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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生理学》是高等院校生物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同时也是植物生产、农学和

林学等领域的基础课程。这门课程对于培养各相关专业的创新型人才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几百

多年中，为了推动《植物生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并满足教学需求，国内编写了许多教材。这

些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展现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该研究将重点讲述国内《植物生理学》高

校教材的编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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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Overview of the Curriculum of Plant Physi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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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t Physiology is a core course for biology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in fields such as plant producti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his course is crucial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various related majors. In the past few hundred yea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Plant Physiology and meet teaching needs, many textbooks
have been compiled in China. These textbooks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unique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writing proces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compi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university textbooks on plant 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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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编写《植物生理学》教科书的概况

在中国高等院校内，直至六十年代初，《植物生理学》

的多数教材系自海外引入，尤以前苏联出版物居多，例如《Р

убин1956》和《Максимов1957》。

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的石声汉教授编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部

本土《植物生理学》教科书。1955年，潘瑞炽讲师受雇于东

北师范大学，与西南师范学院的汪正琯讲师及北京师范大学

的董愚得副教授，共同接受教育部委派，合力编纂了《植物

生理学》教科书。于 1961年 8月至 9 月期间，北京农业大

学（即现今之中国农业大学）的娄成后教授负责编纂了《植

物生理学》这套书籍，分为上下两册。1980年 2月，娄成后

和阎隆飞两位教授再次引领了修订版《植物生理学》的编写

任务。自 2003年起至 2018年，武维华教授担任主编，教材

历经三次更新，并由科学出版社发行。基于 1977年 10月于

四川成都举行的全国高等院校理科生物领域《植物生理学》

课程规划集会，1978年 3月，华南师范大学的潘瑞炽与北京

师范大学的董愚得携手编制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批《植物

生理学》教科书（上下册）。自董愚得教授于 1983年 3月 11

日辞世后，潘瑞炽教授承继其遗志，持续修订编纂，最终于

1990年及 1995年推出了该作品的第二版与第三版。随后，

潘瑞炽教授分别在 2001年、2004年、2008年及 2012年推

出了第四至第七版。继 2012年 4月 1日潘瑞炽教授辞世后，

王小菁教授接手了编纂任务，并于 2019年推出了第八版，

该教材成为我国修订频率最高、应用最为广泛、销售数量最

多的教科书，对多代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9年 7月，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的王沙生

与高荣孚教授负责编纂了“全国高等林业院校试用教材”之

一，《植物生理学》。1991年 12月，王沙生、高荣孚及吴贯

明对其内容进行了彻底的更新与增补，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中国林业出版社发行了此著作的第二版。自 2013年 8

月起，郑彩霞教授担任主编，由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发行，

《植物生理学（第三版）》正式面世。于 1979年 8月，北京

大学的曹宗巽与吴相钰教授合著了“高等教育试验教材”—

—《植物生理学》（上下两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该

教材曾为多所综合大学普遍采纳。

1986年 5月，江苏农学院高煜珠教授与北京农业大学韩

碧文教授、浙江农业大学饶立华教授共同编写的《植物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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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书，由江苏农业出版社首发，并被指定为“全国高等

