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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孟璞

　　２０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对整
个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很大。 当前国际上的竞争，
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愈发达，民众
的科学文化素质愈高，则国力愈强，国民愈富。 因
此，当今的时代，科学技术愈来愈受到重视。 努力
发展科技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主要依靠两个方面
的实践活动，即科技研究和科技普及，而两者又是
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科研是科学家们从事的
事业，而科普则是面向全民的事业，是提高全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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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文化素质的战略任务，是科技进步的基础。 由
于依靠科普可以把人们的生产、生活导入文明，科
学的轨道，加强科普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科普的内容十分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
方面，即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普及。
这就是科普内容的三个基本元素。 它们之间是互
相紧密联系的，其中科技知识普及是基础，科学方
法和科学思想的普及常常寓于科技普及之中。 一
本优秀的科普书籍，不仅向读者普及了科技知识，
而且传播了科学方法，进行着科学思想的教育。
　　科技的普及，过去主要依靠讲演、写作和图画
进行。 现在可以借助于广播、电影、电视等现代化
手段，甚而借助于把声音、文学、图像集于一身的
“多媒体”。 但是，这绝不是说，传统的以图书进
行科学普及的形式就不重要了，就不需要发展了，
就可以丢掉了。 很多优秀科普图书，曾经教育了
一代又一代人，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其教育人的功
能。 事实上，国内外许多优秀图书的出版一直没
有间断，并且有所发展。 这说明，科普图书的出版
是社会的需要，是其他形式所不能代替的。
　　在“科教兴国”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迫切需
要更多的优秀科普图书，呼唤更多的科普精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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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出现。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普趣谈”丛
书。 这套丛书面向全社会的一般读者，但主要对
象是广大青少年。
　　值得告诉读者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各
门学科的专家学者。 他们丰富的学识，生动的文
笔，一定会为读者所欢迎。 果如此，我们将不胜欣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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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瓜得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妇孺皆知的常
识。 然而，种瓜为什么能得瓜，种豆为什么能得豆
呢？ 对这个平凡而艰深的问题，现代分子遗传学
已给予了令人满意的解答。 种瓜能不能得豆？ 在
现代分子遗传学基础上诞生的生物工程，正在把
这个看来似乎荒诞的设想变为可能。
　　生物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俗称，是人类探
索谜中之谜———生命之谜和遗传之谜结出的丰硕
成果，是生命科学奉献给人类的瑰宝。
　　生物工程是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建立的创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物工程趣谈

l２　　　　

新的生物类型或新生物机能的实用技术，是现代
生物科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现代生物技术和古代利用微生物的酿造技术
或近代的发酵技术有发展中的联系，但又有质的
区别。 古老的酿造技术和近代的发酵技术只是利
用现有的生物或生物机能为人类服务，而现代的
生物技术则是按照人们的意愿和需要创造全新的

生物类型和生物机能，或者改造现有的生物类型
和生物机能，包括改造人类自身，从而造福于人
类。 现代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是人类在建立
实用生物技术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等
待大自然的恩赐转向主动向大自然索取的质的飞

跃。
　　现代生物技术是在分子生物学发展基础上成
长起来的。 １９５３年，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
家克里克用 Ｘ 衍射法搞清了遗传的物质基础核
酸的结构，从而使揭开生命秘密的探索从细胞水
平进入了分子水平，对于生物规律的研究也从定
性走向了定量。 在现代物理学和化学的影响和渗
透下，一门新的科学———分子生物学诞生了。 在
以后的十多年内，分子生物学发展迅速，取得了许
多重要成果，特别是科学家们破译了生命遗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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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并在 １９６６年编制了一本地球生物通用的遗传
密码“辞典”，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迅速推进到实
用阶段。 １９７０年，科拉纳等科学家完成了对酵母
丙氨酸转移 ＲＮＡ 的基因的人工全合成。 １９７１
年，美国保罗· 伯格用一种限制性内切酶，打开了
一种环状 ＤＮＡ 分子，第一次把两种不同的 ＤＮＡ
联结在一起。 １９７３ 年，以美国科学家科恩为首的
研究小组，应用前人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斯坦福大
学用大肠杆菌进行了现代生物技术中最有代表性

的技术———基因工程的第一个成功的实验。 他们
在试管中将大肠杆菌里的两种不同质粒（抗四环
素和抗链霉素）重组在一起，然后将此质粒引进
到大肠杆菌中去，结果发现它在那里复制并表现
出双亲质粒的遗传信息。 １９７４ 年，他们又将非洲
爪蛙的一种基因与一种大肠杆菌的质粒组合在一

