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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学实验》

前言

　　21世纪初植物科学发展的趋势将突出地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微观领
域和以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为代表的宏观领域将更加深入迅速地发展，二者将进一步相互渗透与
融合。（2）植物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间以及其他学科间相互渗透，学科间的界限逐渐淡化。（3）植
物科学的研究将会更加密切地与解决人类面临的粮食、能源、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实际问题
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学者周云龙、王凯基、杨继等人先后编写了几种版本的《植物
生物学》教材。这些《植物生物学》教材的特点在内容和体系的编排上突破了传统植物学教材的“老
二册”（形态解剖与系统分类）和植物学与植物生理学分离的框架。新编《植物生物学》教材涵盖了
植物学、植物生理学两门课的主要内容，还增加了植物与环境、植物的多样性、植物资源、植物进化
及植物科学领域中的新知识、新进展等。全书贯穿着植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陆
生等系统进化的思想。这一内容体系既体现了植物形态结构与功能的有机的统一，也体现了现代植物
学科各分支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既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又重视知识
更新，反映了现代植物科学的主要新成就和新进展。总之，新编《植物生物学》教材体现了现代植物
科学的发展方向，适应了21世纪的教学改革要求，集科学性、时代性、信息性、启发性和适用性为一
体。本书正是为适应新编《植物生物学》的课程体系而设计的，相互配套以促进植物生物学的教学与
发展。　　本书共编写了7部分：植物生物学常用实验技术及原理、植物体的形态与结构、植物的生
长与发育、植物多样性与分类、植物与环境、植物生物学的野外实习以及附录。其中在植物生物学常
用实验技术及原理中介绍了生物显微镜及其使用方法，植物组织制片技术，植物实验材料的采集、培
养和保存方法以及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技术，有助于学生了解掌握植物科学相关的实验技术和研究方
法，并为学生独立开展植物生物科学研究提供参考。植物体的形态与结构、植物的生长与发育、植物
多样性与分类、植物与环境以及植物生物学的野外实习等，主要为学生提供了植物生物学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平台，使学生获得植物科学的综合知识，并且树立起植物形态、结构与机能的辩证统一，植
物的生长发育与其内部的生理和基因的调控及外环境的辩证统一，植物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的统一的
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这种作用对学生的科学思维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特别对于学生
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意义甚大。同时也有助于使学生领悟21世纪植物科学的分支学科间将会更进一步地
交叉渗透，各分支学科间的差异和界限逐渐淡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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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学实验》

内容概要

《植物生物学实验》是为适应现代植物科学的发展以及新编《植物生物学》的课程体系而设计的配套
实验教材。全书包括植物生物学常用实验技术及原理、植物体的形态与结构、植物的生长与发育、植
物多样性与分类、植物与环境、植物生物学野外实习以及附录等7部分，共设计了30个实验。其目的在
于给学生提供植物生物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以便使他们熟悉植物生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技
术和研究方法，并牢固掌握植物生物学知识。
《植物生物学实验》是集完整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于一体的实验教材，可满足开设植物生物学实验
的各类大专院校的教学需要，同时也可供从事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工作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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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学实验》

书籍目录

1 檀物生物学常用实验技术及原理1-1 生物显微镜1-2 植物组织制片技术1-3 植物实验材料的采集、培养
和保存方法1-4 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技术2 檀物体的形态与结构2-1 植物细胞的基本形态与结构2-2 植物
细胞的后含物及有丝分裂2-3 植物组织2-4种子结构与幼苗类型2-5 根的形态结构与发育2-6 茎的形态结
构与发育2-7 叶的形态结构与发育2-8 花的组成与花序2-9 花的发育与果实的形成2-10 果实的形态与类
型3 植物的生长与发育3-1 植物组织水势的测定3-2 植物灰分常量元素分析3-3 叶绿体色素的提取、分离
及其理化性质3-4 叶绿体色素含量的测定——分光光度法3-5 小筐子法测定植物呼吸速率3-6植物内源激
素的提取、分离和纯化方法3-7 IAA的生物鉴定——芽鞘伸长法3-8 根系活力的测定3-9 植物种子活力的
鉴定3-10 春化作用和光周期处理对植物开花的诱导4 植物多样性与分类4-1 藻类、菌类和地衣植物的观
察4-2 苔藓、蕨类和裸子植物的观察4-3 被子植物分科（1）4-4 被子植物分科（2）4-5 被子植物分科
（3）4-6 被子植物分科（4）4-7 被子植物分科（5）5 植物与环境5-1 植物群落的观察和样方法5-2 植物
与微生物的关系5-3 环境因子对植物群落作用的分析6 植物物生物学的野外实习6-1 野外调查的准备工
作6-2 野外调查工作6-3 植物标本的鉴定和工具书的使用7 附录7-1 植物生物学实验须知7-2 植物生物学
实验常用缓冲液的配制7-3 植物材料的常用固定液和染液的配制7-4 植物组织培养常用的几种基本培养
基配方7-5 植物生物学科学绘图的基本方法7-6 常见种子植物分科检索表7-7 关中地区常见种子植物名
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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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学实验》

章节摘录

　　（1）双子叶植物胚和胚乳的发育　　取荠菜不同发育时期的幼小角果纵切片置低倍镜下观察，
可见胚珠珠心内的胚囊中，有处在不同发育时期的胚和胚乳。双子叶植物胚的发育一般具有以下几个
阶段：①原胚时期：从受精卵开始，首先受精卵有丝分裂成两个细胞一个基细胞、一个顶细胞，此时
，可称为二细胞胚。顶细胞继续分裂形成球形胚，基细胞分裂形成柄。胚囊近珠孔端，可见有一列7
～8个细胞组成的胚柄，胚柄顶端是球形胚体。在胚囊周围有许多游离核，游离核在胚周围较多。　
　②心形胚时期：球形胚顶端两侧生长较快，形成了二个子叶突起，使胚体呈心形。此时游离核巳逐
渐形成胚乳细胞。　　③鱼雷形胚时期：整个胚体进一步伸长，并分化出胚芽、胚根和胚轴，由于下
胚轴和子叶迅速伸长，胚体呈鱼雷形，胚柄逐渐退化，此时胚囊中胚乳已减少，将来发育为无胚乳种
子。　　④成熟胚（马蹄形胚）时期：胚因子叶弯曲呈马蹄形占满整个胚囊，胚柄已基本消失，胚乳
和珠心组织也几乎全被胚吸收，珠被发育成种皮。　　（2）禾本科植物胚和胚乳的发育　　取小麦
不同发育时期胚的制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二细胞原胚，棒状胚，梨形胚，凹沟形胚等，同
时也可以看到初生胚乳核分裂形成游离核胚乳，游离核发育为胚乳细胞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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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学实验》

编辑推荐

　　《植物生物学实验》植物生物学常用实验技术及原理、植物体的形态与结构、植物的生长与发育
、植物多样性与分类、植物与环境、植物生物学野外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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