农业院校教材”。自该著作问世以来，已深受全球范围内众

多高等学府的推崇，于 1986至 2000年间，其总发行数量累

计达到 140,000册，位居潘瑞炽教授的《植物生理学》之后，

成为全中国最为热销的学术期刊。自 2000年 5 月起，扬州

大学的王忠教授携手西南农业大学的王三根教授和华中农

业大学的李合生教授，参照 1986年的基础，历经修订，终

于在 2009年 3月推出了第二版著作。2021年 1月，熊飞与

王忠教授对其著作进行了二次修订，并推出了第三版，该教

材已在国内众多高等学府普及应用，特别在农业类院校中广

受欢迎。遵循教育部“21世纪高等农林教育的教学内容与课

程体系改革规划”，项目团队陆续编撰了 15部符合 21世纪

需求的课程教科书。值得一提的是，华中农业大学李合生教

授主编的《现代植物生理学》一书广受推崇，该著作在 2000

年、2006年、2012年及 2019年相继推出了四个版本，堪称

现今国际国内唯一在其教材标题中特注明“现代”概念的书

籍。

自 2004年起至 2023年，山东师范大学的王宝山教授领

导编纂并发行了四次针对高等师范教育体系的《植物生理学》

教科书。为了便于国内大学生获取并利用国际顶级的经典教

科书，2009年 8月与 2015年 6月，河南大学的宋纯鹏教授

及华中农业大学的王学路教授等人，分别翻译了由美国 Taiz

和 Zeiger 两位教授主编的《PlantPhysiology》的第四版与第

五版。2011年，北京林业大学的尹伟伦、郑彩霞及李凤兰等，

翻译了 Pallardy所著的《PhysiologyofWoodPlant》之第三版。

自 2016年 7月起，深圳大学的莫蓓莘教授汇编了我国首部

英汉对照的《植物生理学》著作，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

表 1为近年我国出版的《植物生理学》教材汇总。

表 1 国内近年出版《植物生理学》教材汇总

书名 作者
出版

年限
出版社

植物生理学（第四版） 王宝山 2023
科学出版

社

《植物生理学》(第三版) 熊飞、王忠 2021
中国农业

出版社

植物生理学(第 8版) 王小菁 2019
高等教育

出版社

《植物生理学（第三版）》 武维华 2018
科学出版

社出版

《植物生理学》 王云生 2018

中国农业

大学出版

社

《植物生理学（英汉双语

版）》
莫蓓莘 2016

高等教育

出版社

《植物生理学》

王永飞、马

三梅、李宏

业

2019
科学出版

社

《植物生理学》
杨玉珍，曾

佑炜
2020

化学工业

出版社

《现代植物生理学（第 4

版）》

李合生、王

学奎
2019

高等教育

出版社

植物生理学(第 3版高等

农林教育“十三五”规划

教材)

王云生、蔡

永萍
2018

中国农业

大学出版

社

2 国内《植物生理学》教科书编写的特色

在民国十年动荡平息后，《植物生理学》课程的编纂已

步入了系统化的路径。进入 20世纪末期，政府推出了《21

世纪课程改革大纲》，此举显著推动了我国中等及初等教育

教材的编纂工作。自二十一世纪初至今，《植物生理学》作

为一门核心学科，在全国教育体系内已建立起一系列具备高

学术水准的课程体系，此体系囊括了《国家级规划教材》《国

家精品课程》以及《国家精品课程》等重要项目。基于对中

国《植物生理学》教科书编制历程的分析，其显著的特点可

谓一目了然。

2.1 主编机构偏多，以农林类高校居多

二十一世纪无疑属于生物学的时代，全球众多高等学府

均增设了紧密关联生命科学的研究部门及专业领域。伴随教

育部门推行“二十一世纪教材”“规划教材”“院校评价”“学

科评价”等一连串政策后，新版本《植物生理学》教材展现

出爆炸性的增长态势，目前已有多达数百种适应于各类学科、

不同教育阶段与专业背景的教材面世。这些教科书的编写机

构涵盖了综合性大学。在这一领域内，高级农业与林业学院

构成了主体部分，各校普遍拥有其自有的主笔或合著的《植

物生理学》教科书。

2.2 编辑风格近似，缺乏自己的特点和创造性

经过审阅我国发行的《植物生理学》教科书，除由中国

农业大学武维华教授编纂的《植物生理学》外，其他教材普

遍 以 德 国 Mohr 与 Schopfer 的 《 植 物 生 理 学

(Pffanzenphysiologie)》为基础。此类教科书往往于导言后，

被划分为几大核心章节：细胞生理学（涵盖“细胞信号传导”

