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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历史，科学改变了生活，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
现代科学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带人们进入一个个未曾涉足的地带，为人们打开了新视野，带
来无数财富，科学发展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了解科学发展进程，学习科学家们锲而不舍的精神，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有些科学发展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多数科学飞跃并非如此。
一些科学进步是科学家长期研究的结果，但也有些产生于瞬间。
科学的进步经常不期而至，它的到来往往标志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端，或者标志着现有科学领域的新
重点。
　　《现代科学里程碑——DNA　青霉素　疫苗》介绍了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个
里程碑，而且讲述了这些科学飞跃的发展过程。
　　本书科学性强，信息量大，史料翔实，视野开阔，图文并茂，融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是一本难得的科学读物。
书中多样的知识板块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每个科学里程碑的相关知识。
　　★“科学小知识”板块对相关科技名词、自然现象、化学反应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将抽象
的科学术语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有助于读者增长科学常识，真正了解科学现象。
　　★“关键人物”板块简要介绍了许多为人类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都对自然和
身边的世界非常着迷，热爱科学和自己的工作。
他们的成就是其执着的追求和首创精神的结晶。
这些科学巨人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充满激情，勤奋又锲而不舍。
他们善于抓住机遇，勤奋钻研，执着追求，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史实”板块介绍了人们对新科技的应用，展示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带来的巨大变
化。
　　读科学故事，悟发明、发现之道，感科学之伟大。
寻觅自己最喜欢的科学家，研究他们的人生轨迹，写就自己的科学研究故事，让世人共享科技带来的
伟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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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科学里程碑——DNA 青霉素 疫苗》介绍了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个重要里
程碑。
这些科学进步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给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带来了巨大变化。
本书科学性强，信息量大，史料翔实，图文并茂，融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是一本难得的
科学读物。
　　读科学故事，悟发明、发现之道，感科学之伟大，研究科学家的人生轨迹，写就自己的科学研究
故事，让世人共享科技带来的伟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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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遗传学之发端　　17、18世纪在欧洲发生了一场知识运动——启蒙运动。
这一时期，关于上帝、人类、理性和自然的新思想得到阐释，导致了艺术与科学的革命。
这一时期，很多思想受到理性和推理的检验-一对知识的探求也开始了，并且今天仍在持续着。
某些科学家还挑战了公认的观点——圣经中记载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他们还开始探
索自然和生命的起源。
　　分类和遗传性状　　卡尔·林耐（1707-1778）是一位瑞典植物学家。
1735年，他出版了《自然系统》一书，在该书中他将动、植物按照它们共有的特征分门别类。
比如，把跟猫相似的分为一类。
这个过程叫做分类学。
林耐不相信动物、植物进化或灭绝的观点，因为若生命体发生变化或灭绝了，那将意味着上帝的创造
还不够完善。
然而，林耐的分类系统为进化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如果有机体在基因上有关联，那就会具有相同的
特征。
　　18世纪末，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的是：动物、植物实际上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或发展。
法国一位名叫让·巴蒂斯特·拉马克（1744-1829）的植物学家首次提出了详细的理论来论述这些变化
和发展是如何发生的。
　　拉马克把这个理论叫做“获得性性状遗传”。
他认为具体器官会因为使用而提高性能，或因使用不当而造成损耗。
