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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环
境。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已成为全球性环境问题。水体、大气和土壤污染使环境质量迅速恶
化。人类面临着最严峻和影响最深远的挑战。　　为了研究和解决这些环境问题，20世纪下半叶诞生
了环境科学。环境生物学是环境科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与环境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类似，环境生物学
目前仍处于创始不久的幼年阶段。关于环境生物学学科本身的若干重要问题，如环境生物学的定义、
性质、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分类地位及分支学科等尚无明晰而统一的认识。在教学方面
，虽然环境生物学已被国家教育部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列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
础课，并已有多年教学实践，出版教材众多，但缺少简洁明快，在较短学时内完成学业的参考书及教
材。　　因此，作者结合自己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并在广泛研读国内外有关书刊的基础上写成此
书。在拟定本书的体系和内容时，作者更注重微生物在环境变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且论述简洁
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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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两个原核生物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基因转移，但真核生物域在真菌、
植物和动物形成以后几乎不参与基因的水平转移。也许真核细胞起源于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了许多
来自细菌和古生菌的基因的转移。这种假设还分别根据a一变形细菌和深蓝细菌的内共生现象考虑到
了线粒体和叶绿体的形成。因为有更多的域内基因转移，所以假设这三个域保持独立。　　（2）界
（king doms）。当大多数细菌学家承认三域系统时，许多原生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们仍认
为生物分为五或五个以上的界。　　最近几十年第一个流行的分类系统首先是由Robert H.Whittaker
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展开了whittaker的五界系统分类，依据至少三个主要标准将生物分为五界：
细胞类型——原核的或真核的；机体组成的水平——单独的和群体的单细胞组织或多细胞；营养类型
这个系统中动物界包括有多细胞动物（没有细胞壁的真核细胞和基本地摄食营养），然而植物界内有
细胞壁真核细胞和基本光能自养营养的多细胞植物组成。微生物学家研究其他三界中的生物。原核生
物界包括所有原核生物，原生生物界是最少同形的并且最难确定。原生生物（Protists）是单细胞组织
的真核生物，或以单细胞形式或以无真正组织的细胞群体形式存在，它们可以有摄食的、吸收的光能
自养营养类型，它们包含大部分微生物——已知的藻类、原生动物的大多数和许多较简单真菌。真菌
界包括真核主要多核的生物，核散布在有壁和通常有隔的菌丝体中它们的营养是吸收的，在第3章将
详细讨论大多数原生生物和真菌门的分类学。　　许多生物学家不认同五界系统理论。一个主要问题
是缺少古生菌和细菌的区别。原生生物界也许太多样以至于无分类学用处，另外，原生生物界、植物
界和真菌界之间界线是错误定义的，例如，棕色藻可能与植物亲缘关系不近，虽然五界系统中将它置
于植物界。　　由于五界系统这些问题，已经提出了各种其他体系。六界系统是最简单选择；它将原
核生物分为两个界，真细菌界和古细菌界，许多分类学家试图将原生生物分成几个较好定义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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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运送的时间好长，而且书壳都变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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