胎发育一、动物的无性繁殖和有性
生殖二、人类生殖系统三、受精和胚胎发育四、辅助生殖技术第七节 神经系统一、神经系统的结构二
、突触的结构三、神经冲动四、感觉器官第八节 运动系统一、动物的运动系统二、骨的结构三、肌肉
的收缩机制四、神经调控肌肉收缩第九节 内分泌系统与动物激素作用一、内分泌系统二、内分泌腺、
激素及其主要生理作用三、激素的作用机制四、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调节第十五章 生物进化第一节 生
物进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生物的遗传与变异一、表型可塑性二、遗传重组三、突变第三节 生
物居群的遗传结构与自然选择一、居群的遗传结构二、自然选择及其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第四节 居群
分化与物种形成一、居群的隔离与分化二、物种与物种形成第十六章 生态与环境第一节 生境与生态
因子分类一、生境的概念二、生态因子分类三、生物的能量环境和物质环境四、生态因子及其效应五
、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第二节 种群生态学一、种群生态学的基本特征二、种群的数量变动与调节
三、人类种群的增长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三节 生物群落与生物多样性一、生物群落的基本概念二、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第四节 生态系统一、生态学系统二、生态系统的概念三、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四、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五、保护生态平衡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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