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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物技术》

前言

　　林学（forestry），《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1996）解释为是经营林地
及有关的荒地和水面为人类谋福利的科学。林业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按其分类（GB／T4754-2002
）涵盖林木的培育和种植、木材和竹材的采运、林产品的采集等。传统林业也在随着对森林多功能的
深入认识及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要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和拓宽。现代林业涵盖生态建设，指导思
想也在与时俱进，它的有两个重要观点是：多效用观点和永续利用观点。其经营目标有两个：一是为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二是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木材和林特产品。随着人
口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和可再生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林业走高效能、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业的多样化需求，亟须加强林业高新技术
的研发与示范，用林业生物技术手段解决我国林业所面临的生态建设和林产品生产中亟待解决的生物
学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促进林业产业发展。　　我国十分重视林业生物技术的创新和人才培养。国
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于“十五”期间确立现代农业主题以来，持续资助林业生物技
术研究项目；《国家科学与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已将生物技术作为前沿技术；
《林业科学和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20年）》将林业生物技术与良种培育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和
重大科技工程。林业生物技术既具有普通生物技术的共同规律，也具有林木木质化程度高、生长发育
周期长的特殊性。因此，教育部不失时机计划、组织编写“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林业生物技术》
。这是一本融普通生物学生物技术和林木生物技术为一体的专著，是培养林业生物技术人才所需的理
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高等院校教材。　　我们承担本教材的编写任务，深知肩负责任之重大而不
敢懈怠；于2006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林业生物技术》教材编审研讨会；讨论并通过了本书的编写原
则、编写大纲和编写任务。根据林业科学技术和生产实际需要，本书注重吸收已发表的模式植物和农
作物的相关成果，以林业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为重点，分别就基本原理、基本技术与应用、分子标记
、次生代谢产物生产等内容分章编写，以及时反映国内外林业生物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
共10章，各章编者文责自负，分工如下：第1章由尹伟伦教授编写。第2章由李颖章教授组织编写，夏
新莉教授编写形态建成基础，王华芳教授补充细胞生长分化与全能性的部分内容。第3章由汤浩茹教
授编写。第4章由杨敏生教授组织编写，梁机副教授编写林木良种微型快速繁育工艺设施；王华芳教
授编写影响木本植物组织培养的内外因子、松树体细胞胚胎发生，谢耀坚教授编写桉树组织培养，田
砚亭教授编写四倍体刺槐组织培养，裴东教授编写核桃组织培养和体细胞胚胎发生，夏新莉教授编写
美国红杉与沙棘体细胞胚胎发生，黄丽春教授编写老树复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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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物技术》

内容概要

《林业生物技术》内容主要包括林业生物技术概论、细胞工程(工厂)原理、植物细胞工程、林木良种
繁育工程、基因工程原理、林木基因工程技术、林木转基因新品种培育、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及其评价
与管理、林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有用次生代谢生物技术共10章。全书内容根据教学规律，循序渐进
、由浅人深，总结和融入了作者多年从事教学与科研的经验和成果，既有普通生物技术的共同规律，
也有林木生物技术中特殊方法。
《林业生物技术》适合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林学、林业工程、资源与环境等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
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师及科研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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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物技术》

章节摘录

　　第1章 概 论　　1.1 林业生物技术的基本含义　　1.1.1 生物技术的基本概念　　生物技术
（biotechnology）这一名词由匈牙利的工程师Ereky在1917年首次提出，用以表述以甜菜作为饲料大规
模养猪的一个综合过程。根据Ereky的意思，生物技术是指借助于生物，将原材料生产为产品的全过程
（all lines of work by which products are produced from raw materials with the aid of living thing）。该定义的
准确性现在已经或多或少有些被忽略了。因为经过多年的变化，生物技术被用以表述两个不同的工程
学科：工业发酵（industrial fermentation）和工场（workplace）效率——现在叫做生物工程学
（ergonomics）。这种概念上的歧义于1961年得到统一，瑞典微生物学家Heden建议将应用微生物和工
业发酵的学术期刊《微生物与生物化学工程技术》（Journal of Microb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更名为《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从
此生物技术已经清楚地和不可取代地被定义为关于以生物有机体、生物系统和生物过程工业化生产工
业原料和生活必需品的科学技术，并且已经坚实地建立在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学的专业知
识基础上。1982年，国际合作及发展组织对生物技术这一名词的含义重新作了定义：生物技术是应用
自然科学及工程学原理，依靠微生物、动物、植物体作为反应器将物料加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社会的
技术。　　国际合作及发展组织重新定义的生物技术概念包括3个基本含义：①生物技术的科学基础
是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信息科学等）的基本理论和工程学原
理。②生物技术的生产过程是将原料通过微生物、动物和植物的生物反应体系加工为产品的过程。③
生物技术生产的产品是社会必需品。这一概念诠释了21世纪是生物世纪。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需求迅速增加，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多数物品（如衣、食、住、行、医等生活必
需品）几乎都是生物产品。生物科学技术研究所需的试剂、仪器、人力和物力资源中，生物及其产品
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可观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生物技术时代里。　　1.1.2 生
物技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现代生物技术凝聚了多个学科多年形成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成为最典型
的综合性学科，其中最基本的学科是生物学、化学和工程学。生物学与工程学的结合产生了生物工程
学，与化学的结合产生了生物化学，化学与工程学的结合产生了化学工程学，而生物化学、生物工程
学和化学工程学的结合形成了生物技术（图l-1）。以生物学、化学、工程学为基础发展的其他学科也
无不参与和渗透到生物技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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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还没看完，但是觉得还是写的比较好的一本书，如果再详细一些，可操作性强一些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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