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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同仁们常议当年读书之难，奔波四处，往往求一书而

不得，遂以为今日之憾。忆苦之余，遂萌发组编一套丛书

之念，望今日学生不复有我辈之憾。

现今科教发展迅速，自非我年少时所能比。即便是

个小地方的书馆，也是书籍林总，琳琅满目，所包甚广，一

套小小的丛书置身其中，无异于沧海一粟。所以我等不

奢望以此套丛书贪雪中送炭之功，惟愿能成锦上添花之

美，此为我们奋力编辑的目的所在。

有鉴于此，我们将《科学目击者》呈献给大家。它事

例新颖，文字精彩，内容上囊括了宇宙、自然、地理、人体、

科技、动物、植物等科学奥秘知识，涵盖面极广。对于致

力于奥秘探索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变幻无

穷、具有无限魅力的科学世界。它将以最生动的文字，最

缜密的思维，最精彩的图片，与您一起畅游瑰丽多姿的奥

秘世界，一起探索种种扑朔迷离的科学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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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目击者》所涉知识繁杂，实非少数几人所能完

成，所以我们在编稿之时，于众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多有借

鉴，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时间仓促，纰漏在所难免如果给

读者您的阅读带来不便，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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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营造农田防护林

营造农田防护林，就是利用森林的生态防护功能，改
善农事活动的生态环境，以保证农业的稳产、高产。

３０年来，东北西部防护林，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它的
巨大作用。

农田防护林

１．防止风沙灾害。农田防护林的防护作用主要是通
过林带的防风作用来改善农田小气候，所以防风沙的作
用显著。它通过降低风速和改变气流的涡动性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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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气流结构和降低了气流功能。据观测，林带的有

效防护距离通常只有１５～３０倍树高。降低风速的范围，

一般在林带的背风面最远可达树高５０倍距离；在迎风面

最远可达树高的１０倍。

林带的防风作用大小决定于气流经过林带的方向和

动力特征，不同结构的林带防风作用大小和防护性质是

有差异的。林带结构一般分为三种类型。通风结构的林

带，防风距离最远；疏透结构次之；最差的是紧密结构的

林带。

２．改善生态环境，由于林带降低了风速，从而改善了

林带间的农田小气候，调节了气温，增加了空气湿度、减

少蒸发量。这样便提高了水分在植物体内的有效生理作

用和对于热灾害的抵抗力。

同时，由于林带背风面风速变小，随风飘来的有机质

土粒降落下来，使林带庇护范围内耕作层土壤物理粘粒

增多，改良了土壤质地作用。据测定在树高５～２０倍处，

物理粘粒增加５９～７９％，有机质含量提高１５～３６％，农

作物的生长发育情况明显地好于空旷区。

３．保持水土，固定基本田块，扩大耕地面积。由于采

取营造农防林和水土保持林相结合的生物措施与工程措

施相结合，以及乔灌木相结合的防治措施，产生了良好的

治理效果。

４．生产木材，增加了收入。农田防护林的各种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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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综合反映在粮食增产上，它不仅能保证农业稳产丰
产，还可以生产木材，增加收入。各地还通过修枝、打杈，

解决了部分烧柴，增加了收入。

由于东北西部的农田防护林所处地区位置重要，平
时可起重大的防护作用，战时还是天然的掩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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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农业生产需要农田小气候

农田小气候，就是指作物与靠近地面的空气层和土
壤层之间，形成的一种局部气候。它包括土壤温度和土
壤水分的变化状况、农作物上方和农作物层中光照与辐
射、气温与湿度、风速和风向以及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状
况，还有其他一些物理特征。可见，不同的地方、不同的
作物种类、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的发育时期，农田中的小气
候都会有差异，而且在同一块农田中，采取不同的栽培管
理措施，也会造成小气候不同。了解农田小气候的特点，

就会科学合理地利用农田小气候。

农田小气候的形成是以当地地形和大气候为背景
的，同时小气候特征又随着农作物的种类、品种、生育期
和生长状况而变化，使大气、土壤、作物三者相互作用的
结果。作物群体对农田小气候影响很大，比如像小麦、玉
米、水稻、棉花等作物，在生长前期叶小颗小、群体稀疏、

植株的覆盖面积很小，田间气温的变化规律几乎接近休
闲地或没有植被的空地；在植株生长盛期，封行以后，太
阳辐射进入下层减少，小气候特征有了显著变化，由于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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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增大增多，蒸腾需要消耗大量的热能，农田气温上下分
布不同，在茎叶密集的高度，气温比较低，上层和下层的
气温较高；到了作物生长后期，茎叶开始枯黄，部分叶片
脱落，农田蒸散明显减小，阳光容易投射到地面，气温变
化特点与生长前期相似。

在农田小气候适合作物生长发育时，作物生长状况
好，枝叶繁茂，植株间的遮蔽度会逐渐增大，超过一定限
度，会造成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和温度湿度条件急剧恶化，

