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方数据



BIOLOGY TEACHING（Monthly）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CONTENTS（Ｍａｉｎ ｔｏｐ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ｂ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Ｙｕ Ｙａｏｆｅｉ， Ｌｉ Ｘｕｅ， ｅｔ ａｌ．（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ＤＮＡ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ＧＡＭＰ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
  Ｈｅ Ｚｈｉｆａｎｇ， Ｌｉｎ Ｙｏｎｇｘｕ，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ｈｕｉ， ｅｔ ａｌ．（３）⋯⋯⋯⋯⋯⋯⋯⋯⋯⋯⋯⋯⋯⋯⋯⋯⋯⋯⋯⋯⋯⋯⋯⋯
Ｈｏｗ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ｏ Ｓｈｕ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 ａｎｄ Ａ Ｌｅｖｅ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ｒｓｅｂｏｏｋ Ｘｕ Ｌｉｕ， Ｈｕ Ｘｕｅｆｅｎｇ （８）⋯⋯⋯⋯⋯⋯⋯⋯⋯⋯⋯⋯⋯⋯⋯⋯⋯⋯⋯⋯⋯⋯⋯⋯⋯⋯⋯⋯⋯⋯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ｏｕ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ｅｎｉ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ｕａｎｇ Ｘｕｆｅｎｇ （１０）⋯⋯
Ｕｓｅ ｏｆ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Ｚｈａｉ Ｈｏｎｇｋａｉ （１２）⋯⋯⋯⋯⋯⋯⋯⋯⋯⋯⋯⋯⋯⋯⋯⋯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Ｃｈｅｎ Ｗｅｉ （１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Ｊｉａ Ｘｉａｏｙ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ｔａｏ （２１）⋯⋯⋯⋯
Ｕ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ｉｌ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Ｙｅ Ｌｉｙｉｎｇ （２４）⋯⋯⋯⋯⋯⋯⋯⋯⋯⋯⋯⋯⋯
Ｕｓ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ｏｕｌｄ －ｐｒｏｏｆ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ｒｏｔ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ｍｍ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ｍａｋｉｎｇ   ⋯⋯⋯⋯⋯⋯⋯⋯⋯⋯
  Ｗａｎｇ Ｋ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 （２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Genetic Engineering ｆｏｒ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ａｉ Ｙｕｎ，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ｓｈｕ ａｎｄ Ｌｉｕ Ｊｉａｎ （３０）⋯⋯⋯⋯⋯⋯⋯⋯⋯⋯⋯⋯⋯⋯⋯⋯⋯⋯⋯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ｅｌ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３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Ｖ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ｅｎｉ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Ｘｕ Ｊｉｅ ａｎｄ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ｉ （４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Ｙｅａｓｔ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   ⋯⋯⋯⋯⋯⋯⋯⋯⋯
  Ｈｕ Ｊｉｎｇ， Ｌｉｕ 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ｅ Ｋａｉｂｉｎ （４８）⋯⋯⋯⋯⋯⋯⋯⋯⋯⋯⋯⋯⋯⋯⋯⋯⋯⋯⋯⋯⋯⋯⋯⋯⋯⋯⋯⋯⋯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Ｃａｉ Ｌｉｙｏｎｇ （５１）⋯⋯⋯⋯⋯⋯⋯⋯⋯⋯⋯⋯⋯⋯⋯⋯⋯⋯⋯⋯⋯⋯⋯⋯⋯⋯⋯⋯⋯⋯⋯⋯⋯⋯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ｖｉｒｕ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 ｂ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ｆａ （５７）⋯⋯⋯⋯⋯⋯⋯⋯⋯⋯⋯⋯⋯⋯⋯⋯⋯⋯⋯⋯⋯⋯⋯⋯⋯⋯⋯⋯⋯⋯⋯⋯⋯⋯⋯⋯⋯⋯
Ｆｏｌｌｏ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ｉ Ｘｉａｎｊｕｎ， Ｊｉｎ Ｍｅ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６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ｍ ｏｆ ｄｏｐ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ｈｕａ ａｎｄ Ｚｈａｉ Ｘｉｎｈｕｉ （６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 Ｈａｉｄｏｎｇ （６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
  Ｗ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７５）⋯⋯⋯⋯⋯⋯⋯⋯⋯⋯⋯⋯⋯⋯⋯⋯⋯⋯⋯⋯⋯⋯⋯⋯⋯⋯⋯⋯⋯⋯⋯⋯⋯⋯⋯⋯⋯⋯

