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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拿着手机、 用着电脑、 上着

网, 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当我们开着

汽车、 住着高楼大厦, 享受着舒适的生活

时; 当我们走进高级酒店, 吃着山珍海

味, 享受天下口福时……可曾想过, 由于

我们缺乏环保意识, 自然环境受到破坏,

正有很多动植物从大陆上消失? 可曾意识

到, 我们每天都被环境恶化的坏消息所

包围?

还记得 2005 年, 四头为找食物而游

了 100 千米的北极熊, 最终因饥饿而筋疲

力尽, 溺死在阿拉斯加北海岸的那则令人

心痛的消息吗? 由于地球气温不断上升,

作为北极熊栖息地的极地冰川正在不断融

化。 甚至有科学家预言, 到本世纪末, 海

上冰川的不断被侵蚀会导致北极熊的灭

绝。 而这, 只不过是威胁全球濒危动植物

生存的原因之一。 还有更多的人类的行为

已经对很多动植物造成持续的冲击, 一个

人的所作所为, 似乎不会对自然界产生什

么冲击, 但是, 假如每个人都是这样时,

对自然界的冲击将变得巨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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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我们能否寻觅到一条科学的道路, 让

那些处于濒危的精灵能够更好地生存繁

衍? 对濒危的动植物的保护究竟又是如何

进行的呢? 怎样才能通过人们的努力, 让

一些濒危的物种, 数量不断回升呢? 这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阅读此书, 希望青少年读者通过了解

书中的那些濒危的动植物, 唤醒和加强保

护地球、 保护环境、 保护动植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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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鸽子树冶

珙桐是驰名世界的珍贵观赏树木, 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它的花序头状,

在花序下面有两枚白色的大苞片, 好像一群展翅的白鸽在树上栖息, 故有 “中

国鸽子树冶 之称。 而且珙桐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的残遗种, 在研究种子植物系

统进化方面也很有科学价值。 珙桐为落叶乔木, 高达 20 余米, 胸高直径可达 1

米, 树皮深灰色, 常呈薄片状脱落, 叶互生, 广卵形或近圆形。

珙桐的主要产地

珙桐为我国特产, 产于陕西东南部、 湖北西部和西南部、 湖南西北部、 贵

州东北部至西北部、 四川、 云南东北部等地。 分布较广。 繁殖方面可用种子繁

殖和插条繁殖, 但它的果核坚硬, 不易透水, 种子有后熟性, 故在采种后必须

在低温下层积。 播种两年后才不整齐地发芽。 苗期须搭荫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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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虫 草

