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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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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肺”———森林

森林是地球上结构最复杂、功能最多和最稳定的陆地生态

系统。森林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和

自然基础，并被人们誉为地球的“肺”。森林覆盖率常是衡量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这不

仅因为森林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又是可更新资源，而且在维持

生态平衡和生物圈的正常功能上起着重要作用。

地球之肺

在地球赤道的南北两边，有几片终年湿润的土地，那里气候

炎热潮湿，雨水充沛，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条

件。在这些地区，茂密的森林终年常绿，宛如环绕地球的一条翡

翠项链，这就是热带雨林。其实，热带雨林不仅美丽，而且也很

神秘，因为那里的环境气候会令人不大舒服，一般人也很难光

顾，所以大多仍处于原始状态；但最重要的是热带雨林作为我们

地球生物圈中的主要角色，它不仅养育着数量庞大的动物种群，

其本身在生长过程中还向大气中源源不断地供给着生命赖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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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氧气。因此，热带雨林有了一个别称———“地球之肺”。近

几十年，由于人们的破坏性砍伐，热带雨林的面积正在锐减，由
此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些千万年由自然创造的
生态系统一旦破坏殆尽，我们将永远不会再看到它，更不可能享
受它带给我们的种种益处，甚至会使我们陷于灾难之中。

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非洲刚果盆
地、南亚等地区。中国云南、海南及澳大利亚局部地区也有
分布。

热带雨林是一种茂盛的森林类型，进入到森林之中，仿佛进

入一个神话世界。在那里抬头不见蓝天，低头满眼苔藓，密不透
风的林中潮湿闷热，脚下到处湿滑。那里光线暗淡，虫蛇出没，

人们在其间行走，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也很危险。但是，这里却
是生物的乐园，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陆地上其他地方所不

可比的。

热带雨林分布的地区，年降雨量很高，通常高于１８００毫米，

有些地方达３５００毫米。这里无明显的季节变化，白天温度一般
在３０摄氏度左右，夜间约２０摄氏度。

热带雨林中植物种类繁多，其中乔森具有多层结构；上层乔
木高过３０米，多为典型的热带常绿树和落叶阔叶树，树皮色浅，

薄而光滑，树基常有板状根，老干上可长出花枝。木质大藤本和
附生植物特别发达，叶面附生某些苔藓、地衣，林下有木本蕨类
和大叶草本。

雨林中的树林多为双子叶植物，具有厚的革质叶和较浅的
根系。用以营养的根部通常只有几厘米深。雨林中的雨水因叶
面的蒸发而丢失很多。热带雨林中土壤和岩石的风化作用强
烈，其风化壳可达１００米。这类土壤虽富含铝、铁氧化物、氢氧

化物和高岭石，但其他一些矿物质却因淋溶和侵蚀作用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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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高温高湿条件下，有机物分解很快，能迅速被饥饿的树

根和真菌所吸收。所以，这里的土壤其实并不肥沃。

除了热带雨林，还有亚热带雨林，分布在南、北纬１０度之间

的迎风海岸。这里有雨季和干季之分，有温度和日照的季节变

化。亚热带雨林的树木密度和树种均较热带雨林稍少。其他雨

林类型还有：季雨林、红树雨林、温带雨林等。

雨林中，木质藤本植物随处可见，有的粗达２０至３０厘米，

长可达３００米，沿着树干、枝桠，从一棵树爬到另外一棵树，从树

下爬到树顶，又从树顶倒挂下来，交错缠绕，好像一道道稠密的

网。附生植物如藻类、苔藓、地衣、蕨类以及兰科植物，附着在乔

木、灌木或藤本植物的树干和枝桠上，就像披上一厚厚的绿衣，

有的还开着各种艳丽的花朵，有的甚至附生在叶片上，形成“树

上生树”、“叶上长草”的奇妙景色。

热带雨林是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生存活动所不可缺少重要

条件，如果它不复存在，地球的环境气候都将产生重大的变化，

而那样的变化将无疑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森林生态及其作用

森林是人类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人类的生存繁衍离不开森

林。史前时期的人类，曾经全面依赖森林维持他们的生活。古

籍上有关古人“构木为巢”、“茹毛饮血”、“钻木取火”等等记载，

说明森林确实曾经哺育过人类。

森林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森林能够

维护和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森林能够保持水土，涵

养水源，调节陆地水分循环和小气候，增加区域性降水；能够防



　　青少年百科


　　　　　　　　　

