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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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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生物

第一节　植物进化的历程

一、植物与动物的分异

按照生物的五界分类系统，植物和动物作为生物的两个高层次分

类阶元，是分别从另一个阶元———原生生物界的一些不同门类中进化
而来，而且与后者是呈并列关系的。

这样的分类系统突出了生物各大阶元之间存在的从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至高级的层次关系。

但是，它也有不足之处。特别是没有反映现代生物的两个最基本

和最进步类群———动物与植物的系统关系及其历史渊源。

实际上，植物与动物的祖先类型不仅都可以在原生生物中找到，

而且它们在原始生物中的祖先类型甚至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这种同

一性在现代的一种原始生物———眼虫身上还可以找到。

眼虫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单细胞原生生物。身体呈长梭形或圆

柱形，前端有一个凹口，由此伸出一根鞭毛，其摆动在水中产生的反作
用力能够推动身体运动。凹口的下方有一个具有感光机能的红色的
眼点（眼虫的名称就是因具有眼点而得）。如果把它们放在含有有机

物的水中，眼虫能够靠细胞膜吸取水里的有机物“食物”，过着动物式
的异养生活。这些性质使动物学家认为，眼虫是一种“原生动物”。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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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眼虫的细胞却又有含叶绿素的叶绿体，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自
己制造营养。因此，植物学家认为，它是一种“原生植物”。由于它的
细胞外面没有细胞壁，植物学家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裸藻。

眼虫的这种“动物植物双重性”使许多科学家相信，动物与植物有
共同的祖先———它很可能就是与眼虫类似的、某种生活在远古水域中
的单细胞原生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当中的某些分子伴随
着基因组的变化加强了运动、摄食的结构和功能，同时逐步“丢失”了
进行光合作用的结构和功能，最终生活方式转变成为完全的异养；另
外一些分子则伴随着基因组的其他方式的变化向着完全自养的方式
转变。前一种方式代表着最早的动物的产生，后一种方式代表着最早
的植物的出现。

原始的原生动物和原生植物分异伊始都是单细胞的，随后，它们
分别向多细胞方向发展。

在古生物学界，对植物与动物分异时间的认识是随着化石的不断
发现与积累，新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进步以及学科交叉的相互影
响而不断更新的。

早在达尔文于１８５９年发表《物种起源》之时，他就同时以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提出了当时的进化论所存在的难点，其中之一就是著名
的“寒武纪爆发”。

所谓的“寒武纪爆发”是指科学家在距今５亿７千万年前到５亿
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的似乎是突然出现的众多的化石动物类群，其中包
括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腕足动物、棘
皮动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动物。根据这些发现，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动
物在地球上是以一种爆发式的过程突然地出现在地球上的，同时，这
种动物的爆发也说明了动植物分野的开始。因此他们推测，动植物分
异的时间近于６亿年前的寒武纪之初。

到了１９４９年，古生物学家斯帕里格在澳大利亚南部阿得雷德山
脉以北的埃迪卡拉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无骨骼的海洋无脊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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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并把这一化石动物群的时代判定为寒武纪早期。可是１０年后，

古生物学家格拉斯南经过对这个动物群的认真细致研究，得出了三个
不同凡响的结论：（１）这个化石动物群中无论是腔肠动物、环节动物还
是节肢动物，它们当中都没有发现任何寒武纪的属种；（２）这个化石群
中的微体化石组成与好望角的微体化石组成毫不相同；（３）埋藏着这
个化石动物群的邦特岩层有１０００米厚，与它上面覆盖的寒武纪地层
之间并不连续（这在地层学上叫做不整合接触），因此邦特岩层应属于
与寒武纪不同的地质年代。在１９６０年召开的国际地质学大会上，科
学界正式把这个化石动物群命名为埃迪卡拉动物群。此后进行的对
绝对年龄的测定表明，埃迪卡拉动物群的年代为距今６亿８千万年至

６亿２千万年。１９７４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将埃迪卡拉动物群确定
为前寒武纪晚期的动物群。至此，古生物学家把无脊椎动物在地球上
大规模出现的时间推前了，因此动植物分异的时间也被认为比６亿年
前更加久远。

