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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生物学是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基础课，以植物形态解剖、植物系统演化、
被子植物分类和植物资源与环境为基本框架，由过去传统的四门植物学课程综合为一门课程，学时减
少，但内容并不减少，主要反映进化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
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更新、充实和改造陈旧教学内容。
因此，植物生物学课程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有限的学时内如何把植物学科的全貌和最新研究成
果展现给学生，让学生从中获得植物科学的基本内容、实验技能和最新研究进展的基本知识。
因此，目前植物生物学课程及实验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通过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把基本内容和最新
进展在有机交融后介绍给学生。
    本书基本内容由形态解剖、系统类群、被子植物分类和植物资源环境四部分组成，其中形态解剖部
分包括植物细胞、组织、器官、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发育生殖和生活史等；
系统类群部分包括藻类、菌类、地衣、苔藓、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等基本类群的形态、结构、
功能、发育、生殖、起源、发展和演化、地理分布和经济利用价值等；被子植物分类部分包括被子植
物的分类、命名、检索表、代表科属种的形态、结构、起源、发展和演化、地理分布和经济利用价值
等；植物资源与环境部分包括植物种群的分布与动态、植被类型、植物与光、温度、水和土壤等主要
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群落的演化和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我国植物资源的历史、现状和
保护的原则等。
通过对植物个体的形态结构、植物类群的多样性、科属种的形态特征和分类、系统发育和发展进化等
知识的全方位积累，使学生有效地获取植物科学知识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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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植物的细胞和组织　　学习重点　　掌握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植物细胞分裂和
繁殖的方法；了解植物细胞的化学组成和新陈代谢；植物组织的概念和各类组织的特点； 解植物的组
织系统。
　　细胞（cell）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也是生物个体发育的基础
。
无论是高大的乔木、低矮的草本植物还是微小的藻类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细胞具有严整的结构，植物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发生在细胞中。
　　细胞的发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显微镜的发明是发现细胞的一个重要条件。
1665年，英国人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用自制的显微镜观察软木切片，发现软木由很多“小
室”构成，形似蜂窝，称其为“cell”，原意为小室，后随着研究的进展和细胞结构的进一步观察、发
现，赋予“eell”特定的意义，逐渐形成了“细胞”这一概念。
实际上，胡克当时所观察到的是死细胞的空腔，但这一发现，为探索生物体的微观世界开辟了新途径
。
随后，又经过许多人的观察和研究，对细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Schleiden）提出，所有植物体都由细胞构成。
1839年德国动物学家施旺（Schwann）在动物研究中证实了上述结论，并首次提出。
细胞学说”（cell theory）这一概念。
他提出：“动物和植物乃是细胞的集合体，它们依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在动物和植物体内”，并明确提
出：“一切动物和植物皆由细胞组成”。
1855年，德国医生和细胞学家微耳和（Rudolf Virchow，1821-1902）指小“细胞来自于细胞”。
　　细胞学说可以归纳为两点：所有生物都由细胞和细胞的产物组成；新的细胞必须经过已存在的细
胞分裂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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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植物生物学（含习题手册）》通过对植物个体的形态结构、植物类群的多样性、科属种的形态
特征和分类、系统发育和发展进化等知识的全方位积累，使学生有效地获取植物科学知识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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