保
护
我
们
的
森
林

４　　　　

风固沙，调节空气、土壤温湿度，改良土壤，保障农牧业增产；能

够净化空气，消除噪声，吸尘灭菌，美化环境，维护和促进生态环

境的良性循环，增进人类的身心健康。其次，森林不断为人类提
供木材、能源材料，各种林产品和动物、植物性的副产品，这些仍

然是现代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衣食住行各方面不可缺少的
物资。

森林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认识
愈来愈深刻。同时，也通过长期的实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森林

在维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的价值，远远超过它所提供的林产品
和副产品的价值。森林在一个国家里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发

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

一、森林与森林生态系统

什么是森林？在我国，森林的传统概念是：“独木不能成
林”，“双木为林”，“森林”二字就是由多“木”组成的。这样的解
释，只能说明森林的外表形象，而不能说明森林的本质。从本质

来说，森林的概念应该是：以乔木为主体，包括下木、草被、动物、

菌类等在内的生物群体，与非生物界的地质、地貌、土壤、气象、

水文等因素构成一体的自然综合体。

森林的生长发育，离不开环境条件，即阳光、温度、土壤、水

分、空气；不同类型的森林，都是由不同的地质、地貌、土壤、气
象、水文等因素决定的。在森林生物群体中，乔木是最引人注目

的部分，与乔木共同生活的还有多种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

羊齿植物、苔藓植物和菌类等，以及多种昆虫、哺乳动物、飞禽、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这些生物之间，结成互相依赖、彼此联
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个生物群体中，树木和其

他所有绿色植物，是唯一能够把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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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是了不起的食物制造厂。它通过光合作用，利用光能和吸

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土壤中的水分及无机元素，制造糖类和淀

粉，以供养自己生长发育的需要。动物在这个生物群体中所处
的地位则是消费者，它们一部分以植物为食料，一部分捕食以植

物为食料的动物。因此，这两种不同食性的动物，都不能离开植
物而单独生存。细菌、真菌和一些小动物是分解者，它们能使植

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和排泄物腐烂分解，变为无机物质，

再还原给绿色植物吸收利用。

在森林里，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工作”，使有生
命的生物群体与无生命的环境之间，各种生物种群之间紧密联

系起来，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构成循环不息的能量转化和物质
交换的独立系统。这就是森林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在不

受外界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下，能够稳定地保持着较高的
生产力。

二、森林生态系统的优势和特点

在地球陆地上，森林生态系统是最大的生态系统。与陆地
其他生态系统相比，森林生态系统有着最复杂的组成，最完整的

结构，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最旺盛，因而生物生产力最高，生态
效应最强。具体地说，它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和优势。

（一）森林占据空间大，林木寿命延续时间长
森林在占据空间方面的优势表现在３个方面，一是水平分

布面积广，中国北起大兴安岭，南到南海诸岛，东起台湾省，西到
喜马拉雅山，在广阔的国土上都有森林分布，森林占有广大的空

间。二是森林垂直分布高度，一般可以达到终年积雪的下限，在
低纬度地区分布可以高达４２００～４３００米。三是森林群落高度

高于其他植物群落。生长稳定的森林，森林群落高度一般在３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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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左右，热带雨林和环境优越的针叶林，其高度可达７０～８０米。

有些单株树木，高度甚至可以达１００多米。而草原群落高度一
般只有２０～２００厘米，农田群落高度多数在５０～１００厘米之间。

相比之下可以看到，森林有最大的利用空间的能力。

森林的主要组成是树木，树木生长期长，有些树种的寿命很

长。在中国，千年古树，屡见不鲜。据资料记载，苹果树能活到

１００～２００年；梨树能活３００年；核桃树能活３００～４００年；榆树
能活５００年；桦树能活６００年；樟树、栎树能活８００年；松、柏树
的寿命可超过１０００年。树木生长期长，从收获的角度看，好像

不如农作物的贡献大。但从生态的角度看，却能够长期地起到
覆盖地面、改善环境的作用。正因为森林生态系统在空间和时
间上具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森林对环境的影响面大，持续期长，

防护作用强大，效益显著。

（二）森林是物种宝库，生物生产量高
在广大的森林环境里，繁生着众多的森林植物种类和动物

种类。有关资料说明，地球陆地植物有９０％以上存在于森林

中，或起源于森林；森林中的动物种类和数量，也远远大于其他
陆地生态系统。而且森林植物种类越多，结构越多样化，发育越
充分，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就越多。多层林、混交林内的动物种
类和数量，比单纯林要多得多；成熟林比中、幼林又多。研究资
料表明，在海拔高度基本相同的山地森林中，混交林比单纯林的

鸟类种类要多７０％～１００％；成熟林中的鸟类种类要比幼林多１
倍以上，其数量却要多４～６倍。

在森林分布地区的土壤中，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动物和微生
物。主要的生物种类有：藻类、细菌、真菌、放线菌、原生动物、线

