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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护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即研究如何从保护生物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着手来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科学。
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生境退化、毁灭，对生物资源过度开发、外源物种侵入、次生灭绝效应导致物种连
锁性消亡，现今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保护生物学就是在生态出现诸多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
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是人类和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但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致使许多有重要科学价值或经济价值的植物遭到严重的破坏，
数量急剧减少，许多植物处于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的境地。
因此，加强对植物的保护，维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植物的多样性，提高农作物
及其他经济植物的质量和产量，保护植物种质资源，特别是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已成为当务之急。
　　七子花是忍冬科的落叶小乔木，为我国特有的单型属植物。
1907年，Wilson在一次科学探险活动中首次在我国的湖北兴山采得其标本，他的同事Rehder将此标本
命名为七子花。
1931年，郝景盛将浙江标本亦鉴定为fteptacodium miconioides。
1952年，Shaw根据采自我国宁波华亭山的标本发表了本属的另一新种——浙江七子花。
同年，Metcalfe根据对湖北兴山标本和上述标本进行比较形态解剖研究，认为Heptacodium miconioides
与Heptacodium jsmi-noides除了芽鳞片的数目、叶片的形状和花序的宽狭有所区别外，其他方面完全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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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濒危物种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已成为当前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中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专著是作者十几年来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七子花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
全书共分9章，从保护生物学角度系统研究了七子花生物学特性、生化成分及生物活性、光合生理生
态、种群结构与动态、生殖生态、遗传多样性、群落生态、物种多样性及多度分布等，阐述了导致七
子花濒危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策略，对科学有效地保护七子花具有重要的理
论与实践意义。
    本书可供生物学、生态学、林学、农学等学科专业的师生和科研工作者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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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七子花的生化成分及生物活性　　2.1 引言　　植物初生代谢产物（primary metabolite）是所
有生物以相同的代谢途径合成的，如糖、氨基酸、普通的脂肪酸、核酸类以及由它们形成的聚合物（
多糖、蛋白质、酯类、RNA和DNA等）。
植物的初生代谢产物对植物的生长发育等生理过程（如展叶、开花）非常重要，对于植物的生长、发
育和繁殖是必不可少的，其代谢途径在各物种体内也大致相同。
同时，很多初生代谢产物也是一些经济作物品质的指标，如小麦的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等。
但是，初生代谢产物的成分及含量常受环境的影响。
例如，韩巧霞等（2007）发现不同土壤质地条件对小麦旗叶全氮和籽粒蛋白质含量有明显的影响。
王洪亮等（2006）分析表明不同光照条件对寒地郁金香水分和蛋白质含量影响明显，且对不同品种的
影响程度不同。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secondary metabolite）是植物新陈代谢的中间产物或副产物，对植物的生长发
育和维持机体的基本生命过程无直接影响，如一些特殊氨基酸、脂肪酸和多酮化合物、甾醇类、萜类
、木质素和多种生物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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