起，并引入到另一种大肠杆菌中去。 结果，非洲爪
蛙的基因居然在大肠杆菌中得到了表达，并能随
着大肠杆菌的繁衍一代代地传下去。
　　科学家们从科恩的实验中看出了基因工程的
突出特点：（１） 能打破物种之间的界限。 在传统
遗传育种的概念中，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要想杂
交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动物与植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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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细菌与动物之间、细菌与植物之间的杂交了。
但基因工程技术却可越过交配屏障，使这一切有
了实现的可能。 （２） 可以根据人们的意愿、目的，
定向地改造生物遗传特性，甚至创造出地球上还
不存在的新的生命物种。 同时，这种技术对人类
自身的进化过程也可能产生影响。 （３） 由于这种
技术是直接在遗传物质核酸上动手术，因而创造新
的生物类型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 这些特点，引起
了世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短短几年内，基因工程
研究便在许多国家发展起来，并取得一批成果。 基
因工程已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技术成就之一。
　　现代生物技术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群。 基因工
程仅是现代生物技术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它的
特征是在分子水平上创造或改造生物类型和生物

机能。 此外，在染色体、细胞、组织、器官乃至生物
个体水平上也可进行创造或改造生物类型和生物

机能的工程，例如染色体工程、细胞工程、组织培
养和器官培养、数量遗传工程等，这些，也属于现
代生物技术的范畴。 而为这些工程服务的一些新
工艺体系，如现代发酵工程、酶工程、生物反应器
工程等，同样被纳入了现代生物技术的系统。
　　现代生物技术同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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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革命的三大主力，将会对人类社会生活带
来深刻的影响。 现代生物技术将带来一次新的工
业革命，使医药、食品、发酵、化学、能源、采矿等工
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提高百倍、千倍乃至万倍。 比
如，应用基因工程组建的超级微生物生产人生长
激素、胰岛素、干扰素，都比常法提高效率千倍或
万倍。 生物工程还将促进农业革命。 如果实现了
固氮基因向主要粮食作物的转移，不仅粮食可以
大幅度增产，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传统的化肥
工业将被改造。 现代生物技术将使农业育种技术
发生革命性变化。 此外，现代生物技术将解决长
期困扰人类的遗传疾病、癌症、心血管疾病问题，
为人类提供价廉质高的药品和营养品，如各种激
素、疫苗、氨基酸、脂肪酸等。 人类将应用细胞工
程、基因工程等技术，生产出人类的一切器官、组
织，以替代病变的器官、组织。
　　世界各国对生物工程的发展都极为重视，日
本、美国、英国、德国、丹麦、俄罗斯等国都拨巨款
发展生物工程，全世界有成千的大学、研究机构和
企业将重点转入生物工程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
展，现代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必将对人类的生
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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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命之谜

　　看一看我们的周围吧，生物世界在唱着何等
动人心魄的生命之歌啊！
　　牛吃进了草，草在牛的体内经过魔术般的变
化以后，变成了营养丰富的牛肉和牛奶。 人吃了
谷类、肉类和蔬菜等食物，食物转化为我们的眼
睛、鼻子、心、肺、肾和四肢器官，并使我们的身体
获得能量，去参加劳动，攀登高山，在水中遨游，驾
驶飞机在蓝天中飞翔。
　　春天，野鸭、燕子一群群地从南方长途迁飞回北
方出生地。 迁飞时，野鸭每小时能飞 ８０ ～９０ ｋ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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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飞１００ ｋｍ，雨燕能飞１６０ ｋｍ。 在迁飞途中，它们
常常有短时间的休息，但是，在过大洋或大沙漠时，
它们却能够连续不断地飞行，一刻也不停顿。 多么
惊人的速度，多么惊人的耐力！
　　蔚蓝色的大洋深处，一条大红鲷身上爬满了
海虱，奇痒难耐。 它找到了海洋中的“鱼大夫”，
头朝下，尾朝上，请求“鱼大夫”给它治病。 “鱼大
夫”只有一寸（１寸＝３畅３３ 厘米）多长，色彩鲜艳，
游动时宛如一条五彩头巾那样轻盈欢快。 “鱼大
夫”接受了大红鲷的请求，贴近红鲷，用尖嘴把海
虱一个个啄食掉。 大红鲷身上舒服了，口中似乎
还有难言之痛，张开大口，请求“鱼大夫”进去治
病。 热心的“鱼大夫”毫不迟疑地钻进大红鲷的
血盆大口，几分钟后才从口中游出。 大红鲷好似
服了一剂“良药”那样，摆摆尾巴，向“鱼大夫”致
谢，欢天喜地地走了。 大海洋中的鱼类，遇到生病
和伤痛，都是找“鱼大夫”治病。 有一位科学家潜
入深海对一条“鱼大夫”进行连续 ６ ｈ 的观察，他
发现，“鱼大夫”———一种美丽的小鱼，在 ６ ｈ中竟
连续给 ３００条大鱼作了治疗。
　　再看一看我们的植物世界吧！ 别以为植物不
能说话不能动，可以任人宰割；有些植物却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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