形虫、环节动物、节足动物、哺乳动物等。据统计，１平方米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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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数百万个细菌和真菌，数千只线形虫。在稍深的土层中，１
立方米土体就有蚯蚓数百条以至上千条。

森林有很高的生产力，加之森林生长期长，又经过多年的积
累，它的生物量比其他任何生态系统都高。因此，森林除了是丰
富的物种宝库，还是最大的能量和物质的贮存库。

（三）森林是可以更新的资源，繁殖能力强
老龄林可以通过自然繁殖进行天然更新，或者通过人工造

林进行人工更新。森林只要不受人为或自然灾害的破坏，在林
下和林缘不断生长幼龄林木，形成下一代新林，并且能够世代延

续演替下去，不断扩展。在合理采伐的森林迹地和宜林荒山荒
地上，通过人工播种造林或植苗造林，可以使原有森林恢复，生
长成新的森林。

森林的多种树木，繁殖更新能力很强，而且繁殖的方式随着

树种的不同而有多种多样。有用种子繁殖的，叫有性繁殖；有用
根茎繁殖的，叫无性繁殖。树木种子还长成各种形态和具备多
种有利于它的传播繁殖的功能，如有的种子带翅，有的外披绒
毛，甚至还有被称之为“胎生”的。种子或幼体依靠自然力传播

的方式有：风播、重力播、水播和鸟兽传播等。

小粒种子主要靠风播。如马尾松、黄山松、云杉等树种的种
子，可以借助于风力传播到距离母株１００～３００米远的范围。生
翅或带毛的柳树、桦木等树种的种子，可飞散到１～２公里的地
方。因此，这些树种往往能在远离原森林或母树的荒山荒地繁

殖成林。

大粒种子或果实，多半依靠自身的重力传播，例如麻栎、板
栗、银杏等大树周围，往往有成群的幼树生长。但是，如果母树
生长在坡地上，重力作用也能使种子滚到１０～３０米以外。

种子随水飘浮扩散的树种有柳、枫杨、椰子、红树等，但红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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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点是：先在母体上萌发生“根”（下胚轴），而后再随水飘到

浅滩，所以能立即扎根生长。随水飘流最远的椰子可以在数千

里外的海滩上安身。

有些树种的种子和果实是被鸟兽啄食、搬运而得到传播的。

如红松种子常常作为松鼠贮备的食物遗留在土中而在远处繁殖
起来；有些果树的果实和桑椹等，经过鸟兽啄食以后将种子丢

弃，或种子随排泄物落地，而散播到别处。

无性繁殖的树种很多，杨树可用茎干繁殖；杉木、桦树等的

根颈部能萌芽更新；泡桐的根可再发新苗；竹类的地下鞭茎冬春
发苗成竹。

三、森林的重要作用

（一）大自然的“调节剂”

森林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虽然不像粮食和水那样，一旦缺少

就会很快致命，但森林作为一种“调节剂”，却在诸多方面影响着
人类的生存环境，制约着人类的安危。

１．森林是空气的净化物。随着工矿企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
生活用矿物燃料的剧增，受污染的空气中混杂着一定含量的有

害气体，威胁着人类。据测定，森林种空气的二氧化硫要比空旷
地少１５％～５０％。若是在高温高湿的夏季，随着林木旺盛的生

理活动功能，森林吸收二氧化硫的速度还会加快。相对湿度在

８５％以上，森林吸收二氧化硫的速度是相对湿度１５％的５～
１０倍。

２．森林有自然防疫作用。树木能分泌出杀伤力很强的杀菌

素，杀死空气中的病菌和微生物，对人类有一定保健作用。

３．森林是天然制氧厂。氧气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

人体每时每刻都要呼吸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据研究测定，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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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吸收４４克的二氧化碳，就能排放出３２克氧气；树木的叶子通

过光合作用产生一克葡萄糖，就能消耗２５００升空气中所含有的
全部二氧化碳。

４．森林是天然的消声器。噪声对人类的危害随着公元、交
通运输业的发展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城镇尤为突出。实验测得，

公园或片林可降低噪声５～４０分贝，比离声源同距离的空旷地
自然衰减效果多５～２５分贝。

５．森林对气候有调节作用。森林浓密的树冠在夏季能吸收
和散射、反射掉一部分太阳辐射能，减少地面增温。冬季森林叶

子虽大都凋零，但密集的枝干仍能削减吹过地面的风速，使空气
流量减少，起到保温保湿作用。

６．森林改变低空气流，有防止风沙和减轻洪灾、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的作用。出于森林树干、枝叶的阻挡和摩擦消耗，进入