即作物的生态环境恶化，影响植株的生长，还会引起病虫
害的发生发展，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最后会导致作物
群体衰弱、死亡。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我们可以通过农业
技术措施来调节农田小气候。通过土壤改良措施，能调
节土壤的水热状况，改善作物根系的生长环境，保证对作
物的水分和养分供应。通过农田种植措施，可以改善条
件的通风透光条件，促进叶片光合作用，增加干物质积
累量。

因此，我们应该了解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要的
适宜性气候条件，就会在相应的时期，采取有效的农田管
理技术措施，对农田小气候进行人工调节，来满足作物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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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鸡兔同笼有害无益

早在６０年代就有“鸡兔同笼饲养，可使鸡体免疫”的

鸡兔同笼有危害

说法。其理由据说是兔子身上有一种能杀菌的气味，被
鸡吸入后，可以产生免疫能力。近年来，有的报刊也报道
过上述说法，认为鸡兔同笼是有益的。其实这是一种误
传，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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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兔同笼饲养时，兔子的气味不可能使鸡获得免疫
的能力。以兔子气味免疫说法，是不符合现代免疫理论
和实践的。因为预防传染病，除应注意隔离消毒等一般
防疫措施外，主要是靠预防接种，即通过某种特异性的抗
原接种，去激发动物机体，使之产生抗体，使机体产生坚
强的免疫力，才能达到预防传染病的目的。那么，从兔的
气味本身看，不管它具有什么成分，它都不能成为特异性
的抗原，因而就不能产生免疫力。这样，兔子的气味是不
可能使鸡获得免疫力的。另外，有人说兔子的气味能杀
菌，这更是站不住脚的说法。如果说它有杀菌作用的话，

也应该适用于兔子自身；事实上，兔子本身对很多传染病
菌是毫无办法的，所以兔子的传染病也不少。

兔的气味对鸡还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因其气味不外
乎是兔体代谢的产物，皮肤分泌物的气味和粪尿、垫草以
及散落饲料的分解产物等，其主要成分是氮、硫化氢、二
氧化碳等。如果鸡兔同笼饲养，必将使这些气体特别是
氨的含量增多。氮有刺激性，低浓度的氮就对黏膜有刺
激作用，引起眼结膜和上呼吸道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多，

甚至引起咽喉炎、支气管炎、肺炎等。而鸡对氨特别敏
感，在２０ｐｐｍ时，即可引起结膜炎、角膜炎，并使鸡新城
疫的发病率增高；５０ｐｐｍ时能使鸡的呼吸频率下降，产
蛋减少。

因此说，鸡兔同笼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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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犁耕后还要耙、耢、压

犁耕的作用，主要是疏松、耕翻土壤。耕过之后，地
表面并不十分平整，有高有低，有松有实，还不具备播种
的条件，必须经过耙、耢和压。

犁耕

耙的作用，主要是浅耕碎土，将翻转不好的土壤进一
步粉碎，使高低不等的地面得到初步平整。耢的作用，主
要是细碎和平整，将耙后土壤进一步破碎，拖平凸凹不平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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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压的作用，主要是压实保墒，使土壤松紧正常，保

持一定的水分，以利于播种。

完成耙、耢、压的机具，统称为整地机具，其一般分为

三类：一是耙。有水田耙和旱田耙两种。水田耙用于春

耕与夏耕后碎土、整地和双季稻区旱稻茬地以耙代耕。

水田耙由工作部件、耙架、悬挂装置等构成。工作部件是

直接加工土壤的部件，有星形、圆盘、钉齿和轧辊等几种。

一般多用复式耙。所谓复式耙，就是一组耙上有两种以

上的不同工作部件，这样效果更好。我国南方已有１０多

种基本机型，可根据土质、面积和动力情况，选用不同型

号。旱田耙有圆盘耙和钉齿耙几种，圆盘耙主要用于旱

田播种前整地，秋季浅耕灭茬，以及耕翻后整地。圆盘耙

由圆盘、耙架、悬挂牵引架和调节机构等构成。圆盘为工

作部件，有普通圆盘和缺口圆盘两种。普通圆盘用于熟

地，缺口圆盘用于粘重土壤或草荒地。在未用犁耕地块，

也可用其耙茬，然后播种，俗称耙茬播种。

耢，又叫无齿耙，一种是用一块厚实的平板做成，俗

称拖板；一种是用树枝编织而成，俗称耢子。其主要作用

就是拖平地表。

压，由各种形式的镇压器完成。镇压器有星形、筒形

和Ｖ型几种。Ｖ型重量大，碎土压实能力强，旱田多用。

在辊轮外面装上一定宽度的厚钢板，可制成苗眼镇压器，

专门用于镇压播种后的苗眼，为种子出苗创造良好的土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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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水分条件。类似的苗眼镇压器，我国宋代就已出现，当
时叫砘车，由木框架和石磙轮构成，用于播种后苗眼镇
压。这也是我国古代农具史上的一个小小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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