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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与细胞
”

模块不同版本教材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江 苏省 苏 州 市 吴 江 高级 中 学 （
２ １ ５ ２００

）张淑萍

摘 要 以 高 中 生物学不 同 版本教材
“

分子与 细胞
”

模块为研究对象 ，
就教学 中 的

一 些疑 问 ，
如蓝藻

和细 菌 的 关 系 、胞呑胞吐与 主动运输的 关 系 、有氧呼吸储存的 ＡＴＰ 量 、光合作 用 机理 ４ 个知识点进行

探讨 ， 旨在帮 助一线教师 准确把握教材 ，推动教学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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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不但是
“

教
”

与
“

学
”

的主要载体 ， 更是课

程理念的重要体现者 。 本文以 ２０ １ ４ 年苏教版教材

（ 以下简称
“

苏教版
”

） 、
２００３ 年人教版教材 （ 以下

简称
“

旧人教版
”

） 和 ２０ １ ９ 年人教版教材 （ 以下简

称
“

新人教版
”

） 为研究对象 ， 对一些 问题进行对

比分析 ， 以 便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更好地使 用 新

教材 。

１ 蓝藻属于细菌吗

１ ． １ 问题来源

苏教版 （
Ｐ ． ３ ７

） 中描述 ： 细菌 、蓝藻和放线菌就

是由原核细胞构成的原核生物
［

１
］

。 旧人教版 （
Ｐ ．９

）

中描述 ： 原核生物 中 除 了分布广泛的各种细菌外 ，

还有蓝藻 （ 也称蓝细菌 ）

［
２

］

。 新人教版 （
Ｐ ．１ ０

） 中描

述 ：原核生物主要是分布广泛的各种细菌 。 有一类

细菌叫作蓝细菌 （ 旧称蓝藻 ）

［
３

］

。

从以上 ３ 版教材的描述可见 ， 苏教版和 旧人教

版教材认为蓝藻不属于细菌 ，而新人教版则认为蓝

藻是细 菌 的 一 种 。 那 么 ， 蓝 藻 和 细 菌 是什 么 关

系呢 ？

１ ． ２ 问题探讨

蓝藻又称为蓝绿藻和蓝细菌 ， 为单细胞能进行

光合作用的原核生物 。 蓝藻和细菌在细胞结构和

生物化学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 如结构简单 ， 无真

正的细胞核 ， 含有细胞壁且细胞壁 中含有胞壁酸 ，

只有核糖体一种细胞器 。 但蓝藻和高等植物也有

相似点 ， 如含有 叶绿素 ａ
， 可 以 通过光合作用光系

统 Ｉ 和光系统 ｎ 释放 〇
２ ， 其细胞壁和植物细胞壁

一样含有纤维素 。

蓝藻是否属 于细菌这一问题是微生物界和植

物界很多科学家一直争论的焦点 。 关于这一问题

不同高等教材的描述也不尽相同 。 沈萍 、陈向东
［
４

］

主编的 《微生物学 》 （ 第 ８ 版 ） 将蓝藻归为细菌 ， 而

祝峥
［

５
］

主编的 《药用植物学》 （ 第 ２ 版 ） 中提到蓝藻

属于原始的低等植物藻类 ，其细胞壁的化学成分与

细菌类似 ，可见其认为蓝藻不属于细菌 。 对于蓝藻

是否属于细菌 ，笔者认为最关键是要确定分类的依

据 。 笔者参考 高 等教 材 和 相关文献 ， 对其进 行

分析 。

蓝藻是否归为细菌 ，依赖于不 同 的生物分界系

统
［
６

］

。 随着科学的发展 ，
生物的分界标准也在不断

更新 ，现在被广泛接受的是
“

三总界六界
”

和
“

三原

界
”

系统 ，具体见表 １
。 若按照陈世骧提出 的

“

三总

界六 界
”

系 统 ， 蓝 藻 不 属 于 细 菌 ； 若按 照 伍 斯

（
Ｗ〇ｅ ｓｅ ） 提出 的

“

三原界
”