林区风速会明显减弱。

森林地表枯枝落叶腐烂层不断增多，形成较厚的腐质层，就
像一块巨大的吸收雨水的海绵，具有很强的吸水、延缓径流、削
弱洪峰的功能。另外，树冠对雨水有截流作用，能减少雨水对地

面的冲击力，保持水土。

７．森林有除尘和对污水的过滤作用。工业发展、排放的烟
灰、粉尘、废气严重污染着空气，威胁人类健康。高大树木叶片
上的褶皱、茸毛及从气孔中分泌出的粘性油脂、汁浆能粘截到大
量微尘，有明显阻挡、过滤和吸附作用。

８．森林是多种动物的栖息地，也是多类植物的生长地，是地
球生物繁衍最为活跃的区域。所以森林保护着生物多样性资
源；而且无论是在都市周边还是在远郊，森林都是价值极高的自
然景观资源。

由于人们对森林的木材资源的大量消耗，地球上的森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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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在逐年变小，这引起了多方面的环境问题，例如：干旱少雨、气

候变暖、动植物资源减少、水土流失、沙尘暴和空气污染加重等。

因此，森林对环境和生态的价值远远高出了它提供木材的价值。

（二）森林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

１．森林具有综合的环境效益
自然界中的一切动物都要靠氧气来维持生命，而森林是天

然的制氧机。如果没有森林等绿色植物制造氧气，则生物生存
将失去保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林业厅对森林生态系统的

环境效益定量计算结果表明，日本森林一年内的贮水量达２３００
亿吨，防止土沙流失量达５７亿立方米，保持栖息鸟类１００万只，

供给氧气５２００吨，环境效益总价值１２００万亿日元。芬兰有人

对森林的社会效益价值与木材价值的估算认为，芬兰森林的环
境保护价值是５２亿马克，而木材价值仅１７亿马克，二者之比为

３∶１。美国计算的森林环境价值与木材价值之比为９∶１。另

外，森林生态系统对二氧化碳和氧气在大气中的平衡起调节作
用。每公顷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可吸收近ｌ吨ＣＯ２，释放０．
７５ｔ的氧。能满足９７３人的需氧量。据估计，森林每年以光合
作用的形式吸收５０亿吨ＣＯ２ 这与人类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

ＣＯ２ 基本相当。森林是使二氧化碳转化为生物能量的重要加
工厂。

２．森林是消减环境污染的万能净化器

森林能阻滞酸雨、降尘，还可以衰减噪声，降低风速、减弱风
力。如，在５级风时，人造林带外的风速９．５ｍ／ｓ，而林内只有

７．７ｍ／ｓ，减弱近２０％。连片的森林能使台风减弱１～２级。森林

还可以分泌杀菌素杀死空气中的细菌，以净化空气。森林在调
节气候净化空气，保护环境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树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ｌ公顷阔叶林一天可以吸收ｌ



　　　　　　　　　青少年百科
　　

保
护
我
们
的
森
林

１１　　　

吨二氧化碳，放出７３０千克氧气。

树木能阻挡和过滤粉尘，是天然的吸尘器。林木树冠茂密，

具有减低风速的作用。另外有些树的树叶表面粗糙，有绒毛或
者能够分泌油脂或黏液，能吸收空气中的大量飘尘，经过树林的
气流含尘量会大大降低。

有一些特殊的树种还可以吸收大气中的有害气体。据测算
松林每天可以从１立方米的空气中吸收２０毫克二氧化硫，１公
顷柳杉林每年可吸收７２０千克二氧化硫。。

树木可以减少空气中的含菌量。许多树木在生长过程中能

分泌出杀菌素，杀死由粉尘带来的各种病原菌。

森林还具有报警作用。有些树林可以当作大气污染的报警
器。树木和人一样都要呼吸，许多树木对空气中的有害气体的
反应比人和动物敏感得多。它们只要稍微受到污染物侵害，就

能在叶片或花上表现出病态。

因此树木具有清洁空气、降低噪声、保护和美化环境的综合
效应，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保护森林，植树造林。

３．森林可以调节水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森林可以通过对风力的减弱减少临近农田的水分蒸发量，

增加空气中的相对湿度。还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森林减少
地表径流的作用是很显著的，我国陕西黄龙的测定表明，林内的
径流可消减７８．４％。径流的减少减轻了对土壤的冲刷，据西双
版纳的观测，在年降水量为１４５９．４ｍｍ时，雨林地每平方米的

土壤冲刷量仅２．８ｋｇ，而相同面积的刀耕火种地却高达３６４７．
５ｋｇ，是前者的１３０２．７倍。

４．森林能降低年平均温度、缩小年温差和日温差，减缓温度
变化的剧烈程度

这是因为森林的呼吸蒸腾和蒸发水分，消耗了大量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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