“基因表达调控”等议题）、机能与代谢生理学（其中可能

涉及“植物次级代谢途径”等主题）、生长发育生理学（特

定章节可能专门讨论“细胞信号转导机制”和“光形态发生

过程”），以及应对逆境压力的生理学（有的则细分为“一般

性概述”与“具体案例分析”两部分）。通常，教科书被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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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12或 13个部分，在“细胞生物学”课程之后，某些版

本可能会省略“细胞生理”章节，而其他版本则会在结尾增

添实践性较高的主题，例如“植物生物技术”，或者“植物

分子生物学与植物生理”。还有的版本会加入“植物生理学

与现代农业”的内容。无论是美国 Taiz和 Zeiger的作品，还

是德国Mohr和 Schopfer的结构，均以植物的生命过程为核

心，旨在明晰科学原理，并允许教师按类别授课。然而，此

种组织架构可能中断学生的直观理解，有碍学习成效，因学

生日常接触与《植物学》课程内容皆围绕“植物生命周期”

的主线展开。

2.3 编写的内容表述单一，缺少真实历史的趣味

目前，我国出版的多数教科书主要以纯粹的讲义形式呈

现，其内容严格依据教学大纲，运用科学术语对学生应掌握

的基础知识进行逐一阐述。某些教材采用了纲要方式，突出

了重点，然而这种阅读体验往往显得单调无趣，缺乏吸引力

和历史深度。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学生参与教科书阅读的

热情不足，主要动机是为应对考试，倾向于记忆与教材内容

脱离的资讯，导致教科书的教育价值显著降低。植物生理学

乃一门实验导向之学域，其每一分支知识皆源自实践与试验，

蕴含特定的研究根基与发展脉络。通过深入探究“幕后故事”，

能够增进学生对科研过程及创新能力的理解，进而激发其阅

读的兴趣与自觉性。因此，在教材的编纂阶段，应考虑进行

适当的增补与优化。

2.4 编制的重点侧重于单一，缺乏较多的自学课程

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精心编写的教学工具，全面系统地

涵盖了学科知识，与普通书籍有着显著的不同[1]。它以学生

为中心，突出兴趣、需求和能力的重要性，将学生的已有知

识作为教学材料组织的基础，提供必要的自主学习内容，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2]。大学教材应具备四个基本特征：目标

