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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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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科学家预测，到２１世纪末，由于生物医学的伟大成就，给

人类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人类的普遍寿命可望超过百岁。

在我们普遍享受科学的益处时，我们不会再去相信鬼神，而是感

恩那些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科学家。

孟德尔

孟德尔是现代遗传学这一门重要生物学科的奠基人。１８６５
年发现遗传定律。

１８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孟德尔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贫寒的农

民家庭里，父亲和母亲都是园艺家。孟德尔受到父母的熏陶，从

小很喜爱植物。

当时，在欧洲，学校都是教会办的。学校需要教师，当地的

教会看到孟德尔勤奋好学，就派他到首都维也纳大学去念书。

大学毕业以后，孟德尔就在当地教会办的一所中学教书，教

的是自然科学。他能专心备课，认真教课，所以很受学生的欢

迎。１８４３年，年方２１岁的孟德尔进了修道院以后，曾在附近的

高级中学任自然课教师，后来又到维也纳大学深造，受到相当系

统和严格的科学教育和训练，为后来的科学实践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孟德尔经过长期思索认识到，理解那些使遗传性状代代

恒定的机制更为重要。

从维也纳大学回到布鲁恩不久，孟德尔就开始了长达８年

的豌豆实验。孟德尔首先从许多种子商那里，弄来了３４个品种

的豌豆，从中挑选出２２个品种用于实验。它们都具有某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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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区分的稳定性状，例如高茎或矮茎、圆料或皱料、灰色种皮

或白色种皮等。

孟德尔通过人工培植这些豌豆，对不同代的豌豆的性状和

数目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计数和分析。运用这样的实验方法

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严谨的态度。他酷爱自己的研究工作，经常

向前来参观的客人指着豌豆十分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我的

儿女！”

８个寒暑的辛勤劳作，孟德尔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

并得到了相应的数学关系式。人们分别称他的发现为“孟德尔

第一定律”和“孟德尔第二定率”，它们揭示了生物遗传奥秘的基

本规律。

孟德尔开始进行豌豆实验时，达尔文进化论刚刚问世。他

仔细研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保存至今的

孟德尔遗物之中，就有好几本达尔文的著作，上面还留着孟德尔

的手批，足见他对达尔文及其著作的关注。

起初，孟德尔豌豆实验并不是有意为探索遗传规律而进行

的。他的初衷是希望获得优良品种，只是在试验的过程中，逐步

把重点转向了探索遗传规律。除了豌豆以外，孟德尔还对其他

植物作了大量的类似研究，其中包括玉米、紫罗兰和紫茉莉等，

以期证明他发现的遗传规律对大多数植物都是适用的。

从生物的整体形式和行为中很难观察并发现遗传规律，而

从个别性状中却容易观察，这也是科学界长期困惑的原因。孟

德尔不仅考察生物的整体，更着眼于生物的个别性状，这是他与

前辈生物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孟德尔选择的实验材料也是非

常科学的。因为豌豆属于具有稳定品种的自花授粉植物，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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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种，容易逐一分离计数，这对于他发现遗传规律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孟德尔清楚自己的发现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但他还是慎

重地重复实验了多年，以期更加臻于完善。１８６５年，孟德尔在

布鲁恩科学协会的会议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两次宣读。第

一次，与会者礼貌而兴致勃勃地听完报告，孟德尔只简单地介绍

了试验的目的、方法和过程，为时一小时的报告就使听众如坠入

云雾中。

第二次，孟德尔着重根据实验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证明。

可是，伟大的孟德尔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尽管与会者绝大多

数是布鲁恩自然科学协会的会员，既有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

学家，也有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家、藻类学家。然而，听众对连

篇累牍的数字和繁复枯燥的论证毫无兴趣。他们实在跟不上孟

德尔的思维。孟德尔用心血浇灌的豌豆所告诉他的秘密，时人

不能与之共识，一直被埋没了３５年之久！

孟德尔晚年曾经充满信心地对他的好友，布鲁恩高等技术

学院大地测量学教授尼耶塞尔说：“看吧，我的时代来到了。”这

句话成为伟大的预言。直到孟德尔逝世１６年后，豌豆实验论文

正式出版后３４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４３年，预言才变成现实。

随着２０世纪雄鸡的第一声啼鸣，来自三个国家的三位学者

同时独立地“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定律。１９００年，成为遗传学

史乃至生物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从此，遗传学进入了孟德

尔时代。

今天，通过摩尔根、艾弗里、赫尔希和沃森、克里克等数代科

学家的研究，已经使生物遗传机制———这个使孟德尔魂牵梦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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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建立在遗传物质ＤＮＡ的基础之上。