系统 ， 蓝藻和细菌都属 于

真细菌界 。 新人教版教材将蓝藻划为细菌 ， 笔者认

为此
“

细菌
”

代表真细菌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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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三总界六界
’ ’

和
“

三原界
”

系统

分界系统 时间 提出 者 内容

“

三总界六

界
”

系统
１ ９９０

年 陈世骧

原核生 物总界 （ 细 菌

界和蓝藻界 ） 、真核生物

总界 （ 植物界 、 动物界和

真菌界 ） 和非 细胞生物

总界 （ 病毒界 ）

“

三原界
”

系统
１ ９９ １年 伍斯

古 核 原 界 （ 古 细 菌

界 ） 、 真细 菌原界 （ 真细

菌界 ，包括蓝藻 和细菌 ）

和真核 生物原界 （ 植物

界 、动物界 、真菌界和原

生生物界 ）

２ 胞吞与胞吐需要受体蛋 白 吗

２ ． １问题来 源

苏教版 （
Ｐ ．５６

） 中描述 ： 这些物质附着在细胞

膜上 ， 由细胞膜 内 陷形成小囊 ， 这些物质就被包入

小囊 内 。 然后 ，小囊从细胞膜上脱离下来形成小囊

泡 ，进入细胞 内部
［

１
］

。 旧人教版 （
Ｐ ． ７ ２

） 中描述 ： 当

细胞摄取大分子时 ，首先是大分子附着在细胞膜表

面 ， 这部分细胞膜 内 陷形成小囊 ， 包 围着大分子 。

然后小囊从细胞膜上分离下来 ， 形成囊泡 ， 进入细

胞 内部
［
２

］

。 新人教版 （
Ｐ ．７ １

） 中 描述 ： 当 细胞摄取

大分子时 ，首先是大分子与膜上的蛋 白 质结合 ，从

而引起这部分细胞膜 内 陷形成小囊 ， 包 围着大分

子 。 然后 ，小囊从细胞膜上分离下来 ， 形成囊泡 ，进

入细胞内部 ，这种现象叫胞吞
［
３

］

。

可见 ，苏教版和 旧人教版教材没有说明 胞吞需

要膜上蛋 白质的参与 ， 而新人教版教材不但在胞吞

的定义中 明确需要膜上蛋 白质的参与 ， 而且在总结

胞吞与胞吐时又再次强调 。 胞吞与 胞吐 的 真实过

程又是怎样的呢 ？

２ ． ２问题探讨

细胞膜是 由 多分子形成的一种有序 的组织 ，具

有选择透过性 ， 可允许水和一些小分子溶质通过 ，

而大分子进出细胞主要是通过胞吞与胞吐 。 大分

子物质进人细胞时 ， 细胞膜 内 陷形成囊泡 ， 根据囊

泡的大小和形成机制 ， 胞吞作用 可分为吞噻作用

（ 直径一般大于 ２５０ｒｎｎ
） 和胞饮作用 （ 直径一般小

２０２ １ 年 第 １ 期

于 １ ５〇ｎｍ
） 两种类型 。

吞噬作用是一个信号触发的过程 ，被吞噬物与

吞噬细胞表面结合并激活细胞表面的受体 ， 将信号

传递到细胞 内并引起细胞发生应答反应 。 胞饮作

用与吞噬作用不同的是 ，其作用过程几乎存在于所

有的真核细胞 中 。 胞饮作用按其作用机制分为大

型胞饮作用 、 网格蛋 白 依赖型胞吞作用 、胞膜窖依

赖型胞吞作用和非网格蛋 白／胞膜窖依赖型胞吞作

用 ４ 种类型 ，详见表 ２ 。 与胞吞相反 ，胞吐是指大分

子物质形成囊泡从细胞 内部移到细胞表面 ， 并与细

胞膜融合 ，进而排出体外的过程 。

表 ２ 胞吞作用分类

胞吞类型 参与蛋 白 质
是否需

要受体

是否消

耗能量
实例

吞噬
微丝蛋 白 、

受体蛋 白

需要 消耗
吞噬细胞清除

衰老红细胞

网格蛋

白依赖

网格蛋 白 、

衔接蛋 白

需要 消耗 ＬＤＬ 进人细胞

胞膜窖

依赖

窖蛋 白

（ 信号转导

的受体 ）

需要 消耗
ＥＢ 病毒感染

细胞
［
７

］

胞

饮
大型胞

饮作用

微丝蛋 白 、

受体蛋 白

需要 消耗

哺乳动物细胞

吞噬霍乱细菌

毒素

非网格

蛋 白／ 非网格受体
需要 消耗

白 细胞介素 ２

胞膜窖 蛋 白 进人淋 巴细胞

依赖

由 以上可知 ， 胞吞胞吐与其他主动运输一样 ，

需要受体蛋 白介导和能量供应 ， 因此它们 同样属于

主动跨膜运输方式 。

３ 有氧呼吸有多少能量储存在 ＡＴＰ 中

３ ． １问题来源

苏教版 （
Ｐ ． ８６

） 中描述 ：

１ｍｏ ｌ 葡萄糖在细胞 内

彻底氧化分解释放 的能量 中 约有 １ １ ６ １ｋｊ 储存在

。 旧人教版 （
Ｐ ．９４

） 中 描述 ： 在细胞 内 ，

１ｍｏｌ的葡萄糖彻底氧化分解 以后 ， 可使 １ １ ６ １ｋｊ 左

右的能量储存在 ＡＴＰ 中
［
２

］

。 新人教版 （
Ｐ ． ９３

） 中描

述 ：在细胞内 ，
１ｍｏｌ 葡萄糖彻底氧化分解可 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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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２ ８ ７〇 １＾ 的能量 ， 可使 ９７ ７ ． ２８？ 左右的能量储存

