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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水平是知识经济时代评价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准。
科技水平高则国力强盛，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军事诸方面均会占据优势；而科技水平低
则国力弱，就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大舞台上处于劣势。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
见端倪，国力竞争日益激烈。
”因此，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已为世界各国寻求高速发展时所共识。
我国将“科教兴国”作为国策也表明了政府对提高科技水平的决心。
博士研究生朝气蓬勃，正处于创新思维能力最为活跃的黄金年龄，同时也是我国许多重要科研项目的
中坚力量，他们科研成果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高校、一个科研院所乃至我国科研的整
体水平。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每年一度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工作是对我国博士研究生科研水平的集
体检阅，已被看做是博士研究生的最高荣誉，对激励博士勇攀科技高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北京林业大学不仅积极参加“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推荐工作，还以此为契机每年评选出三篇校
级优秀博士论文并设立专项基金全额资助论文以丛书形式出版，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推动
学校科研水平的提高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如何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高质量地向社会输送人
才备受世人关注。
提高培养质量的措施很多，但在培养中引入激励机制，评选优秀博士论文并资助出版，不失为一种好
方法。
博士生和导师可据此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也可激励新入学的研究生尽早树立
目标，从而在培养的全过程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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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材料与方法　　2.2　角质层的获取　　现生植物的条形叶和披针形叶，叶尖向前，近轴面向
上，用双面刀片轻划右侧叶缘，便于分开和区分叶片的远轴面和近轴面。
将划过的叶片置入水中浸泡软化后放入冰醋酸（99％）和过氧化氢（大于30％）各半的混合液，60℃
水浴至叶肉变白，清水漂洗至中性。
部分叶片用三氧化铬的水溶液处理至角质层与叶肉部分分离，清水漂洗至中性。
用解剖针分开叶片远轴面和近轴面的角质层，用小毛笔刷去叶肉及纤维，甘油封片或制成扫描电子显
微镜观察的样品。
　　台湾杉、日本柳杉和柳杉等植物的条状钻形叶，叶片先端有时向近轴面弯曲，侧面观呈镰刀状。
叶片横切面呈四棱形，背腹面距离大于两侧间距。
叶片置入水中浸泡软化，经过离析处理后的叶片，从弯曲的叶片外侧或内侧展开叶片角质层比较容易
，同时也容易获取完整的大块的叶片角质层。
用解剖针分开叶片角质层，小毛笔刷去叶肉及纤维，甘油封片，从弯曲的叶片外侧开始展开角质层，
封片中部2个面为近轴面。
两侧为远轴的2个面。
从弯曲的叶片内侧刮开角质层，则封片中部为远轴的2个面，两侧为近轴的2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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