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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类居住的地球仅仅是一粒微不足道的

尘埃。如今，宇宙飞船承载着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已经飞向了宇

宙，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全面了解。恰

恰相反，在地球上，在很多领域里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

类去发现。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诸多的现象和事物，它们

躲在某一角落向我们露出狡黠的笑容。而以人类现有的智慧对

它们只能报以尴尬的无奈。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我们对世界的习

惯理解实在是大相径庭。

当然，承认这些未知的存在，接纳这些不可理解的事实，并

不是对人类有限心智的嘲讽。毕竟，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在数十

亿年的宇宙长河中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若是一个新生智慧生

物刚一出现，便很快扫清了所有的认知死角，那才是与大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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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相背离的怪事。

人类的文明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对未知现象的孜孜探索，

对神秘事物的苦苦追寻，这是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的天性所

致。而这种天性也正是人类繁衍生息、文明进化的不竭原动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妙的事物就是

奥秘。”面对所有出现过的未知事物和现象，人们都曾做出过努

力探索，甚至很多人“执著”地认为自己的发现就是对谜团最标

准的解答。而这种所谓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固执，是一种混

淆视听的偏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鉴于此，本套《发现之旅》丛书，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的态

度，宁缺毋滥。在强调保持内容趣味活泼的前提下，用科学严谨

的态度进行编写。

另外，本套丛书在内容上只是对所写事物和现象进行客观

的描述，没有任何主观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读者大众

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判断。

本套丛书共１４本，内容丰富，知识面广，适合图书馆馆藏以

及个人收藏。因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

斧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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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笼草

你听说过能吃小动物的植物吗？这里介

绍一种食虫植物名叫猪笼草。猪笼草又名猪

仔笼，是有名的热带食虫植物。它是猪笼草

科、猪笼草属多年生草本或半木质化藤本灌

木，主产地是热带亚洲地区。猪笼草有一副

独特的器官———捕虫囊，捕虫囊呈圆筒形，下

半部稍膨大，因为形状像猪笼，故称猪笼草。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种草吧。

猪笼草是一种奇怪的食虫植物，叶互生，中脉延长为卷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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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有一叶笼。叶笼呈瓶状，瓶口边缘较厚，上有一个小盖子，

成长时盖子张开，不能再闭合。笼色以绿色为主，有褐色或红色

的斑点或斑纹，还有整个叶笼都呈红色、褐色甚至紫色、黑色的

品种。叶笼大小因品种而异，有些大型杂交品种能盛水３００～

４００毫升。笼的内壁光滑，笼底能分泌粘液和消化液，有气味引

诱昆虫之类的小动物入内，而小动物一旦落入笼中，就很难逃

脱，最终被消化和吸收。猪笼草雌雄异株，总状花序，有萼片３～

４枚，无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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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笼草是附生植物，产于亚洲热带地区，常生长在树下或

者岩石的北边，喜温暖湿润的半阴环境，不耐寒，怕干旱和强

光暴晒。人们可用吊盆栽种，平时悬挂在光线明亮又无直射

阳光的地方养护。夏季温度较高，要避免烈日暴晒，否则强光

会灼伤叶子，影响叶笼的发育；春、秋、冬季节时则要放在光照

较为充足的地方养护，不宜过于阴暗，以免叶笼生长缓慢，表

面色彩黯淡无光。猪笼草对水分比较敏感，只有在较高的空

气湿度下，叶笼才能正常发育，因此在生长期除保持盆土湿润

外，还要经常向植株及周围环境喷水，以增加空气湿度，并避

免温度变化过大，以利于叶笼的发育生长。生长季节每月施

一次腐熟的稀薄液肥或其他无机复合肥，以满足生长对养分

的需求。越冬温度最好在１６℃以上，若低于１５℃，植株就会

停止生长，而低于１０℃，叶片边缘则受到冻害损伤。每年的

２～３月在新根尚未长出时换一次土，土壤以疏松肥沃、透气性

良好的腐叶土或草炭土为佳，盆栽常用草炭土或腐叶土、水

苔、木炭和树皮屑的混合基质栽培，因其黑色根易断，因此在

换盆时应注意加以保护。

猪笼草的繁殖。可在５～６月进行扦插，选取健壮的枝条，

每一片叶带有一段茎节，叶片剪去一半，基部剪成４５°斜面，用水

苔将插穗基部包扎，放进盛水苔和盆底垫小卵石的盆内，并套上

塑料袋保持空气湿润，在３０℃左右的条件下，约２０～２５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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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也可在生长季节进行压条繁殖，方法是把叶腋的下部割伤，