那时，这些变化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
他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长颈鹿的例子。
他认为长颈鹿最初跟非洲平原上的羚羊在大小和外形上是相似的。
当食物短缺时，长颈鹿的祖先便伸长颈部，去够高处的树叶。
就这样，颈部变长了。
虽然现在科学家们并没有普遍认为拉马克的适应理论——或进化理论——是正确的，但他是最早接受
这些变化的存在并对这些变化的发生作出解释的人之一。
　　适者生存　　1831年12月27日，英国皇家海军“比格尔”号船从英格兰起航。
它将进行为期5周的环球航行，随船医生是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博物学家。
而这位博物学家现在却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就是达尔文（1809-1882）。
　　在南美洲，达尔文发现大量的化石并且注意到各种生命形式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或
绝迹的。
他在离厄瓜多尔800公里的太平洋小岛科西嘉岛着陆时，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罕为人见的动物。
这激发他产生了一种能够解释进化过程的观点。
　　达尔文观察了生活在数百个岛屿上的13种雀类。
他发现，虽然这些种类的鸟看起来很相似，但它们仍然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
这些差别使它们很好地适应特殊的栖息地或当地的主要食物来源。
这些鸟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只能在科西嘉岛上看到。
这引发了达尔文的思考，他想知道这些雀是否只是从一对雀那里繁殖而来，然后慢慢地改变和进化，
来适应岛上不同的栖息地。
　　回到英格兰之后的很多年间，达尔文一直在思考他在旅行期间所收集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意义
。
他读了《人口论》一书，该书作者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认为动物和人口的数量会因为食物
资源的充裕而扩大，因此就不得不为生存而展开竞争：最强的将会生存下来，而最弱的则会灭绝。
　　这启发了达尔文如果进化过程以同样方式来进行，那将会如何呢？
如果动物为了食源或栖息地而展开竞争，那么成功者就会通过交配将他们的成功性状遗传给下一代。
这种对强者的“自然选择”就导致了“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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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者生存”这个短语意思是“适应环境者即最优秀者”，而不是有些人后来解释的“最强的或最优
秀的会适应环境”。
　　虽然达尔文能够解释变化和遗传特征对他的进化理论有多大帮助，但他无法确切解释这些特征是
如何代代相传的。
另外一位名叫格里哥·孟德尔（1822-1884）的科学家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遗传因子　　遗传之谜在19世纪中叶让很多科学家着迷。
格里哥·孟德尔是一位奥地利的修道士，他于1856年在修道院的花园里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
孟德尔了解到花园里的花生有多种多样的遗传性状，比如种子的颜色和形状以及植株的高度。
他想研究一下这些特征是不是代代相传的。
孟德尔从高的植株上采集花粉，然后用这些花粉给矮植株授精，使其日后结出种子。
当孟德尔将新结出的种子种植后，他本来以为新的植株会表现出其上一代的混合特征——都应该是中
等高度，或者说是有高有矮。
事实上，所有的杂交植株都是高的。
他使每一棵杂交植株自花授精，然后再培育来自这些杂交植株的种子。
他发现有四分之三的植株是高的，而有四分之一的植株是矮的——比例是3：1。
　　孟德尔每次重复相同的实验都会得出相同的结果：第一批子代（即第一代子株）在植株高度、种
子形状和花的颜色方面全部具有相同的特征。
但是使这一代子株自花授精时，他发现下一代（即第二代子株）表现出混合特征，但是没有出现融合
特征（比如，没有中等高度的植株）。
　　孟德尔相信“遗传因子”一直是代代相传的，他认为一株亲本向子代遗传一个因子，但是某些因
子相对于其他因子来说是显性的。
比如，“高”因子相对于“矮”因子就是显性的，只要植株有一个“高”因子，它就会是高的。
孟德尔将“弱势的”因子称为“隐性的”，并且还认为必须有两个隐性因子组合才能使子株表现出隐
性因子的特征。
因此，需要有两个“矮因子”才能成为矮的植株。
　　孟德尔的研究成果当时却受到极大的冷落。
只有在16年后的1900年孟德尔的研究被重新发现后，他对科学的杰出贡献才为人所知。
他所说的遗传因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因，因此他被称作遗传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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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科学里程碑系列丛书介绍了重大的科学突破，说明了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介绍了这
些科学里程碑的背景知识和探索过程，带领读者走进神秘的科学世界。
　　《现代科学里程碑：DNA青霉素疫苗》为该系列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了DNA、青霉素和疫苗这三
项科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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