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奇的生物技术-少年科学院书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神奇的生物技术-少年科学院书库>>

13位ISBN编号：9787533666637

10位ISBN编号：7533666631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董仁威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09出版)

作者：董仁威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奇的生物技术-少年科学院书库>>

前言

本书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人浅出地讲述了生物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带领青少年朋友进行了一次
科学之旅。
    本书具备一般科普书的六个特性：    一、科学性    全书论证严谨，逻辑严密，由表及里，触类旁通
，较好地帮助青少年朋友了解生物技术的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对于开阔视野、开启心智颇有益处。
    二、通俗性    本着服务广大青少年的原则，本书通篇采用直白、简单的叙说方式，化生涩、难懂的
科技知识为通俗、易懂的科学道理。
  三、趣味性（可读性）  在科学、通俗的前提下，本书不忘饶有趣味地进行讲解，使大家在学习的过
程中感到乐趣，不至于疲倦，既学到了知识，又放松了身心。
    四、独创性    本书的语言描绘别具一格，更上一层楼。
    五、思想性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求证，以使文章内容充实，思想的火花遍洒。
    六、文学性    除了上述特性以外，本书还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学性。
通篇语言虽浅显，结构却紧凑，用词、造句颇有讲究，洋溢着浓厚的文学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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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遗传奥秘“缉拿” 遗传“面目”初“相逢” 遗传规律砖引玉 三把“钥匙”定乾坤 生命密码终“解锁
” 生物工程“走马” 基因工程旷世出 新型育种结硕果 干细胞技术显神威 器官“银行”美梦真 灵魂密
码深几许 动物克隆趣闻多 五大工程应用广 当代科技“观花” 基因“恶魔”驱顽疾 低温技术起死回生 
吃穿住用遍地花 太空植物也“潇洒” 细菌个小本领大 未来人类漫话 超人不超待问世 生物电脑福与祸 
长生不老希望火 人面兽心不可怕 “灵境”世界美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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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人类发展的渔猎时期，人们还不知道利用这种遗传现象。
人们天天去打猎、捕鱼，打着了就吃，打不着就只好饿着。
后来，在狩猎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一些动物相对说来比较容易驯顺，生长得也陕一些。
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动物留下来，准备天阴下雨不能出去打猎时吃。
于是，人们开始喂养动物，让它们繁殖后代，成为家畜或家禽。
植物也是如此，人们发现一些植物可以结子，将这些种子播下去，长出的植物可以为人们利用。
这是人们对遗传现象的认识和应用的最早阶段——野生动、植物的驯化阶段。
 孙驯养家畜 古中国、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在它们的历史上，最先出现
人工驯化的动、植物。
我国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陕西省西安半坡氏族遗址。
通过研究遗址上保存的动、植物化石知道，半坡氏族人已经逐渐学会种植作物，开始原始农业。
他们种植的粮食作物是粟。
我国是最早种植粟的国家。
半坡氏族人还会驯养动物，开始了原始畜牧业。
在我国商朝期间，黍、稷、麦、稻、桑和麻已广泛种植，农业成了商朝的主要生产部门。
生活在印度次大陆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了奴隶社会。
他们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棉花的人。
 驯化阶段，是人类不自觉地应用生物遗传规律为自己服务的第一步。
 驯养家禽 人们在饲养家畜、家禽，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动、植物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母生九子，九子各异。
”生物的后代之间以及生物后代与其父母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变异现象。
于是，人们利用对变异现象这种遗传规律的认识，专门选择了那些表现好的，对人有利的动、植物的
后代作为种畜禽、种子。
比如，喂养家畜专门选择那些后代长得大、长得快、脚短到刚能支撑体重的动物作为种畜禽。
栽培水稻专门选择那些结子多、子大的植株的种子来播种。
这就使人类进入了选种阶段。
 古代选种 古代很早就有关于选种的记载。
在阿拉伯，曾经挖出一块古巴比伦时代的石头。
这块石头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从上到下刻着一种马的谱系。
这说明古巴比伦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根据谱系来进行动物选种了。
我国古代的书籍中，关于选种的事例记载得很多。
远在我国汉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农书《汜胜之书》中就已经讲到“穗选”的作用。
北魏时期，贾思勰写了一本博物学书籍《齐民要术》。
在这部书里，贾思勰谈到人工选育良种的方法。
他说，在收获时，要挑选那些穗大、粒大的种子单打单收单独储藏，第二年在单独的一块田里进行培
育。
明朝有个名叫耿荫楼的人，在《国脉民天》中详细叙述了人工选育良种的方法。
他说，将五谷、豆果、蔬菜的种子，经过仔细挑选，每个颗粒均要“肥实光润”，然后播种到好田、
好地中精心培育。
“如此三年三番后，则谷大如黍矣。
”1273年我国元朝时期的一部农书《农桑辑要》中，记叙了选育蚕种的方法。
1596年，在一部记述我国劳动人民培育金鱼的书籍《朱砂鱼谱》中，谈到选育金鱼品种的情况：“大
都好事家养朱砂鱼尤犹国家用材，然蓄类贵广而选择贵精。
须每年夏间市取数千头，分数十缸饲养。
逐日去其不佳者，百存一二并作两三缸蓄之，加意爱养自然奇品悉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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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在《金鱼图谱》中记述了有意识地选择双亲，培养良种的方法，即“咬子时，雄鱼须择佳
品，与雌鱼色类大小相称”。
 在我国古代的书籍中，还记述了不少劳动人民选种的成就。
两千多年前，《周记》中就记载了古代劳动人民选育出的两种谷子品种。
一种叫“童”，成熟期较长；一种叫“逵”，成熟期较短。
西汉《尔雅》中谈到当时就已经选育出的36个马品种。
晋代的《竹谱》中，记载了选育出的70多种竹子品种。
宋代的《洛阳牡丹记》中，记载了选育出的24种牡丹。
宋代的另一本书《荔枝谱》中，记载了选育出的32个荔枝品种。
 世界各国，也有很多关于选种方法和所取得成就的记载。
特别是19世纪初，资本主义农业开始发展起来的英国，在选种上取得的成就较大。
在资本家经营的大型农场里，广泛采用人工的方法改良旧品种，培育新品种，以便获取巨额利润。
鸡、鸽、狗等新品种培育俱乐部也在英国各地成立了。
这些俱乐部举办各种选种展览会，颁布良种奖章。
人们通过大量的人工选种工作，培育了很多马、牛、羊、猪、狗等新品种。
一批批大白猪、细毛羊、短角牛新品种层出不穷，斗鸡、飞鸽、跑狗竞相争雄，千百种观赏花卉争奇
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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