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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非生物学专业生物学基础课
教学内容、体系改革”项目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本书共分10章，内容包括总论、从分子到细胞、生命活动的维持——能量获得、生命的延续——繁殖
与遗传、生命的多样性、生命的形态与建成、生命系统内的通讯联系——信号传递与信息处理、生物
体防卫系统、生命与环境、生物进化。
本书立足于理科非生物学专业公共课，既体现生命科学的精髓，又注意提供生命科学的全貌，特别突
出了与理科其他学科的交叉，突出生命科学发展的新思想、新成就，适合高校各理科非生物专业生命
科学公共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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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导论》

精彩短评

1、本科时选的E类课教材。凑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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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导论》

精彩书评

1、比较研究：[人体、生物学]   [企业、管理]  [人体、生物学]读《生命科学导论》的第四章《生命的
自我调控——信息传递和处理》。生物体是复杂的自组织自适应系统。生物体中信息的传递在其中起
到很重要的作用。细胞间通讯在这个大的通讯体系中，细胞间通讯是几处。细胞之间的通讯方式是周
边通讯、突触通讯和内分泌通讯。- 周边通讯是一种相邻细胞间的短距离通讯，一个细胞只能影响它
周围的细胞，因此也叫旁泌。在周边通讯中，有一种方式是自泌通讯，也就是细胞发送信号给同类群
的其他细胞或自己。自泌通讯对于协调同类群细胞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发育过程中某个细胞决
定了其分化途径，它就可以通过自泌通讯将这一决定通知同类群其他细胞，促使他们作出相同的决定
。- 突触通讯是一类依赖相邻细胞间特殊的突触结构的长距离通讯，它是神经细胞（神经元）的通讯
方式，传递的是电信号。- 内分泌通讯是在体液中进行的，它也是长距离通讯。由于分泌的这种物质
的作用非常强，所以称之为激素。与突触通讯不同的是，内分泌通讯依赖血流和扩散，速度慢，特异
性较低；突触通讯整个过程不到1毫秒，而内分泌通讯则要1分钟甚至更长。内分泌通讯引起的细胞响
应持久，而突出通讯的细胞响应时间很短。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信息的接受、响应和传递是通过感受
器、效应器和神经系统实现的。感受器可以感受物理（触、压、地心引力、张力、运动、姿势、光、
声、电、热）的刺激和化学的刺激（味蕾、鼻粘膜上的嗅觉细胞）。执行反应的细胞、组织和器官称
为效应器。神经系统将遍布全身的神经还连接了大脑。激素系统的信息传递激素靠体液运输。激素主
要起调节作用，其生理效应既可能是抑制某个功能也可能是增强某个功能，因此保持激素的平衡就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生物体主要依靠反馈机制控制激素的分泌量来维持激素平衡。机体的内分泌系统
是一个多级控制系统，每一级组织或器官都接受上一级分泌的激素的控制，同时其分泌量也反过来影
响上一级的分泌。免疫系统的信息传递免疫是一个排异的自我保护系统。排异能力中，无脊椎动物只
有吞噬作用和炎症反应，都是局部的非特异免疫反应。而到了脊椎动物才开始有淋巴细胞的特异免疫
反应，鸟类有了法氏囊，开始出现特异性可那个体，到哺乳动物才逐渐产生较多种类的免疫球蛋白，
到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才发展成完善的免疫系统。人类有两类淋巴细胞——B细胞和T细胞。B细胞产
生抗体，是体液免疫性细胞，T细胞不产生抗体，是细胞免疫性细胞。B细胞寿命短只有几天或1-2周
，T细胞可以存活几年甚至10年以上。免疫细胞具有识别和记忆的能力。神经系统、激素系统和免疫
系统的协同作用生物体的整体协调和三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这种联系体现在：1、一种
细胞或组织兼有多种功能；2、一些物质既是激素，也是神经递质或是免疫调节分子；3、彼此间存在
作用和反作用。学习和记忆学习和记忆是脑的高级功能。另外，各部分机体自己也通过某种形式完成
学习和记忆的功能。比如，抗体就是一种记忆模式，条件反射就是不经过显意识的思维而完成的记忆
和学习。[企业、管理]感叹于人体的精密，企业的设计难于达到这样的程度；而相比较于IT系统，企
业在按照流程和规则运行方面更是薄弱。当评价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是，我们常常会关注于企业的神
经系统的水平和能力。确实，这种上传下达的体系无法自发形成，必须有意设计并且执行才可。比如
说：在公司的营销体系中，我上周建议建立专项的价格监测机制，针对指定竞合伙伴的指定产品进行
价格收集，经过汇总分析后为公司价格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这种体系的建立就类似于增加了企业管
理的一套神经反馈。再比如绩效考核体系，确定目标，分解并下发目标，在各级进行目标考核，考核
情况汇总，根据考核情况分发奖励；这样一个绩效考核体系也类似神经系统的情况。可是，凡是真正
设计和推动过类似管理制度的人一定能够感觉到，真正执行好一个神经系统式的管理并不容易啊。虽
然，神经系统式的管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但是与IT系统对比起来，企业管理中好像能够天然存在“
内分泌”能力。因为，企业的细胞——人，都有很强的活性，人和人之间随时进行着协作、博弈、对
抗、漠视、煽动、打击、泼冷水、压制、鼓励、学习、吸取教训... ... 也就是说细胞间的通讯非常丰富
。而“情绪”就是一类典型的企业激素。当然，这种自发的企业内分泌能力，很难说对企业好还是不
好，如果要想更好地对于企业激素进行导向和平衡，就要有意识地建立企业内分泌系统。企业文化机
制、工会机制、爱心基金会、干部机制、思想沙龙等等机制，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比较良性的内分泌机
制。当一个员工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性格的时候，对其的过度呵护反而是施加了错误的激素，没有促
使其变得冷静而理智，带来的往往是让你伤心和好心当作驴肝肺的感觉；针对这样的比较容易情绪化
的员工，可能用中规中矩的工作关系可能会效果更好。而对比免疫系统来说，一个企业，企业中的每
一个细胞，都有天然的抗拒外来变化的天性。企业的空降兵成功率很低就是证明。但是遇到所有的变
化都给予抵制并不一定好，所以，建立真正指向性的免疫能力，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很大的挑战。[思

Page 4



《生命科学导论》

考]上面的比较论述还很粗浅，只是记录了当前的感想而已，若要进一步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并产生一
些想法，还需要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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