前阐明了大脑调节食欲的生物学机理，开辟了解决肥胖等健
康问题的新途径。
此前研究发现，大脑下丘脑是食欲调节的关键区域，能

够根据血液中糖类和某些激素的浓度水平调节食欲，影响食
物摄入，但始终不了解具体的调节机制。 韩国大邱庆北科学
技术院（ＤＧＩＳＴ）一研究团队发现，一种调节糖类、脂肪和蛋
白质代谢的磷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ＡＭＰＫ）在调节机制中
起着支配作用。 ＡＭＰＫ能改变大脑神经肽分子的属性，从而
对食欲进行调节。
研究证实，ＡＭＰＫ通过一种类似自噬作用的机制实现这

样的调节。 若血液中糖类浓度低下，ＡＭＰＫ 的活性将增加，
从而加强自噬作用。 自噬作用能回收细胞器的一些组成成
分，其中包括影响到食欲的神经肽 Ｙ（ＮＰＹ）和神经激素阿黑
皮素原α（ＰＯＭＣ），最终降低了 ＮＰＹ 和 ＰＯＭＣ 的表达水平，
使得食欲上升，增加食物的摄入以及增加体重。 相反，当
ＡＭＰＫ表达被抑制，最终食欲表现为下降。
食欲调节机理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类

诞生以来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总体食欲水平仍
然处于诞生初期的较高水平。 人类需要对食欲进行调整，以
解决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超重和肥胖问题。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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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测序与后续破译成果概览 陈建新等（７２）⋯⋯⋯⋯⋯
地衣的新概念：地衣是三种生物共生的生命复合体 ⋯ 贺 琼（７４）
对鉴别纤维素分解菌的培养基中碳源的分析 吴志强（７５）⋯⋯⋯
观察斗毛眼蝶的生活史 张 珑（７７）⋯⋯⋯⋯⋯⋯⋯⋯⋯⋯⋯⋯

【生物学科技信息】
 ［诺贝尔奖］ ２０１６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日科学家大隅良典，以
表彰其发现细胞自噬机制（７８） ［古生物］ 中科院发现的长吻麒麟鱼有助
揭开人类颌骨起源之谜（７８） ［植物病虫害防治］ 中科院微生物所棉花黄
萎病防治研究获突破性进展（７８） ［神经科学］ 美国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
大学联合阐释大脑过滤无关信息的机制（７８） ［植物生理］ 福建农林大学
发现“隐花色素”光反应原理，有助提高光合作用效率和控制农林作物花期
（７９） ［微生物］ 肠道原生生物可保护小鼠免受细菌感染（７９） ［动物
学］ 《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 动物分典》历时九年编纂完成（７９） ［遗传
学］ 英确认 ＤＮＡ四螺旋结构富集于基因开关区，或能用于癌症靶向疗法研
发（７９） ［生殖医学］ 首例纺锤体核移植技术“三父母”男婴出生 可避免
破坏早期胚胎产生的伦理问题（８０） ［动物繁育技术］ 细胞培养产生功能
正常的小鼠卵子（８０） ［基因组研究］ 中科院微生物所细菌耐药基因组学
研究获进展（８０） 中美科学家揭示冷藏过的番茄难吃的原因（８０） ［基因
技术］ 上海仁济医院揭示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在胃癌发生和发展中的调控作
用（８０） ［医疗卫生］ 韩揭示食欲调节生物学机理（８０）

【读者之窗】
初中生物学教学中的一些知识误区 陈远毅（６９）⋯⋯⋯⋯⋯⋯⋯
初探高中生物学科素养的培养 赵群英（７６）⋯⋯⋯⋯⋯⋯⋯⋯⋯

【其 他】
欢迎订阅 ２０１７ 年《生物学教学》杂志 （３３）⋯⋯⋯⋯⋯⋯⋯⋯⋯

     下 期 要 目 
  ● 基于教材资源，培养高中学生社会责任意识  
  ● 中华鳖的热生物学研究进展概述       
  ● “透过微距看昆虫”校本课程的开发实践   
  ● 巧用南美蟛蜞菊探究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的必需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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