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胞学说：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它们

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一切生命有机体都是由简

单的细胞分裂、增殖和发展起来的。细胞学说是

关于有机体结构的一个学说，它将形形色色的动

植物体的结构统一于细胞，又以细胞为基点来解

释一切生命现象，从而揭示了生命世界的内在联

系和有机统一。 

 



2  
达尔文是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者。 

18~19世纪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给进化论的产

生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历时５年的贝格尔号舰的环球考察，是促使达

尔文成为进化论者的直接动力。特别是在南美考察了解到的大量事实，

使达尔文萌生了物种可变的思维，经过20余年的艰苦研究，他于

1859年11月24日正式出版了举世公认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对

生物进化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自然选择学说是生物进化论最核心的思想，这一学说的要点是：生物

的变异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界通过生存竞争，对生物进行留优去劣的

选择，使适合于生物生存的有利条件，通过遗传得到积累而逐渐形成

新种。这就是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 

无独有偶，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几乎在同时独立地提出通过自然选

择而促使生物进化的理论。事实证明，19世纪后叶进化论的产生和确

立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科学的生物进化学说，以自

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

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特创论

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使生物学发

生了一个革命变革。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

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1、产生背景

在文艺复兴以及思想启蒙之后，现代科学的理性思维已经

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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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时代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提倡科学的前一阶段，

在思想和理性上，为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进化论提供了

思想依据；而青年时的远游，则为他积累了大量的实据，

引发了他关于物种进化的思考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

系。 2、要点：他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斗争，适

应者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

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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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点，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现在基因学诞生之生，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事实上，

物竞天择，竞的是“基因” 3、影响： 进化论是人类历

史上第二次重大科学突破，第一次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

否定了人类位于宇宙中心的自大情结；第二次就是进化论，

把人类拉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的层面，所有的地球生物，

都与人类有了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彻底打破了人类自高

自大，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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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第二次就是进化论，把人类拉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

的层面，所有的地球生物，都与人类有了或远或近的血缘

关系，彻底打破了人类自高自大，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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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也叫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
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一条普遍规律，它可表述为在
自然现象中能量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而只能在
总数值不变的原则下，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
式，或由一物体转给另一物体。能量守恒和转化定
律的发现，使哲学上运动不灭原理以及运动形式相
互转化原理获得了自然科学的证据。 

 

        



       20世纪以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领

域，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拓展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推动了整个社

会经济的变革。 



20世纪初产生了持续30年的物理学革命。19世纪末，科学家相继发

现了X射线、放射线和电子，对于这些物理现象，古典物理学难以作

出正确回答，使古典物理学陷入了危机。科学家建立了以相对论和量

子论为支柱的现代物理学理论体系，使人类对物理、能量、空间、时

间、运动和因果性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图1-5）。 



20世纪化学的发展与人类的生产生活联系十分密切，

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原子理论的成

熟，使人们逐步认识了原子内部的奥秘。20世纪以来，

人们对物质的化学结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建立起

分子工程学。人们能够通过理论计算，像设计建筑物

那样，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设计出新分子、新材料和新

产品。高分子设计、药物设计、合金设计都显示了巨

大的实际应用效果。 



现代科技已揭示了遗传物质ＤＮＡ的结构和遗传密码，

真正揭示了遗传的奥秘，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新兴学

科分子生物学已经构建成功，其中遗传工程已能生产人

的胰岛素、干扰素等。航天育种、转基因工程、克隆技

术等都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使农业生产发生了质的飞

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科技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对经济社会的

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袁隆平主持的“超级杂交稻选育研究”成果大

幅度地提高水稻产量，对于保障21世纪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世

界粮食生产作出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高性能通用微处理芯片——“龙芯1

号”CPU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中国信息产业无芯片的历史。酵母丙氨酸和天

然青蒿素的人工合成，丙纶级聚丙烯树脂的研制都具有经济上的重大应用价

值。一些重大科技工程的胜利完成，对于提升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起到了

良好作用。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和嫦娥一号发射的成功，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的建成都是明显例证。  

研究方法和成果应用方面的创新同样对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粮食

产量采取新的社会经济技术预测法，可以有半年预测提前期，并降低预测误

差。将东亚大气环流等研究成果发展成为中国天气预报业务模式，可以做出

较好的72h数值天气预报。提出哈密尔顿系统效率几何算法也开创了一个计

算科学的前沿阵地。 

• 事实聚焦——中国科技研究硕果累累 



一些基础研究成果明显推进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澄江古生物化石群的发现

与研究是当代古生物学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夏商周三代分界的推定解决了

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大难题。特别是中国科学家在6个参与国中率先绘制出人

类基因组“中国卷”完成图，更为破译人类基因密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30年来，我国科技基础设施大为改善。10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曙光

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神光”高功率激

光装置、高分辨率扫描辐射计、超长定向碳纳米管阵列等，都是重大科技

设施研制的范例。 

我国在跟进发达国家科技研究前沿方面，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方向明确

的科技工程方面，如航天、核技术，取得了显著成效。 

• 事实聚焦——中国科技研究硕果累累（续） 



1、  

20世纪以来，人们的视野在“微观”和“宏观”两方面都扩大了10

万倍以上。 

宏观视野已能从直径10万光年拓宽到200亿光年的大宇宙，微观视

野已能深入到10-15cm的基本粒子内部。人类对自然界从基本粒子、

原子、分子、细胞、生物个体到地壳、天体、宇宙，都有了比较深

入的了解（图 1-6）。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出现，使物理科学和生

命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技术领域中，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电

子计算机的出现，综合技术在科技发展中逐步起到主导作用。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使人类生活发生巨变 

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 



1、能  
2008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引发了人们对能源问题的进一
步关注。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府要员、普通百姓都
对能源问题有了新的思考。 

蒸汽机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杰作，它的研发和应用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它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一次生产技术
上的根本性变革。 

电能的出现和应用全面推动了科学技术和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快速发
展，进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核能的问世，揭开了自然科学发展史新的一页。核能的发现，使人类
找到了新的“火种”，使人类生产生活有了更加质优、量大、清洁的
新能源。  



环境对于人类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生命取决于它所依存、适应的环
境。地球表面的物理、化学环境，是决定哪些物种能够生存下来的
自然选择场所。 

环境的优劣与生长在这个环境中的生物有着密切关系，地球表面及
大气圈和海洋成分的变化，也都是受到生物进化的反馈影响。如果
没有与现在大气成分不同的原始大气圈，就无法形成大的有机分子；
同样，如果没有早期生命使含氧的空气“纯化”，也就不会有高级
生命形态发育的环境，更不会有人类的诞生。 

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生物，但事与愿违的反面影响
也是巨大的。当今世界，人口、技术、经济的活动导致人类生存环
境变化的作用在日益增大，这使人类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全
球性环境问题。 



信息是生命系统、机器系统、自然系统等在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

过程中所特有的物质运动形式。信息虽然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但在传递过程中必须借助物质载体，并且要消耗能量；储存信息时，

同样需要物质和能量。人脑、电脑、录音带、录像带、磁盘、遗传

细胞等都能存储信息；声波、广播、书籍、电视、网络等都能传递

 

信息技术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浪潮的主流，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

源和战略财富，是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有人把信息产业

定位为“第四产业”，足见信息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