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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向着太阳

１００多年前，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现了一桩奇
怪的事儿：稻子、麦子的幼苗受到阳光照射后，会向阳光的
方向弯曲。但是，如果把这幼苗的顶端切去，或者用东西遮
住的话，那么，幼苗就不再向太阳公公 “鞠躬”啦！

为什么会这样呢？达尔文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在幼苗的
尖端含有某种物质，在光的作用下，这种物质跑到幼苗的下
部，引起单方向的生长与弯曲。

如果你打破砂锅问到底：这 “某种物质”是什么呢？连
达尔文自己也没法回答。但是，达尔文的发现与假设，引起
了各国科学家的重视，不少人开始着手研究，想把这 “某种
物质”揪出来！

这个谜，在１９３３年终于被揭开了：化学家们从幼苗的
尖端，“揪”出来好几种物质。这些物质，对植物的生长具
有刺激作用，能够叫细胞伸长或缩短，使幼苗 “弯腰”———
朝太阳一面的细胞缩短，背太阳一面的细胞伸长。这些奇妙
的物质，被称为 “植物生长素”。

向日葵由于在它花盘下面的茎部含有这种植物生长素，
所以能向着太阳转。种作物的人，哪个不想作物快点长大
呢！寓言 “揠苗助长”里的那个急性人，甚至急得天天到田
里把庄稼往上拔一点点。人们这么想：既然这奇妙的植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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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素能刺激庄稼的成长，那么，能不能叫它为农业服务，出
点力气呢？

然而，大自然实在太吝惜了，植物中所含的天然植物生
长素实在少得可怜：在７００万棵玉米幼苗顶端，总共只含有
千分之一克的植物生长素！

由于不能完全靠大自然的恩赐，于是人们开始试着自己
来制造植物生长素，把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都撒到田里
去。人们发现有许多东西，虽然不是植物生长素，却也能对
作物的生长起到刺激作用哩。这种人造的，与植物生长素一
样对植物生长具有刺激作用的东西，被称为 “植物生长刺激
剂”。

人类战胜了大自然，人们找到了植物生长素的 “代用
品”了。最近二、三十年来，人们找到了上百种植物生长刺
激剂，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如 “二四滴”
（二、四———二氯苯氧乙酸）、赤霉素等等。另外，像抗生
素、微量元素、维生素、高锰酸钾、硼酸、碳酸氢钠、溴化
钾等，对植物的生长也有刺激作用，同样被当作是植物生长
刺激剂。

植物生长刺激剂是农业技术上的一项新成就。它简直是
神通广大、妙用无穷，可以帮助人们干各种各样的事儿：刺
激作物快点成长，早点开花，早点成熟，消灭杂草，防止成
熟的果实脱落，防止种子发芽……等等。现在，植物生长刺
激剂，已经成了支援农业的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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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心引力和植物生长

牛顿看见苹果落到地上，产生了疑问：苹果为什么不往
天上去呢？经过研究后发现，原来是因为地心引力，所以苹
果只能往下掉。

地心既然有引力。植物为什么还会向上生长呢？看来，
植物的生长是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吧？

实际上恰恰相反。植物是严格的按照地心引力的方向来
生长的。植物的根永远向下生长，植物的枝叶则悄悄背着地
向上生长。

你如果不信，请把一粒蚕豆，放在潮湿的地方，不久它
便发芽。先长出来的是根，后长出来的是茎。

随便你把蚕豆怎样摆，正放、平放或倒放，根总是向着
地下长，茎总是朝上长。假使你把发了芽的蚕豆平放在潮湿
的空气中，只要过几个小时，它的根就向下弯曲，而茎向上
弯曲。

这说明植物的生长，是受到了地心引力的极大影响。根
向下生长的习性，称为向地性；茎向上生长的习性，称为负
向地性或背地性。

要是没有地心引力，植物将会怎样生长呢？这倒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问题。

在十九世纪初，有位科学家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想出了
一个巧妙的试验：他把各种植物的种苗放在一个磨粉车的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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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个轮子围绕着水平轴转动，这样便产生了离心力。这
种离心力恰巧把地心引力抵消了。于是植物便按离心力的方
向水平生长，根向外长，茎向里长，而不再是向上下生
长了。

