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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科学向来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基础领域。
在过去20年中，随着大量新信息的涌现使该学科的重点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些新信息多数源自分子生物学技术，使人们对植物各种生命过程的理解更加深入，使植物生物学在
各个方面都得以进一步的阐明。
基因组分析和基因转移的成功开创了植物生物技术操作的可能性，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对生物多样性认识的深化，生态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植物与植物间、其他生物间以及植物
与其他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有了新的启示。
植物育种工作者、生态学家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人们都已真正地意识到正不断减少的植物资源的经济
和艺术价值。
　　本书涵盖了现代植物生物学的所有领域。
在撰写此书时，我们始终铭记在心的是：面对一系列高级课程的大学生需要一部可接受的课本，使之
能洞悉植物科学的全貌；它的深度与广度应适合植物生物学专业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大学生，专门化知
识有待于通过高级课程去学习。
本书还旨在为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技术学家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使他们对所工作的对象有一个初步
的了解，为深入认识提供基础背景。
它既可帮助大学生们学习，也使其他领域的专家得以了解植物科学。
本书和所有精要速览系列图书一样，在每个部分前列出要点，作为复习速览，帮助读者在读完每一部
分后再加以记忆，如在考试前。
我们将名词术语在能够理解的前提下削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减少采用老的生物学知识，以求本书能
适用于期刊工作者、环保工作者以及那些关心植物生物学重要事件或对其有真正兴趣的人们。
　　本书第二版在保持第一版的格式和风格的基础上，对全书的一些结构做了调整，并从头至尾对内
容进行了更新。
本版的主要变化是增加了B部分——认识植物。
该部分是为了向读者介绍现代植物科学中的主要技术，已取得研究进展的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要一个“技术”部分，使读者能够回顾和追溯，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这个部分有一个
深刻地理解。
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对章节顺序做了调整，将介绍分类大纲、与水的关系、代谢等部分提前，将在第
一版中分开的花和种子部分归并到一起，使得能更好地将结构、功能和生理学联系起来。
分子技术在第一版中占了较大的篇幅，此版中更多。
由于分子技术已渗透到整个植物科学中，在新版中纳入了分子技术和其他的进展，使得有些部分改动
较大，有些部分重点也作了更改。
我们的指导原则仍然是让大学生了解植物科学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学习更多的知识，而不仅是对该多
样化和快速发展学科的一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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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要速览系列（Instant Notes Series）”丛书是国外教材“Best Seller”榜的上榜教材。
该系列结构新颖，视角独特；重点明确，脉络分明；图表简明清晰；英文自然易懂，被国内多所重点
院校选用作为双语教材。
　　《植物生物学（第2版）（导读版）》第二版在保持第一版格式和风格基础上，新增认识植物（B
部分）；对全书章节安排进行调整，将介绍分类大纲、与水的关系、代谢等内容提前，将花和种子合
并到一起；进一步加大分子技术篇幅。
　　《植物生物学（第2版）（导读版）》适合普通高等院校生命科学、医学、农学等相关专业使用
，也可作为双语教学参考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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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菌根有几种类型：最常见为丛枝菌根，真菌能穿透根皮层细胞的细胞壁；外生菌在吸收根的外面
形成菌丝鞘，是温带树木的特征之一；还有几种与石楠和兰花有关的专一性的菌根。
丛枝菌根真菌为接合菌，子实体生于地下；其他的则为子囊菌和担子菌。
　　通常情况下，共生是互惠互利的，但是，从病原菌真菌到寄生于植物上的真菌都各不相同，变化
多样。
通常，真菌从植物体获取糖类，并从土壤中吸收营养转运给植物。
菌根菌有着广阔的菌丝网且外生菌根菌能通过菌丝和相邻的真菌相连。
　　菌根菌能高效吸收土壤中的营养物质，特别是对氮和磷的吸收，而外生菌根菌能够分　　解有机
物质。
真菌通常吸收和固定植物体中糖类；有时这种作用是双向的，植物也可　　从真菌中吸收糖类，这种
相互作用因真菌的种类不同而不同，在同株植物的生活史中　　也是有变化的。
它们能抑制其他真菌，包括腐生真菌和植物病原体。
　　目前群落间的相互作用了解不透彻，但此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群落早期演替中，菌　　根菌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可能会出现真菌演替。
在一个成熟的植物群落中，一种真菌　　能促进某种植物生长，而抑制另一种植物生长。
一个多样性的植物群落依赖多样性的　　真菌群落。
外生菌根菌的菌丝网可阻止非菌根真菌的入侵。
针叶林的建立需要土壤　　中菌根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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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快速、准确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外语的最佳套书！
一种对教材概念的新的诠释！
　　●精炼学科核心内容，以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专题形式介绍各学科基础知识。
　　●版式设计独特，方便学生快速、便捷地领会学科要点，便于复习与记忆。
　　●编写风格统一，提供“结构化”学习方法。
　　●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教材——欧洲、北美等地众多高校广泛参考和使用，国内数百家高校双语教
学课程选用。
　　精要速览系列图书l999年面世至今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2009年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11个分册导读
版的新版图书，2010年计划推出9个分册的中译版。
其编写风格、取材角度仍继承前版特色，在内容上根据各学科发展进行修订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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