就在埃迪卡拉动物群被正确地重新认识的同时，以真核生物所形
成的以植物为主的植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也有了突破。１９６９年克劳
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东部的贝克泉组地层中发现了生活于１３亿年前
的单细胞的绿菌和金藻化石；１９７１年舍夫和他的同事在澳大利亚苦泉
组地层中发现了一些生存于９亿年前属于甲藻类、红藻类和绿藻类的
植物化石。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前寒武纪的动植物化石的发现愈来愈
多。一方面，已经发现的化石群在数量上和发现地点上都有增多，例
如埃迪卡拉动物群现已经在西南非、北美、英国、斯堪的维纳亚半岛、

中国等地的前寒武纪晚期地层中先后被发现，化石群的成员由最初的

５个属发展到了１９个属，到８０年代初则已鉴定出了５６个属。另一方
面，新的化石群时有发现，例如中国学者在安徽省淮南地区的前寒武
纪晚期地层中发现了丰富的须腕动物和环节动物化石，其标本和内部
构造的清晰、完好程度在国内外都非常罕见，已鉴定出距今７亿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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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前的须腕动物化石和距今８亿４千万年的环节动物化石７个属。

须腕动物和环节动物都是属于高等的无脊椎动物，因此，学者们
认为在此之前动物已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史，因此认为动植物的分野
始于１０亿多年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研究了蛋白质的分子结构。蛋白
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化合物，许多氨基酸分子以链状的多肽连接在一
起组成蛋白质。一个蛋白质分子由一个或多个多肽链组成。多肽链
上的氨基酸排列顺序组成蛋白质分子的初级结构。蛋白质的初级结
构———氨基酸的排列顺序，不但决定了蛋白质分子的二级、三级、甚至
四级结构，而且从初级结构的差异可反映出不同物种之间的遗传差异
和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已经弄清了数百种蛋白质分子的初级结构，

所建立的分子进化系统与传统的分类系统基本吻合。这说明生物物
种的分子进化和形态进化基本上是一致的。１９８２年，分子生物学家柳
思尼考选择了在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和全部脊椎动物中都存在的血红
蛋白和肌红蛋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无脊椎动物至少在１０亿年前就
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些学者对细胞色素Ｃ的研究则表明，地球上动植
物的分异时间甚至远在１２～１３亿年前。

二、现代生态系统中的藻类

藻类是植物界的低等类型。它们种类繁多，估计有１．８万种，分
别属于绿藻类、硅藻类、金藻类、红藻类和褐藻类。它们广泛地分布在
地球上的各种水域里。

藻类具有成分为纤维素的细胞壁，这是它们作为植物的一项重要
特征。

衣藻

衣藻等较为原始的绿藻是单细胞植物，有眼点和两条鞭毛，能够
运动，以营养细胞进行繁殖。地质历史时期这类原始性的绿藻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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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高级的绿藻和其他藻类。

绿藻广泛分布在流动比较缓慢而且水深较浅的淡水水域里，海洋

中只有少数的种类。也有一些绿藻生活在土块表面和树皮上，还有的

与真菌共生形成地衣。有些绿藻甚至可以与动物共生，例如，绿水螅

之所以呈现绿色，就是因为它与单细胞的绿藻共生的结果。

水绵

绿藻的形态结构多种多样。衣藻、原球藻、绿球藻等是单细胞的，

水绵、栅列藻、空球藻、水网藻、团藻等是多细胞群体，石莼、浒苔等较
为高等的绿藻由细胞群形成片状或管状。有的绿藻藻体一个细胞里

有多个细胞核，例如管藻；还有的多细胞绿藻细胞之间在外形上已经

有了初步的分化，例如轮藻有轮生的分枝。

绿藻种类繁多，分布广阔，而且繁殖率快，它们构成了地球上各种

水域中主要的初级产生者。它们利用阳光和水中的无机营养成分，以

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合成为有机物，为整个水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
物质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绿藻的光合色素和光合片层的结构蛋白与高等植物的一样，因此