既然肯定植物的生长要地心引力的影响，那么，根为什
么向地生长，而茎反而背地生长呢？许多科学家又纷纷研究
起这个问题来。

答案终于找到了。原来植物体内会产生一种生长素，而
根与茎对这种生长素的反应是不同的。生长素能加速茎细胞
的生长，却也能抑制根细胞的生长。当植物横放时，生长素
都流到了植物的下面，这时，茎就因为下面生长快，上面生
长慢，而向上弯曲生长；相反的，根由下面生长慢，上面生
长快，而向下弯曲生长。

就这样，植物的根始终向下生长，而茎始终向上生长。
植物的这种习性，对植物本身是有利的。因为根只有向

下生长，才能深入土壤，吸收养分和水分；茎只有向上生
长，才能接受日光，进行光合作用。否则，这株植物，就不
能生存而要被自然所淘汰了。

因此，自然界保存了植物的这种习性。

叶绿素和光合作用

植物的绿叶，被人们称为 “绿色的工厂”。谁都知道，
植物要制造有机物质，必须进行光合作用，当然也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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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的存在。
有些植物，例如稻子、红苋菜、秋海棠的叶子，常常是

红色或者紫红色的。这些叶子虽然是红色的，但是叶子里也
有叶绿素。至于这些叶子所以成红色，主要是含有红色的色
青素的缘故，它们含的色青素很多，颜色很浓，把绿色盖
住了。

要证明这件事儿，并不困难。你只要把红叶子放在热水
里煮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花青素是很容易溶于水的。而叶
绿素是不溶于水的。在热水里，花青素溶解了，叶绿素仍留
在叶子中，煮过后的叶子由红变绿了，这就证明了红叶子上
确有叶绿素存在。

另外，许多生长在海底的植物，像海带、紫菜，也常常
是红色或者是褐色的。其实，它们同样含有叶绿素，只不过
绿色被另一种色素———褐色素遮住罢了。

至于，有些植物的叶子，像枫树、槭树的叶子，本来是
绿色的，到了秋天就变为红色了，这是因为叶绿素被破坏，
而花青素 （它是红色的）显示出来的缘故。

植物是“绿色工厂”

在１７世纪，有个生物学家，叫做梵·海尔蒙特，他曾
做过这样的试验：他在一个桶里插了根柳条。事先，海尔蒙
特曾分别秤好了桶的重量、柳条的重量与土壤的干重。很快
的，柳条种下去以后，生根发芽，长大成树。在栽培的过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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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尔蒙特除了经常浇些水以外，什么肥料都不施。经过

５年以后，他得到了惊人的结果，柳树的重量比原先增加了

３０倍，而土壤的全部损失还不到１００克。
柳树里所增加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海尔蒙特的试

验，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有人这样解释：这些增加的物质是自来水分。
但是，这种看法很快的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因为化学

分析的结果表明———占柳树干一半重的是碳元素。而水呢？
它的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与两个氢原子组成了，根本不含
碳。柳树从哪儿摄取这么多碳呢？水里没有碳，土壤里也很
少有碳，只有周围的空气，含有一些碳的化合物———二氧
化碳。

于是，有人猜想柳树是从二氧化碳中取得碳元素的。他
们试着做这样的试验：把柳树种在除去二氧化碳的温室里。
很快的，柳树停止了生长。但是，只要通通风，让普通的空
气进入温室，柳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长。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柳树是从空气中吸收了二氧
化碳作 “原料”，来建造自己的身体。

不光是柳树如此，一切绿色植物都是如此。
二氧化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气体，怎么会变成柳树那