在
ＡＴＰ中

［
３

］

。

同样是 １ｍｄ 葡萄糖彻底氧化分解储存于 ＡＴＰ

的能量 ， 不同版本的教材描述数值不 同 ， 苏教版和

旧人教版是 １ １ ６ １ｋｊ （ 约 ３ ８ｍｏｌＡＴＰ
） ， 而新人教版

是 ９７７ ．２８ｋｊ （ 约 ３ ２ｍｏ ｌＡＴＰ
） ， 有氧呼吸究竟有多

少能量储存在 ＡＴＰ 中 ？

３ ． ２ 问 题探讨

根据陈阅增主编的 《普通生物学 》 （ 第 １ 版 ）

［
９

］

的描述 ，

１ｍｏ ｌ 葡萄糖彻底氧化分解可 以生成 ３６ 或

３ ８ｍｄＡＴＰ
； 而吴相钰等主编的 《 陈阅增普通生物

学》 （ 第 ４ 版 ）

［
１ °

］

描述可产生 ３ ０ 或 ３２ｍｏ ｌＡＴＰ
， 为

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不 同 呢 ？ 葡萄糖彻底氧化分解

包括糖酵解过程 、三羧酸循环 （
ＴＣＡ 循环 ） 和氧化

磷酸化作用 ３ 个阶段 ，其含能量和物质的反应方程

式如下 。

糖酵解过程 ：

葡萄糖 ＋ ２ Ｐ ｉ＋ ２ＡＤＰ＋ ２ＮＡＤ

＋

— ２ 丙酮酸 ＋

２ＡＴＰ ＋ ２ＮＡＤＨ ＋ ２Ｈ
＋

＋ ２Ｈ
２
０

丙酮酸 ＋ 辅酶 Ａ＋ＮＡＤ
＋

— 乙 酰辅 酶 Ａ＋

ＮＡＤＨ＋Ｃ０
２

ＴＣＡ 循环 ：

乙 酰辅酶Ａ＋３ ＮＡＤ
＋

＋ＦＡＤ＋ＧＤＰ＋Ｐ ｉ

－＞

２Ｃ０
２
＋ ３ＮＡＤＨ＋ ＦＡＤＨ

２
＋ ＧＴＰ ＋ ３ Ｈ

＋

＋
辅酶

Ａ

氧化磷酸化作用 ：

ＮＡＤＨ＋ＨＴ＋３ＡＤＰ＋３ Ｐｉ＋ｌ ／２０
２

－

〇ＮＡＤ

＋

＋

４Ｈ
，
０ ＋ ３ＡＴＰ

通过以 上方程式计算 １ 分子葡萄糖经糖酵解

和 ＴＣＡ 循环可产生 ２ 分子 ＡＴＰ
、
２ 分子 ＧＴＰ

（ 相 当

ＡＴＰ
） 、

１ ０ 分子 ＮＡＤＨ 和 ２ 分子 ＦＡＤＨ
２ ， 但是氧化

磷酸化产生的 ＡＴＰ 存在争议 。
１ ９６ １ 年 ，

Ｍ ｉ ｔｃ ｈｅ ｌｌ 在
“

化学渗透学说
”

