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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引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进入2l世纪，科学发现、技术突破不断涌现，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加强。
回顾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每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型产业，诞
生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
18世纪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动力是主导技术，铁路运输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把农业经济推向工业化
经济。
20世纪以电子技术为主体的电子电信和网络使人类进入信息经济时代。
继网络信息经济之后的产业革命将是什么？
195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Watson和Crick发现了遗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在生命科学（life science）
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引发了一场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进行的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革命。
据分析，信息经济时代的寿命约80年，预期在2020年人类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
　　如果说现代自然学科的领头学科是物理学的话，那么21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关键带头学科就是生
命科学。
生命科学走在其他学科的前面，从理论观念、思维方式和方法学上对其他学科起着重要作用，将从根
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及其生物伦理与道德观念。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前完成，生命科学研究进入系统生物学，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而生物
技术进入合成生物学，从基因工程转向到生物系统的人工合成。
据统计，目前有关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的论文数占自然学科论文总数的27％，而全球生物技术产业以
每年递增20％的速度发展。
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和棘手的问题（如人口与健康、粮食与食品、环境与能源、国家安全等）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将提供重要支撑和答案。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推动医药、农业、工业领域的
革命性变化。
1982年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胰岛素实现了产业化，目前医药生物技术（medicinal biotechnology
）已经趋于成熟，上市产品包括生物技术药物与疫苗、检测与诊断试剂和医疗器械。
1994年第一个基因工程改良的耐贮番茄被批准，目前转基因棉花、大豆、油菜和玉米扩大种植，2006
年全球种植面积达1亿公顷，农业生物技术（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持续增长。
利用生物技术可以解决环境污染、化石燃料短缺，制造化学品和新材料，生产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等
，这些工业生物技术（industrial biotechnology）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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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为主线，围绕前沿学科与技术、人们密切关注的热点问
题、对学科技术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设计选择12个热点主题。
绪沦主要以生命科学的分支学科和重大技术的兴衰演替为主体，介绍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历
史和生命科学的方法论。
生命科学领域的热点包括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病毒与艾滋病、分子肿瘤学；生物技术领域热点包
括合成生物学、基因技术、动物克隆、干细胞工程、纳米生物技术、生物芯片、生物能源；生命与社
会领域的热点包括生物安全。
从概念出发，介绍了各个主题的发展经过和基础知识，重点论述了基本原理与技术及其成果应用。
把最新的科技进展引入教材，内容具有知识性、趣味性、信息性、科学性与人文性。
　　《新世纪高等学校研究生适用教材：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可作为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高
年级生物学（或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本科生选用教材或医药、科研、生产等相关领域技术人员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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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生命科学既是一门最古老的科学，又是一门最年轻的学科。
生命科学发展很快，很多生物学问题正在被解决，我们处在一场生命科学的革命之中。
本章从生命的概念出发，认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了解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影响。
　　1.1　概述　　生命是什么？
不同时期、不同哲学家和科学家对其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往往与其哲学观有关。
自然哲学家认为生命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高级的特殊存在形式，把自然界的物体分为两类，一类无生命
，另一类有生命。
有生命的物体就是生物体，即生物。
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多种多样，形态各异，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目前估计有500
～5000万个物种。
被定名的约有150万种，其中动物100多万种，植物40多万种，微生物10万多种。
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看，生命是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其演化过程总是朝
着嫡减少的方向进行，一旦负熵的增加趋近于零，生命将趋向终结，走向死亡。
从生物物理学的三要素——物质、能量、信息角度看，在生命的整个运动过程中，贯穿了物质、能量
、信息三者的变化、协调和统一。
　　机械论认为生命不是别的，只是机械装置，其运动可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定律来解释。
　　把生命归结为物质似乎太简单，而且不尽合乎人理性。
生物学家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们不承认超自然的或非物质的力量，不能接受机械论的解释。
根据现有对生命的认识，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蛋白质和／或核酸。
从生物学角度看，生命是由核酸和蛋白质等物质组成的多分子、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具有不断自我更
新、繁殖后代以及对外界产生应答的能力，是一种过程，是一种现象。
另外，生命还具有其社会属性，没有任何特殊的物质、物体或力量可以和生命等同。
　　1.1.1　生命的过程特征　　自然界的物体为什么有一些是有生命的而另一些是无生命的，生命具
有哪些特性？
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可以找到生物体有别于非生物体的许多过程特征。
　　1.　生长与发育　　生命个体从出生到死亡都要经历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生长和发育。
从原来的合子（受精卵）发育成胚胎，经少年期、成年期，衰老直到死亡。
生长是细胞数目或体积增加的过程，而发育以细胞的分化为基础，出现新类型的细胞、组织或器官，
是功能变化的过程。
生物体能通过新陈代谢的作用使细胞和个体不断地改变其性质，实现生长与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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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旨在使学生学习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新知识，了解生命科学
和技术进步的重大成果，促进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和其他相关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
渗透和交叉融合，拓宽研究生视野和思维，从而培养出全面、高素质的创新型硕士生。
 《新世纪高等学校研究生适用教材：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以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为
主线，围绕前沿学科与技术、人们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系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病毒与艾滋病
等12个热点主题对相关知识进行了阐述。
在附录中还收录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年鉴及与生命科学相关的部分诺贝尔化学奖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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