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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医学生物学（第7版）》围绕生命科学中最基本、最
重要的和医学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编写，即生命的基础、生命的延续、生命的进化、生命和环境
以及生命科学和现代生物技术五方面的内容。
这些内容除承继了前5版的主要内容外，还根据近几年生命科学的发展进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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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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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生物学（biology）是研究有机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现象及其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能
动地改造有机自然界，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一门科学。
简而言之，生物学就是研究生命的科学，研究生命本质的科学。
在自然界中，从肉眼看不见的病毒（virus）到庞大的鲸（whale），都表现出各种生命现象，而不同于
岩石、山川和河流。
因此，生活着的生物是有生命的，它们不同于非生命的物质。
生命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虽然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也是研究物质运动的，但是，生物学所研究的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
它包括了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等。
因此，物理学、化学的发展就必然推动着生命科学的发展。
而从生命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没有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就，生命科学也不可能取得重大的
进展。
一、19世纪以前生命科学的发展概况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在生命科学的早期研究中，出现了实
验生物学（experimentalbiology）的萌芽。
1628年，英国生物学家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1665年，英国物理学家Looke应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
英国化学家Prlestley和荷兰医生}tousz1等研究了植物与阳光、空气和水分的关系，对植物的营养过程（
光合作用）作了科学的概括。
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和新的发现对于后来的实验生物学的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19世纪以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对生物外形及内部结构的观察、描述和解剖、分析的阶
段。
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综合前人的工作，建立了科学分类的方法，揭示了动植物的亲缘关系，从而结
束了分类学中的混乱状态，为科学进化论的确立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综上所述，到18世纪末，生命科学的发展大体上是由对生命现象的描述发展到以实验观察为依据，对
生命现象进行分析和推理，从而逐步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生命科学体系。
二、19世纪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19世纪对各种生命现象的研究，已经从观察、描述深入到分析、综合
，而做出理论概括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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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生物学(第7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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