中指出 ， 氧化磷酸化作用消耗 １ 分

子 ＮＡＤＨ 产生 ３ 分子 ＡＴＰ
， 消耗 １ 分子 ＦＡＤＨ

２ 产

生 ２ 分子 ＡＴＰ
。 后来经 Ｈ ｉｎｋ ｌｅＰＣ 等人研究发现 ，

每个 ＮＡＤＨ 最多产生 ２ ．５ 个 ＡＴＰ
， 每个 ＦＡＤＨ

２ 最

多产生 １ ． ５ 个 ＡＴＰ
。 因此 １ ｍｏ ｌ 葡萄糖彻底氧化分

解释放的 ＡＴＰ 由原来的 ３ ８ｍｏ ｌ 改为 ３２ｍ ｏｌ
。 这是

葡萄糖在糖酵解后生成 的 ２ 分子 ＮＡＤＨ 通过苹果

酸 － 天冬氨酸环路途径进人线粒体的 ，若是通过磷

酸甘油环路方式传递电子则需要消耗 ２ 分子 ＡＴＰ
，

因此 １ｍｏ ｌＡＴＰ 彻 底 氧 化分解 最终生 成 ３０ 或

３ ２ｍｏ ｌＡＴＰ
，

４ 光合作用过程描述不 同

４ ．１问题来源

苏教版 （
Ｐ ．７５

） 中描述 ： 光合色素 吸收光能 ， 将

水分子裂解成氧和 Ｈ
＋

， 氧直接 以分子形式释放 出

去 ，

Ｈ 

＋

则进一步转变成高能态的 ［
Ｈ

］ ， 为暗反应提

供能量
［

１
］

。 旧人教版 （
Ｐ ．１ ０３

） 中描述 ： ［
Ｈ

］ 则被传

递到叶绿体的基质 中 ， 作为活泼的还原剂 ， 参与到

暗反应阶段的化学反应 中去
［
２

］

。 新人教版 （
Ｐ ．１ ０３

）

中描述 ： 叶绿体 中光合色素吸收的光能 ， 有 以下两

条途径 。

一是将水分解为氧和 Ｈ ＇ 氧直接 以氧分

子的形式释放出 去 ，

Ｈ 

＋

与氧化性辅酶 ＩＩ（
ＮＡＤＰ 

＋

）

结合 ，形成还原型辅酶 ＩＩ （
ＮＡＤＰＨ

） 。
ＮＡＤＰＨ 作为

活泼的还原剂 ， 参与 暗反应阶段的 化学反应 ， 同 时

也储存部分能量供给暗反应利用
［

３
］

。 ３ 版教材对

光合作用过程描述不同 ， 真实的光合作用过程又是

怎样的呢 ？

４ ． ２问题探讨

１ ９３７ 年 ，
Ｈ ｉ ｌ ｌ 发现了植物在光照下 ，

１＾绿体类囊

体通过光系统 ｎ 将水裂解 ， 产生电子 ， 释放氧气 ， 并

释放 Ｈ 

＋

通过跨膜进人类囊体腔内 ，具体反应如下 ：

光昭
２Ｈ

２
０＾ －０

２
＋ ４Ｈ

＋

＋ ４ ｅ

＇

产生的 电子和质子通过光合链传给 ＮＡＤＰ
＋

 ，

形成 ＮＡＤＰＨ
。
ＮＡＤＰＨ 是高能分子 ， 所含能量 为

ＡＴＰ 的数倍 ， 化学能就暂时储存在其 中 ， 用 于 暗

反应 。

暗反应阶段分为 ｃｏ
２ 的 固定和 ｃ

３ 的还原 ， 其

中 Ｃ０
２ 与五碳化合物 １

，

５
－ 二磷酸核酮糖 （

ＲｕＢＰ
）

生成 ３
－ 磷酸甘油酸 （

ＰＧＡ
） ， 称为 Ｃ０

２ 的 固定 。 还

原阶段分为两步反应 。 第一步反应是 ３ － 磷 酸甘

油酸在 ３
－ 磷酸甘油 酸激酶 的催化作用 下 ， 形成

１
，
３
－ 二磷酸甘油酸 （

ＤＰＧＡ
） ， 这一过程需要 ＡＴＰ

提供能量 ； 第二步反应是 ＤＰＧＡ 在 ３－ 二磷 酸 甘