用苔藓包扎，待生根后剪下，然后盆栽。还可通过人工授粉，使

之结籽，用播种法繁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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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线　　　　　
猪笼草为什么要吃虫子？

不从土壤等无机界直接摄取和制造维持生命

所需营养物质，而依靠捕捉昆虫等小动物来谋生

的植物被称为食虫植物。猪笼草就是这样的食虫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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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初步统计，在自然界中食虫植物约有５００

多种。食虫植物也具有根、茎、叶和花，与其他植

物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么它们又是怎样捕

捉和摄食昆虫的呢？奥秘在于“捕虫囊”上。“捕

虫囊”是这种植物的叶的变异，形式多种多样。

吃虫子只是食虫植物营养的补充来源，因为

它们有根、茎、叶，可以靠自己制造养料生活下去。

既然这样，它们为什么又要捕虫吃呢？原来这种

植物生活在缺氮的贫瘠环境里，经过长期演化，形

成了用来捕虫而特化了的叶片———捕虫囊。

探索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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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已知的食虫植物有几百种，有一些已

成为名贵的观赏植物。毛毡苔、石持草、口唇草、

瓶子草、捕蝇草。猪笼草也是食虫植物中的一种，

你还知道哪些植物是食虫植物呢？你了解它们的

生活习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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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草

大家都知道含羞草，只要你用手或其他

物体碰触它们的枝叶，它们伸展的羽状复叶

的小叶片就会在瞬间合拢。那你知道跳舞草

吗？当你在跳舞草旁边唱美丽动听的歌曲或

播放音乐时，它的叶片便会上下摇摆，好似翩

翩起舞。下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种草吧。

跳舞草又名情人草、多情草或风流草，是一种濒临绝迹的植

物，跳舞草的花语是快乐。该草属于多年生蝶形花科木本豆科

植物，直立小叶灌木，野生于深山老林之中，它树不像树，似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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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株高６０厘米，苗高２５厘米以上，叶柄上长出三片叶时，就可

开始观赏。

如果气温达２４°Ｃ以上且没有风雨，跳舞草的两片小叶就会

闻声而动，左右摆动，上下弹跳，时快时慢，令人百看不厌。其对

小叶自行交叉转动、亲近，载歌载舞，每叶转动达１８０°后便又弹

回原处，后又再行起舞，周而复始。当气温达２８°Ｃ～３４°Ｃ之间，

尤其上午８～１１点和下午３～６点，特别雨过天晴、阴天跳动更

具戏剧性，全株叶片如久别的情人重逢，双双拥抱，又似蜻蜓点

水上窜下跳，温柔之至。跳舞草盆栽树高约０．６米；当夜幕降临

时，它又将叶片竖贴在枝干上，紧紧依偎，犹如静静休息。真是

植物界罕见的景观。

关于跳舞草，还有一个非常凄美的传说。古时候，西双版纳

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傣族农家少女，名叫多依，她天生酷爱舞蹈，

且舞技超群。她常常在农闲时间巡回于各族村寨，为广大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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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百姓表演舞蹈。身形优美、翩翩起舞的她好似林间泉边饮

水嬉戏的金孔雀，又像田野上空自由飞翔的仙鹤，观看她跳舞的

人都不禁沉醉其中，忘记了忧愁，忘记了痛苦，甚至忘记了自己。

天长日久，多依名声渐起，声名远扬。后来，一个可恶的大土司

带领众多家丁将多依强抢到他家，并要求多依每天为他跳舞。

多依誓死不从，以死相抗，趁看守不注意时逃出来，跳进澜沧江，

溺水而亡。许多穷苦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打捞了多依的尸

体，并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多依的坟上就长出了一种

漂亮的小草，每当音乐响起，它便和节而舞，人们都称之为“跳舞

草”，并视之为多依的化身。

跳舞草产于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及云南等省，

生长在海拔２００～１５００米的丘陵山坡或山沟灌丛中。印度、尼

泊尔、不丹、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等也有分布。

跳舞草全株可供药用，有舒筋活络、祛痰化瘀之效，可栽培，

为著名的趣味观赏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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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线　　　　　
跳舞草为什么跳舞？

经科学研究发现，跳舞草起舞的原因主要与

温度、阳光和一定节奏、节律、强度下的声波感应

有关，这一奇特现象堪称世界一绝，中外奇观。但

这一说法也不完全确定。利用跳舞草这种自身运

行的特异功能，制成盆景可供人们观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