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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生物学》第3版在保持第2版知识体系和特点的基础上，本着加强基础、提高质量、跟进植
物科学发展新进程、培养学生学习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原则进行了修订。
《植物生物学-第3版》既为适应高等院校生物学类专业调整、课时压缩的&ldquo;植物生物学&rdquo;
或&ldquo;植物学&rdquo;课程而设计，也为提高植物生物学的教材水平和教学质量而设计。
　　本版教材包括绪论和17章正文，主要知识板块为植物的细胞、组织、器官的结构和发育；植物的
水分生理、矿质营养和光合作用，植物生长发育的调控；植物界的多样性，主要植物类群及其系统发
育与进化。
同时，还简要介绍了植物与环境和植物资源保护利用的基本知识，以及真菌界的系统地位和主要代表
特征。
本版教材在内容上的修订力度较大，吸收了近年植物科学领域的有关新成果，加强和充实了植物生理
方面的内容，对植物的水分生理和矿质营养、光合作用以及植物与环境3章进行了重新编写。
对本教材有特色的数十个知识&ldquo;窗口&rdquo;几乎全部进行了更新和修订，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植
物科学的新进展，非常有助于师生了解植物科学的一些研究近况，并可引导和激发学生探求植物科学
未知领域的欲望。
教材中的部分插图进行了重绘，彩色图版也进行了部分更新，还增加了一些珍稀植物的照片。
书后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和中英文名词索引。
　　同时，还有与本版教材配套建设的数字课程，包括各类群代表植物的彩色照片、部分植物生长发
育的录像片段，植物拉丁文及其发音，以及与植物生物学有关的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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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植物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意义第二节 植物在生物分界中的地位一、林奈的两界系统
二、海克尔的三界系统三、魏泰克的四界和五界系统四、六界和八界系统五、三域系统六、中国学者
对生物分界的意见第三节 植物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学习植物生物学的重要意义一、植物生物学及其
研究对象二、学习植物生物学的目的和意义（一）植物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础（二）植物生物
学与国民经济发展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系密切第四节 植物科学的发展简史和当代植物科学的
发展趋势一、描述植物学时期二、实验植物学时期三、现代植物学时期四、中国植物生物学发展的简
要回顾第五节 学习植物生物学的要求和方法思考与探索第一章 植物细胞与组织第一节 植物细胞的形
态与结构一、植物细胞的形状与大小二、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一）原生质体（二）细胞壁窗口 细胞
壁在植物抗病中的信号转导作用（三）后含物第二节 植物细胞的增殖一、细胞周期（一）分裂间期（
二）分裂期（三）细胞周期（四）周期性细胞、终端分化细胞和Go期细胞二、有丝分裂（一）有丝分
裂的过程（二）染色体与纺锤体三、无丝分裂四、减数分裂（一）减数分裂的过程（二）减数分裂发
生的时间与产物第三节 植物细胞的生长与分化一、植物细胞的生长二、植物细胞的分化（一）植物细
胞分化的现象（二）细胞分化的本质和影响因素三、植物细胞的全能性四、细胞的死亡第四节 植物组
织一、组织与器官的概念二、植物组织的类型（一）分生组织（二）成熟组织（三）复合组织（四）
组织系统思考与探索第二章 植物体的形态结构和发育第一节 种子的萌发和营养器官的发生一、种子
的构造和类型（一）胚（二）胚乳（三）种皮二、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的形成（一）种子的寿命和休眠
（二）幼苗的形成和类型第二节 根一、根和根系二、根尖及其分区三、根的初生结构与初生生长四、
根的次生生长与次生结构（一）维管形成层的产生与活动（二）木栓形成层的产生与活动（三）根的
次生结构五、根瘤与菌根（一）根瘤（二）菌根窗口 植物根际和根际对话六、根的功能七、根的变态
（一）贮藏根（二）气生根第三节 茎一、茎的基本形态（一）茎的外形（二）芽的类型及构造（三）
茎的生长习性和分枝二、茎尖及其发育（一）茎的顶端分生组织（二）叶原基和芽原基三、茎的解剖
结构（一）双子叶植物茎的结构特点窗口 植物木质部管状分子分化中的细胞程序性死亡窗口 植物剥
皮再生（二）裸子植物茎的结构特点（三）单子叶植物茎的结构特点四、茎的生理功能五、茎的变态
（一）地上茎的变态（二）地下茎的变态第四节 叶一、叶的形态（一）叶的组成（二）叶的形态二、
叶的解剖结构（一）被子植物叶的一般结构（二）禾本科植物的叶（三）裸子植物的叶三、叶的发育
四、叶对不同生境的适应（一）旱生植物叶和水生植物叶（二）阳地植物叶和阴地植物
叶&hellip;&hellip;第三章 植物的水分生理和矿质营养第四章 光合作用第五章 植物的繁殖第六章 植物的
生长发育及其调控第七章 生物多样性和植物的分类及命名第八章 原核藻类第九章 真核藻类第十章 苔
藓植物第十一章 蕨类植物第十二章 裸子植物第十三章 被子植物第十四章 植物的进化和系统发育第十
五章 真菌界第十六章 植物与环境第十七章 植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主要参考书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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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学习植物生物学的要求和方法　　植物生物学课程是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主要基础课，学
习该课程的基本目的和要求是扎扎实实地掌握植物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学习和掌握植物生
物学的基本实验研究方法。
既要了解植物生物学的过去和现在，又要了解植物生物学的未来发展趋势，还要了解植物生物学和其
他科学技术的关系，了解植物生物学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特建议在学习本课程时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认真阅读教材。
　　学习植物生物学，一方面要认真听老师讲课，因为老师在讲课中会对重点和难点加强分析，老师
会教给我们学习理解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还会给我们补充许多教材上没有的知识和新信息。
另一方面也必须认真阅读教材，在老师课堂讲授前最好对教材进行预习，大体了解将要讲授的内容，
以便心中有数，并能够带着自己难以理解的问题去听课，提高听课的目的性。
在老师讲课后更要主动认真地阅读教材（包括参考书），结合老师的讲课，在理解的基础上，对所学
内容进行分析归纳，找到各知识概念间的关系，找到一些生命现象的规律，并用每章教材后面的思考
与探索题来测评自己。
这样，既可以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又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二，必须学习辩证的思维方法，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习中最忌讳的是孤立地死记硬背一些知识概念，忌讳简单问答式的学习方式，忌讳要么
是&ldquo;是&rdquo;、要么是&ldquo;非&rdquo;的僵化思维模式。
必须学会辩证的思维方法，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如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形态结构和发育的阶段性与动态发展变化的关系，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
，形态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关系，个体发育与系统发
育的关系，遗传和变异的关系，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植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基础知
识与应用的关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等。
还要加强问题意识，提高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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