冬虫夏草, 又名中华虫草, 又称为夏草冬虫, 简称虫草。 是中国传统的名

贵中药材, 它是由肉座菌目麦角菌科虫草属的冬虫夏草菌寄生于高山草甸土中

的蝠蛾幼虫, 使幼虫僵化, 在适宜条件下, 夏季由僵虫头端抽生出长棒状的子

座而形成 (即冬虫夏草菌的子实体与僵虫菌核<幼虫尸体>构成的复合体)。 它

主要产于中国青海、 西藏、 新疆、 四川、 云南、 甘肃、 贵州等省及自治区的高

寒地带和雪山草原。

真正的冬虫夏草均为野生, 生长在海拔 3000 ~ 5000 米的高山草地灌木带上

面的雪线附近的草坡上, 对自然环境要求高。 夏季, 虫子卵产于地面, 经过一

个月左右孵化变成幼虫后钻入潮湿松软的土层。 土里的一种霉菌侵袭了幼虫,

在幼虫体内生长。 经过一个冬天, 到第二年春天来临, 霉菌菌丝开始生长, 到

夏天时长出地面, 外观像一棵小草。 这样, 幼虫的躯壳与霉菌菌丝共同组成了

一个完整的 “冬虫夏草冶。 菌孢把虫体作为养料, 生长迅速, 虫体一般为 4 ~ 5

厘米, 菌孢一天之内即可长至虫体的长度, 这时的虫草称为 “头草冶, 质量最

好; 第二天菌孢长至虫体的两倍左右, 称为 “二草冶, 质量次之。 因为僵化后

会长出根须, 所以被称作 “冬虫夏草冶。

在药理学现代研究结果中, 青海冬虫夏草含有虫草酸约 7% , 碳水化合物

28郾 9% , 脂肪约 8郾 4% , 蛋白质约 25% , 脂肪中 82郾 2%为不饱和脂肪酸。 此外,

尚含有维生素 B12、 麦角脂醇、 六碳糖醇、 生物碱等。

由于野生冬虫夏草分布地区狭窄、 自然寄生率低、 对生活环境条件要求苛

刻, 所以本身资源比较有限。 近年来又由于冬虫夏草主产地生态环境遭到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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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破坏, 大量盲目不合理采挖致使资源日趋减少, 产量逐年下降。

冬虫夏草的处境

考察队对西藏、 青海、 四川、 甘肃和云南等省区的冬虫夏草主要产区进行

了考察, 发现冬虫夏草正被人为快速灭绝并且大部分地区冬虫夏草的产量不到

25 年前的 10% , 原分布密集区 40%地块已经多年未发现生长冬虫夏草。 其核心

分布地带处于长江、 黄河、 澜沧江、 雅鲁藏布江等大江源头的高寒地带。 这是

大量不法采挖者滥采乱挖造成的结果。

人参——— “东北三宝冶 之首

人参属五加科, 多年生草本植物。 茎高 40 ~ 50 厘米, 轮生掌状复叶。 伞形

花序单生茎顶, 花淡黄绿色。 果实扁圆如豆粒, 秋天成熟时为红色。 根为纺锤

形肉质主根及分枝, 形似小人。 根含多种人参皂甙及少量挥发油。 野生的山参,

多生长于气温低、 光照时间长、 土壤肥沃的山坡地带, 我国以长白山所产的人

参最为著名, 野生参生长缓慢, 采集困难, 现在我国进行人工栽培的人参已弥

补了野生参的这一缺憾。

人参的药用

人参为第三纪孑遗植物, 也是珍贵的中药材, 以 “东北三宝冶 之首驰名中

外, 在我国药用历史悠久。 人参有大补元气, 治疗久病虚脱之功效, 并能健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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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肺、 安神增智, 是著名的补气强壮药。 长期以

来, 由于过度采挖, 资源枯竭, 人参赖以生存的森

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古代的山西上党参

早已绝灭, 目前东北参也处于濒临绝灭的边缘。

孩摇 儿摇 参

孩儿参别名童参, 多年生草本植物, 高 10 ~ 20

厘米。 块根纺锤形, 淡灰黄色。 茎细弱, 直立, 常

单生。 叶形多变, 花期披针形, 花后渐增大成卵形或宽卵形, 成轮状, 两面无

毛, 叶柄长 1 ~ 10 毫米。 花二型, 普通花单生茎顶或腋生, 萼片 5 枚, 狭披针

形, 长约 5 毫米, 边缘膜质, 背面被柔毛; 花瓣 5 枚, 白色, 狭矩圆形, 长约 6

毫米; 雄蕊 10 枚; 子房卵形, 花柱 3 枚; 闭锁花生茎下部叶腋, 萼片 4 枚, 无

花瓣。 蒴果近球形, 含数粒种子; 种子肾形, 黑褐色, 表面具乳头状突起。 花

期 6 ~ 7 月, 果期 7 ~ 8 月。 生于山坡草地、 林下阴湿处。 分布于我国东北、 华

北、 西北、 华中、 华东以及朝鲜、 日本。

羽叶点地梅

羽叶点地梅,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生于高山草甸、 山坡草丛中、

河滩砂地或山谷阴处。 海拔 2800 ~ 4500 米。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花葶高 3 ~ 9

厘米。 叶基生, 沿中脉疏被长柔毛, 羽状深裂, 裂片线形, 全缘或具不整齐的

疏齿; 叶柄疏被长柔毛。 伞形花序着生于花葶端; 苞片线形, 疏被柔毛, 花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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