科学家认为高等植物起源于绿藻。

紫菜

金藻和硅藻的藻体颜色呈黄色至金棕色，这是因为它们载色体内

虽然含有叶绿素ａ，但是更含有β－胡萝卜素和类似于叶黄素的藻黄

素，而且后两种色素的含量较大，因此使藻体颜色偏黄。

金藻包括的种类也相当多，有的是单细胞，有的是分化不深的细
胞群体。有些种类有鞭毛，有些则没有。

硅藻的细胞壁含有硅质，整个细胞形状像小盒子一样，通常由两

片盖在一起的壳片组成。壳片上有硅质沉积，并且形成各种花纹。硅

藻种类繁多，但都是单细胞的浮游植物或底栖植物。硅藻的繁殖率很

高，光合作用能力也很强，因此它们是水域、尤其是海洋中的重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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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海洋硅藻的繁殖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此外，由于硅藻壳含有大
量不能溶解或不能被取食者消化的硅酸钙、二氧化硅等硅质物，它们
死亡后遗留在海底的藻壳大量堆积后就能够构成硅藻土。

海带

红藻的藻体有的是丝状，有的是片状，有的是树枝状。它们绝大
多数都生活在海里，细胞有较为坚固的细胞壁，其中纤维素成分较多，

细胞群体有胶质包裹。红藻的细胞内有载色体，其中含有叶绿素ａ和

ｂ，还有α胡萝卜素、叶黄素以及大量的藻红素。这些色素在不同红藻
中的不同含量组合使得藻体呈现紫色、紫红色或红色。其中，藻红素
是红藻所特有的。我们经常食用的紫菜以及制造琼脂所需要的石花
菜都属于红藻类。

褐藻都是海生藻类，有１５００多种，它们的个体都是大型的或较大
型的，例如人类经常食用的海带长度一般可长到２至４米，巨藻群则
被形象地称为“海中森林”，而马尾藻聚生的海区构成马尾藻海，船只
航行都不得不避开它。

褐藻体内含有较多的叶黄素，使得藻体呈棕黄色，因此褐藻又称
为棕藻。

三、最早的陆地“生产者”

美国古植物学家列塔里亚克在对宾夕法尼亚州晚奥陶纪古土壤
进行分析研究时，发现了某些环节动物或节肢动物从地表进入土壤深
处的足迹化石。根据这些化石推测，供养这些陆生动物的陆生植物早
在奥陶纪就已经出现了。由于在这些古土壤中没有发现任何大植物
化石和微古植物化石，只有重结晶的钙质管状微粒，列塔里亚克认为，

这些微粒是某种藻类。可见，在奥陶纪时，虽然陆地上还没有高等植
物，但是却已经存在着陆生藻类植物；而且，陆生高等植物很可能就起
源于这些陆生藻类的某些类群，而不是起源于逐渐迁往陆地的水生高
等植物。

—６—



生物世界七彩光

实际上，在前寒武纪就已经存在了古土壤，其中还发现了有机物
的遗迹。

在地球历史上，由于古气候等因素的变化，海平面发生过无数次
的上升与下降。对于陆地来说，当海平面上升时，一些低洼地区就被
淹没，造成海岸线向陆地深处推进，这一过程称为海浸；当海平面下降
时，这些低洼地区又露出海面，造成海岸线向海洋深处退回，这一过程
称为海退。

就在前寒武纪海浸－海退过渡带，科学家发现了远古的微生物，

其形态很像现代的陆生藻类。科学家推测，这些最早上陆的藻类，则
很可能起源于太古代末或元古代初。而它们的后代地衣类植物，则很
可能在早古生代就已出现；在志留纪沿海边缘，已经发现了它们的
遗迹。

地衣实际上是藻类和真菌共生的复合体。藻类被菌丝包裹在里
面，以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供真菌享用；而真菌吸收水分和矿物质提
供给藻类。地衣附着在岩石上生长，能够产生石蕊酸，使岩石表面逐
渐分解成为土壤，为其他陆生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因此，地衣可
能为其他陆生植物由水上陆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真菌类由于不具有光合作用功能、营腐生或寄生性生活的特点，现在一
般都被列为单独的一个界，但是许多科学家认为它们是某种原始的藻类植物
失去光合作用功能后不断演化出来的一个大门类，因此也把它们同藻类、地
衣类一起列入低等植物的范畴。

最早的高等植物———蕨类植物从志留纪晚期开始在陆地上出现。

四、叶子长得像羊的牙齿的植物———蕨类

现代的蕨类植物的叶子都长得像羊的牙齿一样，因此最早研究
它们的科学家就把它们也形象地称为 “羊齿植物”。在地球自然历史
发展过程中，这些 “羊齿植物”实际上是最早的高等植物，它们在
志留纪晚期已经开始在陆地上出现。　　　

—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