青青的叶子、白白的木头呢？
这是在柳树里，经过一番 “加工”才成的，这 “加工

厂”，设在柳树的绿叶上，人们称它为 “绿色工厂”。在太阳
的照射下，绿叶上那奇妙的叶绿素，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使它同水分化合，制成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如葡萄
糖、淀粉等。而这些有机物，正是构成叶子、木头的 “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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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植物吸收二氧化碳的 “胃口”大得惊人：植物叶子形成

一克葡萄糖，需要消费２５００升空气中所含的二氧化碳，而
形成１千克的葡萄糖，那植物就必须吸收２５０万升空气中所
含的二氧化碳！

这样看来，二氧化碳对于植物来说，该是多么重要啊！
在茂密的森林里或者丛生的花草间，二氧化碳成了各种植物
你争我夺的宝贝。

平常，大气中所含的二氧化碳浓度只有万分之三。人呼
吸时，要吐出二氧化碳，木头燃烧，也会产生二氧化碳，然
而，在土壤里还有一支制造二氧化碳的大军哩！这就是那些
肉眼看不见的小家伙———微生物。由于微生物呼吸的结果，
每一昼夜在每公顷土地上有２５—２５００千克的二氧化碳放
出来。

尽管如此，作物还常常感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不够它
“吃”。为了提高作物的收获量，在农业上，利用人工制造大
量的二氧化碳，进行二氧化碳施肥，可以收到显著的效果。

另外，最近人们还发现：不光是作物的叶子会吸收二氧
化碳，连根部也会吸收。因此，人们不光是想办法给叶子供
应足够的二氧化碳，而且经常翻松土壤，加强土中空气流
通，并用人工培养土壤中有益的微生物，千方百计地给根部
运送二氧化碳。这样，二氧化碳从叶、根两路齐头并进，浩
浩荡荡地开向 “绿色工厂”，作物在制造食物时再也不愁没
有原料了。



植物世界 


?

· ９　　　　 ·
















花为什么有多种颜色

唐诗说：“春城无处不飞花。”每当春回大地，黄色的迎
春花、浅红色的樱花、粉红色的桃花、紫红色的紫荆……就
纷纷绽放。

花儿为什么这样多彩？如果你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大
多数花儿的颜色，是在红、紫、蓝之间变化着。另外，也有
一些是在黄、橙之间变化着。

花色能够在红、紫、蓝之间变化，是因为花朵里藏着一
条 “变色龙”———花青素。花青素是一种有机色素，它极易
变色，只要温度、酸度稍有变化，立即换上了 “新装”。

你一定认得牵牛花吧！它那喇叭般的花朵，很引人注
目。喇叭花的颜色挺多，有红的，有蓝的，也有紫的。其
实，这全是花青素在 “变戏法”：如果你把一朵红色的牵牛
花摘下来，泡在肥皂水里，这红花顿时变成了蓝花。然而，
这 “戏法”不能重新变回去，只要你把蓝花倒到稀盐酸的溶
液里，又变成红花啦！

原来，这是因为溶液的酸碱度变了，引起花青素的变
色：肥皂是碱性的东西，花青素在碱性中呈蓝色，而稀盐酸
是酸性的东西，花青素在酸性中呈红色。

在植物体内，有酸性的东西，也有碱性的东西。不仅不
同植物体内的酸碱度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植物体内，酸碱也
时刻在变化。这样，花青素就时常在人们面前 “耍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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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万紫千红”的色彩。
另外，也许你还看到过，花朵的颜色在早上与中午是不

一样的，到了中午，颜色往往变浅。其实，那也是花青素的
事儿，它能随着温度的不同而变色。

花青素能够溶解于水。因此，如果你摘些花瓣，捣碎了
用水一煮，就不难从花朵里把花青素 “揪”出来，得到红色
或者蓝色的溶液。而花朵却变成灰白，因为它一旦失去了花
青素，犹如演员卸了妆似的，再也不会时而是 “红脸关公”，
时而是 “白脸刘备”，时则又是 “黑脸张飞”了。

