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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植物组织培养》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植物组织培养的概念、
原理、方法与应用技术，分理论篇和应用篇，共18章。
理论篇包括绪论、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原理、设备和基本技术、植物器官培养、组织培养、细胞培养
及植物无糖组织培养技术等内容，阐述了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技术；应
用篇详细介绍了植物组织培养在农业、林业、工业、医药业等方面的应用方法与技术，全面地反映了
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与动态，并重点描述了74项应用实例。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植物组织培养》概念准确，图文并茂，技术方法详细具体
，理论与实践并举，可作为植物生产类、草业科学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生态类及生物科学类等各专
业高年级本、专科生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科研人员与生产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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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篇　　1　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原理　　植物细胞全能性理论是植物组织培养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完整的植株上，各部分的体细胞只能表现一定的形态，承担一定的功能，这是由于受具体器官
或组织所在环境影响的缘故。
但是，植物体的一部分一旦脱离原来所在的器官或组织，成为离体状态时，在一定的营养、激素等外
界条件下，植物细胞就会脱分化、再分化，进而表现出全能性。
　　1.1植物细胞全能性　　植物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生物结构和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细胞能够分裂、繁殖和分化出不同形态、执行不同功能的组织和器官，从而使种族不断繁衍。
高等植物就是由无数不同形态、不同生理生化特点及执行不同功能的细胞构成的。
其中一部分细胞继续保持分生能力，称为分生组织（meristem）；而另一部分细胞失去分生能力而执
行其它功能，处于不分裂状态，称永久组织（permanent tissue）。
那么植物组织培养不仅能使处于分生状态的细胞继续保持分裂能力，同时也可使永久组织的细胞恢复
分裂能力，如同生殖细胞和合子胚一样，其原因何在呢?这主要在于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的特点。
　　植物细胞全能性（cell totipotency）是指任何具有完整细胞核的植物细胞（不管性细胞还是体细胞
），都拥有形成一个完整植株所必需的全部遗传信息，在特定的环境下能进行表达，产生一个独立完
整的个体。
换句话说，植物细胞只要有一个完整的膜系统和一个有生命力的核，即使已经高度成熟和分化的细胞
，也还保持着恢复到分生状态的能力。
其恢复过程取决于该细胞原来所处的自然部位及生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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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植物组织培养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已渗透到植物生理学、病理学、药学、遗传
学、育种学以及生物化学等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许多基础理论深入研究的必要手段和方法，并
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工业、医药业等多种行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成为当代
生物科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学科之一。
　　植物组织培养是植物生产类、草业科学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生态类及生物科学类等各专业本科
生的重要课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版了不少有关植物组织培养方面的专著、教材，这些专著、教材无疑
对推动植物组织培养的教学、科研和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真正能适应教学需要的优秀教材却很少。
此外，近二十年来，植物组织培养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和创新，在实践上应用范围迅速扩大，应用技术
在不断发展。
基于此，我们组织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
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宁夏大学、海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贵州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徐州工学院
、北京农学院和莱阳农学院等高等院校的19位长期从事植物组织培养教学和科研的专家、教授编写了
这本教材。
希望本教材对各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有所帮助，为科研人员、开发应用人员提供参考
。
　　本书分理论篇和应用篇。
理论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技术；应用篇详细介绍
了植物组织培养在农业、林业、工业、医药行业等方面的应用方法与技术，全面地反映了国内外最新
研究成果，并重点描述了74项应用实例。
同时，每章都有小结、思考题，便于学生自学。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技术方法详细具体，实用性强。
　　全书包括绪论共18章，书末有附录与参考文献。
其中绪论由巩振辉和张菊平编写；第1章由李群和张菊平编写；第2章由吴震编写；第3章由张喜春和巩
振辉编写；第4章由琚淑明和张菊平编写；第5章由霍俊伟编写；第6章由黄炜和巩振辉编写；第7章、
第14章由申书兴和张成合编写；第8章由平吉成和巩振辉编写；第9章由成善汉和巩振辉编写；第10章
由汤浩茹编写；第11章由张恩让和巩振辉编写；第12章由逯明辉和巩振辉编写；第13章由石岭和巩振
辉编写；第15章由孙世盟编写；第16章由王飞编写；第17章由陈银华和巩振辉编写；附录由巩振辉和
张菊平编写。
全书由巩振辉和申书兴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崔鸿文教授对全书进行了系统审阅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吕元红同志对全
书图表进行了编辑和绘制。
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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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植物组织培养的概念、原理、方法与应用技术，分理论篇和应用篇，共18
章。
理论篇包括绪论、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原理、设备和基本技术、植物器官培养、组织培养、细胞培养
及植物无糖组织培养技术等内容，阐述了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技术；应
用篇详细介绍了植物组织培养在农业、林业、工业、医药业等方面的应用方法与技术，全面地反映了
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与动态，并重点描述了74项应用实例。
　　　　本书概念准确，图文并茂，技术方法详细具体，理论与实践并举，可作为植物生产类、草业
科学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生态类及生物科学类等各专业高年级本、专科生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
关科研人员与生产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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