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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客栈还有2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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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仗花 紫葳科炮仗藤属



桃 蔷薇科桃属







绪论



一、人类认识植物的历史

植物科学的发展历程和人类的起
源是同步的。

采集的植物籽实

石器时代

早期农业

和伤病斗争中
累积了本草学知识



很长时间以来,植物科学都处于描述时期……

18世纪之后

1753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发表了
《植物种志》,标志着双名法的确立。

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发表了
《物种起源》创立了进化论。

19世纪中叶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菜登
和动物学家施旺创立细胞学说。



1900年,孟德尔豌豆杂交试验,标志
着遗传学的诞生。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表了DNA的
双螺旋结构,奠定了分子生物学基础。



截止2018年4月，约有194种植物完
成了全基因组测序。



已完成植物基因组测序情况 （更新至2018年4月）



拟南芥













2000年1种
2002年2种
2006年1种
2007年2种
2008年4种

2014年27种
2015年25种
2016年27种
2017年36种
2018年4种
……

2009年3种
2010年12种
2011年10种
2012年16种
2013年24种



二、生物分类等级

生物分类等级包括界、门、纲、
目、科、属、种7个分类等级。

界(Kingdom)

门(Phylum)

纲(Class)

目(Order)

科(Family)

属(Genus)

种(Species)



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三界学说:植物界
（Plantae）、动物界（Animalia）和原生生物
界(Protista）。

界(Kingdon)

1886年：

魏特克（Whittaker R.H.）提出了五界分
系统：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植物界、真
菌界、动物界。

1969年：



类病毒界、病毒界、古细菌界、
细菌界、蓝藻界、原生生物界、真菌
界、植物界、动物界

最新分界：



植物界

有明显的细胞壁和
细胞核，其细胞壁由葡
萄糖聚合物——纤维素
构成。绿色植物的特点
是具有光合作用的能力
。

少部分植物能够部分异养
或完全异养。



部分异养型植物:



桑寄生科 广寄生



广寄生



桑寄生科 鞘花







桑寄生科 瘤果槲寄生

2018.3.1





桑寄生科 扁枝槲寄生





广寄生 鞘花 瘤果槲寄生 扁枝槲寄生

广寄生2209丛
鞘花435丛
扁枝槲寄生和瘤果槲寄生分别3丛和1丛



广寄生 鞘花 瘤果槲寄生 扁枝槲寄生







独角金



无根藤



菟丝子 旋花科

完全异养型植物:



大王花,以花朵巨大而气味恶臭著称

世界上花朵最大的植物

一生只开一朵花，花期只有4天







生物学种：具有一定的遗传结构、能
够相互交配产生有生殖能力后代,具
有一定地理分布区的居群。

地理隔离、生殖隔离





地质专家梁光河认为，海南岛是 6500 万
年前开始从中国北部湾分离旋转漂移出去的

地理隔离→生殖隔离→新物种产生



海南椴（椴树科 海南椴属）



琼棕（棕榈科琼棕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山铜材（金缕梅科 山铜材属）



保亭花（唇形科 保亭花属）



乐东藤（夹竹桃科乐东藤属 ）



椰子树
界：植物界

门：被子植物门

纲：单子叶植物纲

目：棕榈目

科：棕榈科

属：椰子属

种：椰子



植物的命名

国际上所采用的植物学
名,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
(Linnaeus)全面创立的“双
名法”。

1707-1778

植物的学名=属名+种加词+命名人

第一个名 第二个名



双名法

黄连的植物学名是Coptis chinensis Franch.，其中，
Coptis为黄连属的属名， chinensis（中国的）为种加词，
Franch.系命名人Franchet的缩写。

植物的学名=属名+种加词+命名人

第一个名 第二个名

用名词 用形容词
首字母大写 字母小写



一种植物只能有一个合理的拉
丁学名,两种植物不能有同样的拉丁
学名。

双名法特点：

唯一性





种与生产实践中的品种(cultivar)是
不同的。后者是经过人工选择而形成遗
传性状比较稳定、特性大致相同、具有
人类需要的性状的栽培植物群体。品种
是一种生产资料,是人类进行长期选育的
劳动成果。品种是种质基因库的重要保
存单位。

品种



不同的西红柿品种



不同的西红柿品种





三、植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1、植物保障了地球生命系统

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利用太阳光能，将CO2和H2O合成有机物
质，并释放O2的过程。

6 CO2 + 6 H2O
光能

绿色细胞
C6H12O6 + 6 O2 



海南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地球上一切生物所消耗的能量,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绿色植物的
光合作用。

①地球上的植物每年约合成2.6×104亿吨有机物（5×106 t/min）
②植物每年积蓄4.2×1014亿焦耳的化学能（8×108 亿焦耳/min）



2、人类对植物的依赖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不得不需要将作物产量
大幅度提高,才能满足人类粮食温饱需求。

▲公元前6000年,地球总人口不足2000万。

▲ 1750年,地球的总人口达到了20亿。

▲ 1980年达到44.8亿。

▲ 1985年为48.9亿。

▲ 2010年达到65亿。

▲预计2020年,世界人口将高达75亿。



海南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因此深入探讨光合作用的规律，揭示光合作用的机理，

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愈加显得重要和迫切。

人口急增
食物不足
资源匮乏

环境恶化

依赖
光合生产

人类面临

四大问题



3、植物将在生物质能源和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中发挥作用

(1)生物质能源:将植物油脂转化成生物柴油的
技术已经成熟。

(2)生物产氢:目前,莱因衣藻生产氢气已获得
成功。

(3)生物乙醇:利用植物淀粉如木薯和作物秸秆
生产乙醇。

(4)利用微生物生产沼气:







课外



课外



这本书前前后后编
了八年，从2008年就开
始准备。







青藏高原考察

小丛红景天





目录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体式显微镜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微分干涉差（Differential Interference Contrast, 
DIC）显微镜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微分干涉差（Differential Interference Contrast, 
DIC）显微镜

Globular-stage embryos

WT serk1 serk2 serk3

Heart-shape  embryos

WT serk1 serk2 serk3

A B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切片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切片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A B C

D E F

Col-0 Progeny from serk1/+ serk2 serk3



植物学的观察手段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