随着科学家破译了遗传密码，人们对遗传机制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向控制遗传机制、防治遗传疾病、

合成生命等更大的造福于人类的工作方向前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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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克

列文·虎克１６３２年生于荷兰的代尔夫特，他的父亲是制造

篮子的手工艺人，母亲来自酿酒艺人家庭。６岁时列文·虎克

的父亲就去世了。小时候列文·虎克还是接受了一点基础教

育，１６岁时他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

一家布店当学徒。六年的学徒生活结束后，列文·虎克回到家

乡，凭自己的手艺开了一家布店。不过他的生意可能并不成功，

因为他很快就转行，担任了代尔夫特市政厅的看门人。

到此时，怎么看列文·虎克都不像是科学家的料，出身于手

工艺人家庭而非科学世家，没有充足的家财，没有受过高等教

育，除了荷兰语外，其他语言一窍不通，尤其当时科学家必备的

拉丁文，列文·虎克同样大字不识一个。有多少人在平凡的岗

位上平庸下去，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任何一种岗位上发现奋发向

上、最终成功的人。列文·虎克属于后一类人。由于看门工作

比较轻松，时间充裕，列文·虎克经常可以接触各行各业的人。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在首都阿姆斯特

丹有许多眼镜店，除磨制镜片外，也磨制放大镜。朋友告诉列

文·虎克，放大镜是一种很奇妙的新玩意，可以将很微小的东西

放大，使观察者可以清清楚楚地观看。

利用透镜使物体放大，其实古已有之。据说古罗马帝国的

昏庸皇帝尼禄，就曾用一块表面磨得很光滑的宝石，放在眼前观

看竞技场上角斗士的搏斗。１３世纪末，世界上就已经出现了矫

正视力的眼镜。后来，欧洲西海岸的荷兰逐渐成为眼镜制造业

的中心。１５９０年左右，一个叫做詹森的眼镜制造商发现，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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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凸透镜前后放置，并调整两块透镜的距离时，人眼透过两块

透镜观察，可以发现原来很小的物体被放大了。于是，詹森在一

个中空的长管两端分别装上透镜，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复式显

微镜。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科学价值，只是把显

微镜当成玩具，用来观看跳蚤的一举一动，所以显微镜当时也叫

跳蚤镜。

好奇心强烈的列文·虎克得知跳蚤镜的功能后，也想拥有

一架。不过他跑到眼镜店一问，价格惊人，不是他所能支付的。

好在列文·虎克出身于艺人家庭，自己也当过学徒，手工活做得

不错，看了眼镜店的人磨镜片的过程，自己便默记在心，回去后

找来玻璃材料，利用自己充裕的时间，耐心地磨起了镜片。早期

的显微镜做得都很粗糙，不是放大倍数不够，就是镜面不够光

滑，成像模糊。心灵手巧的列文·虎克磨出的镜片虽然很小，但

是质量却是当时最好的。他给自己的透镜制作了一个架子，并

在透镜下面放置了一块铜板，在铜板上钻一个小孔，让光线从底

下向上透过来，照亮被观察的物体。

有了自己的显微镜后，看门人兴致勃勃地将能够想到的小

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放在镜下，观看它们的庐山真面目。显微镜

下蜜蜂腿上的短毛，竟然如缝衣针一样地竖立着，让人有点害

怕。随后，列文·虎克又观察了蜜蜂的螫针、蚊子的长嘴和一种

甲虫的腿。好奇心得到满足后，列文·虎克又开始制造更大倍

数的显微镜，他想看清楚更小的物体。

列文·虎克后来从事了许多工作，他当过酒类化验员、政府

小职员、财产保管员等职位，唯一不变的是他对显微镜制造和观

察微观世界的浓厚兴趣。列文·虎克一生中制造了４９１架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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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有的显微镜可以将物体放大二三百倍，可惜只有十来架保存

