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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生理学是研究植物生命活动规律及其调控的一门学科。
为了适应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和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需要，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
高等农林教育出版规划”项目“植物生理学立体化系列教材建设”的要求，《植物生理学》教材由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院校长期在教学第一
线的教师分工协作共同编写。
主要作为高等农林院校作物生产专业、林学专业、资源环境专业及生物专业本科生的植物生理学教学
用书，也可作为从事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本教材是按照“细胞一营养代谢一生长发育一逆境生理”教材体系编排。
在编写中，主要参考了LincolnTaiz和EdllardoZeiger（2002）主编的PlantPhysiology（3rd）和其他国内外
近年出版的教材、有关文献，反映了编者所在各院校植物生理学教学经验和科研工作积累，体现科学
性和先进性。
在努力阐明植物生理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基础上，注重理论与生产实际的结合，体现农林院校教材
特色。
尽量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体现教学适应性、实用性。
为便于学生自学复习，每章开始指出了该章学习的目的和重点，每章后附有小结并给出了体现教学基
本要求的复习思考题。
鉴于教学时间有限，书中灰度部分的内容，不做教学要求。
　　本初稿完成后，经张继澍、胡景江修改、统稿。
由山东农业大学邹琦教授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姝清教授进行了精心审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
意见。
最后，由张继澍根据审稿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工程院山仑院士鼓励和支持，并在百忙中特为本教材作“序”；
参编者所在学校的教务处、教材科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吴雪梅和李光跃、张晓晶等领导、编辑同
志对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校对、审稿过程中各位编委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理与细胞生物学教研室的周春
菊、林岭、李绍军、慕自新、逢焕明、高梅和有机化学教研室的王俊儒等老师付出了辛勤劳动并提出
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对教材中所引用的国内外教材、专著及科技期刊的资料和图片尽最大可能做了标注，如有遗漏和
错误敬请谅解。
　　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范围的局限性，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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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阐明植物生理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基础上，注重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体现农林院校
教材特色。
为便于学生自学和复习，每章前指出本章学习重点及难点，章后附有小结，并给出体现本章要求的复
习思考题。
全书分12章，按“细胞一营养代谢一生长发育一逆境生理”体系进行编排。
内容包括植物细胞结构与功能、植物水分代谢、植物矿质和氮素营养、植物光合作用、植物呼吸作用
、植物有机物质的运输和分配、植物生长物质、细胞信号转导、植物生长生理、植物生殖生理、植物
成熟和衰老生理、植物逆境生理。
《植物生理学》主要作为高等农林院校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学生使用，还可作
为相关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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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c3、c4与cAM植物光合特性比较
　　一、叶片解剖结构
　　二、光合特性
　第六节 光合作用的产物
　　一、叶绿体中淀粉的合成与降解
　　二、蔗糖合成途径
　第七节 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
　　一、光合速率
　　二、影响光合作用的外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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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影响光合作用的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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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氧化磷酸化和能量的贮存利用
　　六、呼吸作用的调节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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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植物体内有机物的运输
　　一、有机物运输的途径
　　二、有机物运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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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有机物运输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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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技术在有机物运输研究中的应用
　第三节 有机物的分配
　　一、源、库、流的概念
　　二、源、库、流的相互关系
　　三、有机物分配的规律
　　四、有机物的再分配
　　五、源库理论与作物产量
　第四节 影响有机物运输与分配的环境因素
　　一、温度
　　二、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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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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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乙烯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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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植物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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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呼吸速率的变化
　　三、含水量的变化
　　四、内源激素的变化
　　五、外界条件对种子成熟和化学成分的影响
　　六、谷类作物空瘪粒的形成及影响空瘪粒形成的因素
　第二节 种子及延存器官的休眠
　　一、休眠的概念和适应意义
　　二、种子的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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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肉质果实成熟时的生理生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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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环境条件对衰老的调节
　　六、衰老机制
　第五节 器官脱落
　　一、器官脱落与离层的形成
　　二、脱落的激素调控
　　三、影响脱落的因素
　　四、控制器官脱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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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题
第十二章 植物的抗性生理
　第一节 植物的抗寒性
　　一、冷害生理
　　二、冻害生理
　第二节 植物的抗旱性
　　一、干旱的概念及类型
　　二、干旱对植物生理过程的影响
　　三、严重干旱致死的原因
　　四、植物的抗旱性
　　五、渗透胁迫与渗透调节
　第三节 植物的抗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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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植物的抗热性
　第四节 植物的抗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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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植物的抗盐性
　第五节 植物的氧胁迫
　　一、植物体内活性氧的产生
　　二、活性氧对植物的伤害作用
　　三、植物对氧胁迫的抗性
　第六节 植物的抗病性
　　一、病原物的致病性
　　二、植物感病后的生理变化
　　三、植物抗病的生理基础
　　四、植物诱导抗病性
　第七节 环境污染对植物的为害
　　一、大气污染对植物的为害
　　二、水和土壤污染对植物的为害
　　三、植物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第八节 抗性生理通论
　　一、逆境下植物的生理代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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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物膜与抗逆性
　　三、逆境蛋白与抗逆性
　　四、渗透调节与抗逆性
　　五、植物激素与抗逆性
　　六、交叉适应与抗逆性
　　小结
复习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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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业生产实践孕育了植物生理学，而近代植物生理学的每一重大成果又使农业技术产生重大变革
，作物产量极大提高。
例如对矿质营养的研究奠定了化肥生产基础，提供了无土栽培新方法，并对合理施肥、提高作物产量
做出了贡献。
光合作用研究为农业生产上间作套种、多熟栽培、合理密植、矮秆化和高光效育种等提供理论依据。
植物激素的研究推动了生长调节剂和除草剂的人工合成及应用，为防止器官脱落、打破休眠、控制生
长、调节花果形成、插条生根、贮藏保鲜和提高产量质量开辟了新途径。
春化和光周期现象的发现及研究，对栽培、引种、育种有重要指导作用。
植物根源信号转导的研究为节水灌溉提供新途径。
组织培养技术的发展、“细胞全能性”预言的实现，为发展花药育种、原生质体培养、细胞杂交融合
、基因导人等育种新方法提供了基础，为快速繁殖、脱除病毒和植物性药物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可靠
的途径等。
这些成果充分证明植物生理学是合理农业的重要理论基础。
　　当前世界面临着食物、能源、资源、环境和人口5大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生物学有关。
在21世纪，作为自养生物的绿色植物在为人类增加食物、增加资源、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中发挥着重
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而研究植物生命活动规律和机制的植物生理学必将愈来愈感到责任重大，仍将处于持续发展阶段。
它围绕如何解决食物、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向宏观和微观方向深入发展。
在宏观上与环境生物学、生态生理学等更广泛的结合，从群体、群落着眼研究植物间的相互影响，植
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使资源再生和环境得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中所出现的生理问
题。
从微观上，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体内的物质代谢、能量转化、信息转导、形态建成和植物抗
逆性及其他生理活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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