油醛脱氢酶作用下被 ＮＡＤＰＨ 和 Ｈ 

＋

还原 ， 形成磷

酸丙糖 ３
－ 二磷酸甘油醛 （

ＰＧＡ ｌｄ
） ， 这一过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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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活动调节 中
“

细胞间信息传递
”

的解读

重庆市 第 八 中 学校 （
４０ １ １ ２０

）郝建仕

摘 要 基于稳 态 与 调 节观 、信息观的 生物 学思 想观念 ，

从 ５ 条不 同 的 信息传递途径对细胞 间 信息

传递的机制进行 阐述和解读 ， 并指 出 信息传递受 阻会 引 起人体相关疾病产 生 。

关键词 生物 学思想观念 ；
生命调 节 ；

信息传递 ； 作 用机制

文章编号１ ００５－ ２２５ ９
（
２０２ １

）
１
－ ００３６ － ０３

人教社 ２０ １ ９ 年版生物学教材选择性必修 １

“

稳态与调节
”

模块围绕生物体稳态 的保持和相关

调节活动展开教学 ， 包含神经调节 、体液调节 、免疫

调节和植物激素调节 。 每个调节机制相对独立又

共同协调完成整体生命活动 ，其中体液调节是联系

枢纽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本文 以体液调节 中激

素调节的作用机制
——

细胞 间信息传递为重点进

行解读 。

１ 信息分子与受体

１ ． １ 信息分子

信息分子是生物体调节细胞生命活动 的
一类

化学物质 ，包括第
一信使与第二信使 。 由 细胞分泌

调节靶细胞代谢活动的是细胞间信息分子 （ 即第一

信使 ） ，包括神经递质 、激素 、细胞因子等 。

１ ． ２ 受体

受体是能识别和结合信息分子 ， 引起细胞 内产

ＮＡＤＰＨ 提供能量 。 具体反应如下 ：

？ 磷酸甘油 酸激酶
ＰＧＡ＋ＡＴＰ

ＤＰＧＡ＋ＮＡＤＰＨ Ｈ

ＤＰＧＡ＋ＡＤＰ

？ 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ＧＰＡ ｌｄ＋ＮＡＤＰ
＋

＋ Ｐ ｉ

由 以上分析可知 ，新人教版的描述更加准确 。

通过对不同版本教材
“

分子与细胞
”

模块 中相

关问题的 比较分析 ， 笔者发现新人教版在 旧人教版

的基础上更新 了一些描述 ， 增添 了新的研究 内 容 ，

注入了新的教学理念 。 教师在 日 常教学过程 中要

认真研读不同教材 ， 及时发现教材 内 容 的调整 ， 了

解不 同版本教材 的差异 ， 把握生物学前沿知识 ， 推

动新课程改革和生物学教学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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