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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和木节 20.2天然斜纹 参考文献 ⋯⋯ 第四部分总括 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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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3生物学有关发育概念的综述（Ⅲ） ——与发育有关的一些生物学疑点 生物长时
进化，门类繁众，造成生物生命过程在学术上难于绝对一致。
由此在生物研究中存在一些疑点和理论上的分歧，如对病毒的生命性尚有不同看法等。
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些由认识深化产生的疑点。
次生木质部发育研究须了解涉及的有关疑点，并明确次生木质部所处状况。
 文献摘引 1.对个体概念的疑义 ■Bertalanffy提出，单细胞生物世世代代仅以分裂的方式进行繁殖。
个体意味着某种“不可分的东西”；既然单细胞生物事实上是“可分的”，而且它们恰恰是通过分裂
而繁殖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称这些生物为个体？
这同样适用于以分裂生殖和芽殖方式进行的无性繁殖。
从体质的观点来看，甚至人的个体性有时也成问题。
同卵孪生儿来源于单一的卵，这个卵在胚胎的早期阶段发育成两个“个体”。
 ■Bertalanffy同时提出，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这样的意义上谈论个体，即系统发育和个
体发育的过程中发生逐渐整合，有机体的各部分逐渐分化和失去独立性。
严格地说，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个体性，而只有系统发育的和个体发育的逐渐个体化，这种逐渐个体化
是以逐渐集中化为基础的，某些部分取得主导的地位，由此决定着整体的行为。
无论在发育过程中还是在进化过程中，个体性是可以接近但不能达到的极限。
完全的个体性，即集中化，会使繁殖成为不可能，因为繁殖以新的有机体的建构出于老的有机体的诸
部分为先决条件。
因此，生物学上的个体概念只是被定义为极限的概念。
 2.关于“无限生长”的特性 ■白书农指出，当人们在比较动植物个体发育特点时，另外一个最常被提
到的特点就是动物的个体发育是有限生长，而植物的个体发育能够无限生长。
实际上，在这个描述中，“植物的个体”本质上是许多完成生活周期的基本单元“聚生”而成的“聚
合体。
与它能够相比的并不应该是一个人、一只老鼠或一只果蝇，而应该是一丛珊瑚或一团水螅。
这种聚合体可以像珊瑚一样有自己整体的形态特点，但从发育的角度看，我们不应该将它看做类似一
个人或老鼠这样的独立的发育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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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木质部发育1:针叶树》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书稿更是十年磨一剑，可谓呕心沥血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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