在化学上，常常利用花青素会随酸碱度不同而变色的这
一特点，制成许多实验用的纸和指示液，用来测定一些溶液
的酸碱性。

花色能够在黄、橙、红之间变化，那是另一个家伙在
“耍把戏”———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同样是一种有机色素。
胡萝卜素在胡萝卜里含得最多，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胡萝卜
素。其实，在许许多多花朵里，也都含有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的种类挺多，大约有６０多种色。像黄叶子、
成熟的香蕉里所含的黄色叶黄素，便是胡萝卜素中的一种。
关于胡萝卜素的一些变化情况，现在人们还不太清楚。

胡萝卜素是一种 “候补维生素”———人们吃进去以后，
在肝脏里可以把它变成维生素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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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的“活化石”植物

化石是没有生命的，可是，在生物界却存在着活的化
石。原来，在地质历史时期，许多动植物类群曾经繁盛一
时，后来由于自然环境发生变化，这些类群中的绝大多数种
类都灭绝了，成了化石，剩下来的个别种类，只是在局部地
域得以保持下来，一直活到今天。

这里说的是活化石植物。在我国，著名的活化石植物有
银杏、水杉、银杉、水松、台湾杉、金钱松等。它们都有悠
久的历史，是植物界的 “明星”，地球上的孑遗植物。

银杏是落叶乔木，高约４０米，枝开展上升，长枝上另
生短枝，短枝上族生叶子。叶形像扇子，也像鸭掌，顶端中
央常二裂。夏天，树冠张开像华盖，翠绿光润；秋天，绿叶
变黄，另是一番景色。银杏雌树花落后结成枣子大小的种
子，初时青色，熟时变黄，累累满挂。

银杏是古老的较原始的裸子植物。远在２．７亿年前石
炭纪末期，银杏已开始生发，到侏罗纪时已处于极盛时期，
遍布全球。到了白垩纪，地球上的气候发生巨变，适应性更
强的被子植物出现，银杏就趋向衰退了。到了第四纪，由于
气候巨变，冰川的侵袭，银杏在欧洲、北美洲全部绝了迹，
亚洲大陆也濒于绝种。

水杉是杉科乔木，叶形的落叶习性与水松相似，但水松
的球果上的果鳞是覆瓦状排列的，而水杉的果鳞是交互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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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柏科植物相似。水杉在白垩纪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
后来也曾广泛地分布在北半球。到了第四纪，巨大的冰川影
响下，它被毁灭了，成为化石植物，终于退出生物界的舞
台。这种植物化石在中国东北和库页岛上曾相继被发现，科
学家们断言，这种植物已经在地球上绝迹了。

１９４１年，我国植物学工作者第一次在四川省万县磨刀
溪发现了一株奇树，后来又发现了更多的树木。经过研究鉴
定，定名为水杉，是 “活的化石”。这一发现，成了２０世纪
植物学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轰动了世界。

水杉高３０—４０米，主干挺拔，侧枝横伸，交替着生于
主干，下长上短，层层舒展，宛如尖塔。线形而扁平的叶
子，分左右两侧着生在小枝上，叶子随季节而改变颜色，春
季嫩绿，夏季黛绿，秋季金黄，冬季转红，然后凋落。水杉
是速生的用材树，又是风景林，既耐严寒，又不怕高温，现
在，全世界已有５０多个国家栽种水杉成功。

水杉被发现以后不久，我国植物学家又发现了另一种珍
贵的活化石———银杉，它被誉为 “林海里的珍珠”。

１９５４年，我国植物学工作者在广西龙胜花坪林区，发
现一个天然的绿色宝库，采集了特有植物８０多种，并发现
了一种特有树种，经鉴定它是松科常绿大乔木，是松科植物
中的一个新属，是新发现的松杉类植物的特有种，加上它那
银白色的树冠，就取名为银杉，用 “华夏”作银杉的拉丁属
名，用 “银色的叶”作为银杉的拉丁种名。

银杉分布在１６００—２０００米的山顶和悬崖上，适宜在向
阳、温暖、多雾的气候和石灰岩结构的山地黄壤上。银杉树
干挺直，分枝平展，刚健秀丽，仪态高雅。暗绿色的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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