明确、针对性强、系统性和自主解惑性[3]。当前，教科书在

课堂上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一种补充，但是，由于课时的缩减，

老师在课上所讲的细节越来越少，所以只能由学生自己来完

成。然而，许多大学生缺乏获取额外学习资料的途径，因此，

教材应适当增加自主学习部分，以便学生在课余时间有更多

的阅读材料。

2.5 编辑版更新缓慢，科学技术进步未得到充分的反映

在编写教学材料，特别是科学技术书籍的时候，要对思

想和科学、观点和材料、理论和实践、知识和技能的宽和深、

基本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内在关系等方面进行正确

的把握[4]。高校教科书应与学校的社会功能相适应，并具有

原创性、先进性和引领性[5]。目前，国内的《植物生理学》

教科书以潘瑞炽等人为最，共修订了 8篇，其他的都比较缓

慢。例如，李合生主编的教材更新了 4次，大部分教材仅更

新了 2～3 次，有些甚至只更新了一次。根据一些学者的计

算，一场学术会议上的研究结果往往要晚 5年以上，一篇论

文的发表周期也要晚 5年，而一本专著中的研究结果可能要

晚 5年。因此，为了使教材能够更好地反映科技发展，至少

需要 5年左右更新出版一次。这一点在国际教材编撰中也得

到了重视，如 1992—1999年德国Mohr和 Schopfer主编的《植

物生理学》先后改版了 3次，William和 Norman主编的《植

物生理学导论》在 1995—2008年间基本维持在 5 年左右改

版 1次。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广泛使用的 Taiz和 Zeiger主编

的《植物生理学》每次改版基本上都在 5年左右。表 2为国

内外《植物生理学》教材内容比较情况。

表 2 国内外《植物生理学》教材内容比较

章节 Taiz and Zeiger,2009 李合生，2019 王小菁，2019 清水硕，2002

第一阶段：细胞生理
第一篇 植物的水分和矿

质营养

1 植物细胞
植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与

功能
植物的水分生理

植物干细胞的构造及

其作用

2 基因组结构与基因表达 代谢生理 植物的矿质营养 水分的吸收与运输

单元Ⅰ水和矿质营养
第二篇 物质代谢和能量

转换

3 水和植物细胞 植物的矿质营养 植物的光合作用 养分的吸收与运输

4 植物的水分平衡 植物的光合作用 植物的呼吸作用 光合作用

5 矿质营养
植物体内同化产物的运输

与分配
植物同化物的运输 呼吸与能量作用

6 溶质的运输 植物的呼吸作用 植物的次生代谢物
碳水化合物、脂质、氮

素代谢

单元Ⅱ生化和代谢 II 代谢生理 第三篇 植物的信号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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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Taiz and Zeiger,2009 李合生，2019 王小菁，2019 清水硕，2002

7 光合作用：光反应 植物细胞信号转导 细胞信号转导 次生代谢

8 光合作用：碳反应 植物生长物质 植物生长物质 生长于调节、老化脱落

Ⅲ 生长发育生理

9 光合作用：生理和生态思考 植物的生长生理 植物的光形态建成 生长调节物质

第四篇植物的生长和发

育

10 韧皮部转运 植物的生殖生理 植物的生长生理 逆境生理

11 呼吸作用与脂代谢 植物的成熟和衰老生理 植物的生殖生理

IV 环境生理

12 矿质营养的同化 植物的逆境生理 植物的成熟和衰老生理

V 植物生理学与现代农

业

13 次生代谢和植物防御反应
植物生理学在农业上的应

用与展望
植物对胁迫的应答与适应

单元Ⅲ生长和发育

14 信号转导

15 细胞壁：结构、生物合成和扩展

16 生长与发育

17 光敏色素和光调控的植物发育

18 蓝光反应：形态建成和气孔运动

19
生长素——种被发现的植物生长

激素

20
赤霉素：植物高度和种子萌发的

调节因子

21
细胞分裂素：细胞分裂的调节因

子

22 乙烯：气体激素

23
脱落酸：种子成熟和胁迫反应激

素

24
油菜素甾醇：细胞扩大和发育的

调节子

25 开花的控制

26 非生物胁迫的应答与适应

附录 1 能量和酶

附录 2 植物生长分析

附录 3 激素生物合成途径

3 结语

一个国家的兴盛与教育的昌盛密不可分。教育乃国家繁

荣之基石，其品质的优劣关乎民族的兴衰。教材作为教学品

质的关键媒介，其优劣显著影响了教育成果[6]。高等学府的

教科书不仅彰显了教师的学术造诣与教学技艺，同时也是他

们科研成就的集大成者，所蕴含的知识、见解、推理及思考

模式对高等教育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于 2022年 9月 10日

之全国教育大会中，习主席明确指出需着重推进教材体系之

建设工作。教材编纂乃贯彻立德树人宗旨之关键媒介，其所

蕴含的知识架构与传达之理念，皆系彰显国家立场、履行国

家职责、支撑国家策略、维护国家安全之有效手段[7]。教材

建设作为为党育人、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根本项目，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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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即教材内容的品质。教材品质的全面升级，需关注其在

思想导向、科学内涵、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及结构体系方面

的提升[8]。

在筹划撰写《植物生理学》教科书之际，应以高标准为

指引，顺应时代变迁，呼应国家政策导向，着重提升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需组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内容创作小组，

实施机制改革，由学界权威参与编纂程序。在着手撰写之前，

需开展详尽的前置市场调研工作，召集出版社、行家、教育

工作者及学习者，收集他们对新教科书的意见与提议，归纳

并解析这些信息，精确评估教材的适用性和价值，以此为基

础构建编写教材的理论框架，从而显著优化教材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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