到现在。当时的手工艺人对自己的技艺是保密的，公开了自己

的饭碗就保不住了。虽然显微镜制造并不是列文·虎克的谋生

之道，但是他依然保持了艺人的传统，秘不示人。不过有那么多

得意之作和新发现，不找个人分享实在是心里憋得难受，因此列

文·虎克对自己的朋友格拉夫敞开了大门。格拉夫是一位医生

兼解剖学家，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他早就听人说列

文·虎克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磨制神秘的镜片，在列文·虎

克的邀请下，他欣然而至。看到琳琅满目的显微镜，以及显微镜

下的奇妙世界，格拉夫震惊了。他明白这些是了不起的发明和

发现，立刻鼓励列文·虎克将自己的观察记录整理出来，寄给英

国皇家学会发表。当列文·虎克听到显微镜也要送交皇家学会

审查时，艺人的警惕之心骤起，他立刻将显微镜收了起来。格拉

夫只好耐心地给这位民间科学家解释，上交论文和实验器材是

科学研究的需要，而不是有人要贪图他的宝贝发明。在好友的

劝说下，列文·虎克终于同意将自己的发明和发现公之于众。

１６７３年的一天，英国皇家学会收到了寄自荷兰的观察记

录，作者是列文·虎克，文章的名字是《列文·虎克用自制的显

微镜，观察皮肤、肉类以及蜜蜂和其他虫类的若干记录》。面对

一个陌生的“学者”和一篇名字拗口的学术文章，学会的专家们

带着轻视的态度开始阅读观察记录。令他们惊奇的是，这篇文

章记录的内容是从未有人深入研究的微观世界，作者对显微镜

下的活体的描写生动有趣：“大量难以相信的各种不同的、极小

的‘狄尔肯’（拉丁文中“细小活泼的物体”的意思）……它们活动

相当优美，它们来回地转动，也向前和向一旁转动……”“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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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会专家们开始重视起

来。然而文章最后的结论惊呆了各位专家，作者宣称“一个粗糙

沙粒中有１００万个这种小东西；而在一滴水中，‘狄尔肯’不仅能

够生长良好，而且能活跃地繁殖———能够寄生大约２７０多万个

‘狄尔肯’”。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经过严格的检验，皇家学会

的会员们发现，列文·虎克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狄尔肯”故事，

在微观世界里竟然都是真实的。这样，实验报告得到了承认，并

译成英文发表在皇家学会的刊物上。列文·虎克不久被接纳为

英国皇家学会的正式会员。这个默默无闻的荷兰平民，一下子

成为欧洲的知名科学家。他发现的“狄尔肯”就是后来人们常说

的微生物。

列文·虎克并没有陶醉在巨大的荣誉之中，他还是一如既

往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显微镜记录微观世界里发生的故事。

１６７５年，雨水成了列文·虎克的观察对象，他描述到：“我用４

天的时间，观察了雨水中的小生物，我很感兴趣的是，这些小生

物远比直接用肉眼所看到的东西要小到万分之一……这些小生

物在运动的时候，头部会伸出两只小角，并不断地活动……如果

把这些小生物放在蛆的旁边，它就好像是一匹高头大马旁边的

一只小小的蜜蜂……”。雨水中的小生物其实就是原生动物。

１６８３年，牙垢成了列文·虎克关注的对象，他发现人口腔中竟

然躲藏着许多“小动物”，它们像蛇一样用优美的弯曲姿势运动。

他惊叹地记录道：“在人的口腔的牙垢中生活的动物，比整个荷

兰王国的居民还要多。”这就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细菌时发出的

感叹。

１７２３年，９１岁的列文·虎克在弥留之际，将自己制作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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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分放大镜，以及精良仪器的制作秘诀，赠送给了英国皇家学会。

一个普通的看门人，用自己持久的好奇心、执著勤奋的精神和微

薄的收入，开辟出一片崭新的科学研究天地，他的故事永远值得

后辈人牢记在心，仔细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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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胡　克

胡克于１６３５年７月１８日出生于英格兰怀特岛弗雷什沃特

村的一个牧师家庭。幼年时他常常头痛，经常辍学。小时候，他

喜欢摆弄钟表和机械玩具，练就了一双巧手。１６４８年，胡克的

父亲去世，威斯敏斯特中学校长巴斯比收留了他。在那里他学

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数学，同时学习演奏风琴。１６５３
年，胡克从威斯敏斯特中学毕业后移居牛津，当上基督教堂的合

唱队员。

１６５５年，胡克成为威利斯的助手，后为玻意耳的助手。

１６６０年牛津学术团体迁往伦敦，１６６２年正式命名为英国皇家学

会，胡克被任命为该学会的实验管理员。１６６３年，他获牛津大

学文学硕士学位，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１６６４年，他任

格雷沙姆学院力学讲师，并任英国皇家学会珍宝馆馆长。１６６５
年他担任格雷沙姆学院几何学教授。

玻意耳、马略特定律的发现者之一玻意耳曾是胡克的雇主。

胡克对玻意耳研究用的空气泵进行了改进，这样玻意耳才得以

成功。１６６２年玻意耳发表的关于空气压力的玻意耳定律中凝

集着胡克的智慧。

１６５８年，胡克提出可以用弹力代替重力使物体振动，即在

平衡轮的轴上安一个弹簧，可以代替重力驱动摆轮，这是现代钟

表设计的基本原理。根据这个原理制造的确定经度的航海时针

到１８世纪才出现。１６６０年，胡克为此申请了专利，但后来又撤

回申请。

１６６２年，胡克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的实验管理员，使他的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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