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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生物科学通论》

内容概要

《农林生物科学通论》由农林、生物各相关学科13章组成，内容庞大、丰富，实为是一本生物科学与
农林科学交叉汇集的综合性教材，主要用于低年级学生的通识性公共选修课。各学科各专业各有独立
有相互交叉，重视学科的历史性、基础性和前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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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管康林，生物学教授，男，1935年11月出生，浙江省台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
学专业，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呼吸代谢基础和农林生物学应用研究
达21年。1981年8月后任教于浙江林学院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等课程并从事种子生理学和发育生理研
究。历任林学系副主任、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主任、院学术委员等职；兼任浙江省植物生理学会常务
理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命科学项目申请课题的专业评议专家。发表过农林、生物各类论文60多篇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其中《难萌发树木种子的休眠与解休眠方法的研究》获1994年度林业
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主要著作有《生物农林科学通论》（2005）和《自然吟》诗集（2003）《种子生
理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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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宇宙观 第三章生物进化 第一节进化论 第二节生物进化地质史料 第三节生命演化规律 第四节人类
由来与进化 第四章基因工程 第一节基因工程的基础知识 第二节基因工程的酶学与载体 第三节基因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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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第四节农业生物技术 第五节工厂化高效农业 第六节未来的中国农业 第十章林学概论 第一节世界与
中国森林 第二节造林学与森林经理 第三节林业生物学 第四节生态学与森林生态学 第五节热带雨林 第
十一章海洋生物学 第一节海洋环境与功能 第二节海洋生物 第三节海洋生态系统 第四节海洋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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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转基因方法 转基因植物的目的在于培育优良品种。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通过
细胞培养获得。因为植物有细胞壁，必须去细胞壁制得原生质体，加以PEG（聚乙二醇）聚合介质，
将外源DNA转化，所谓体细胞杂交，进入植物细胞中表达。随后，人们利用一种能高侵入双子叶植物
的根瘤农杆菌（Agrobacteriumtumefaciens）Ti质粒介导法和基因枪（geneshot）等技术，将外源DNA转
入植物细胞中表达。 Ti质粒介导法最常用的是叶盘转化法，它最先由Horsch（1985）建立。此法原理
：先将幼叶消毒，用打孔器取下2～5mm的叶盘，放在含有重组Ti质粒的根农杆菌培养液中培养，诱导
分化成幼苗而获得。但Ti质粒转化单子叶植物却很少成功。 基因枪技术是美国康乃尔大学桑福得等人
在1984年发明的。其工程原理是将携带基因的钨或金粉末加速，使它们能够穿透细胞壁和膜，实现基
因转移。采用基因枪方法，可以一次向数千个细胞注入外源基因，使细胞获得外来的基因的可能性加
大，成功率增大。如1987年，美国科学家用吸附有烟草花叶病毒（TMV）的RNA的钨粒对面积为1cm2
具有20000多个细胞的洋葱组织进行轰击，约有90%的细胞同时被击中，RNA进入细胞并能够发挥自己
的功能使病毒在细胞内繁殖，获得抗病。 2.转基因植物类型 植物品种间的异花授粉本身就是转基因的
一种形式，而后通过花粉杂交、花药培养以及去壁体细胞杂交培养在水稻、小麦等作物上都有应用，
但所及物种间亲缘比较近。1986年，美国科学家首次将烟草花叶病毒（TMV）的外壳蛋白质（CP）导
人烟草，培育出抗TMV的烟草植株，其叶片细胞中含有病毒外壳蛋白而不是病毒粒子，从此揭开了抗
病毒的基因工程序幕。人们扩大了各种病毒的CP基因研究，构建了许多种抗病毒工程植株，如大麦黄
矮病毒CP对小麦黄矮病毒的抗性表达，此外还有转基因青枯病马铃薯，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转基
因抗玉米螟。其中，利用苏云金杆菌（Bacillusthuringiensis）毒蛋白（Bt）基因，培育抗棉铃虫棉花品
种是植物抗虫基因工程最为成功的例子，在我国已得到大规模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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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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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科学交叉汇集的综合性教材，主要用于低年级学生的通识性公共选修课。各学科各专业各有独立
有相互交叉，重视学科的历史性、基础性和前沿性。

Page 6



《农林生物科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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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