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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新世纪，科学技术
正以人类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
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未来。
《科普知识百科全书》结合当前最新的知识理论，

根据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特点，向青少年即全面又具
有重点的介绍了宇宙、太空、地理、数、理、化、交
通、能源、微生物、人体、动物、植物等多方面、多
领域、多学科、大角度、大范围的基础知识。内容较
为丰富，全书涉及近 100 个领域，几乎涵盖了近 1000
个知识主题，展示了近 10000 多个知识点，字数为
800 多万字，书中内容专业性强，同时又易于理解和
掌握，每个知识点阐述的方法本着从自然到科学、原
理、论述到社会发展的包罗万象，非常适合青少年阅
读需求。该书是丰富青少年阅历，培养青少年的想象
力、创造力，加强他们的探索兴趣和对未来的向往憧
憬，热爱科学的难得教材，是青少年生活、工作必备
的大型工具书。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注意难易结合，强调内容的
·Ⅰ·



差异特点，照顾广大读者的理解力，真正使读者能够
开卷有益，在语言上简明易懂，又富有生动的文学色
彩，在特殊学科的内容中附有大量图片来帮助理解，
具有增加知识，增长文采的特点，可以说该书在当今
众多书刊中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该书编撰得到了各部门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从该书的框架结构到内容选择; 从知识主题的阐述到
分门别类的归集; 从编写中的问题争议到书稿最后的
审议，专家、学者都提供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
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知识性和普及性。

本书采用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办法编写，在编
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本书编写
过程中，我们参考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谨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尽管我们尽
了最大努力，书中仍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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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起源

正是寻求各种可食植物的努力，促使人类逐渐获得了对各
种可食植物和许多不可食植物的种种经验和知识，慢慢地，随
着人类植物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原始的农业诞生了。

人们普遍认为，原始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不过 1
万年的历史。从人类的整个历史来看，1 万年前已经是距现代
很近的事了。

人们当初是怎样开始驯化野生植物、学会栽培的呢? 由于
遗留下来的古代资料比较少，我们现在了解的还很不够，根据
已有资料显示，原始人类进行植物驯化活动主要是从采集食用
种子 ( 包括植物的根茎等) 开始的。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
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中，还保存着原始的氏族社会采集经
济的痕迹———人们在他们的居室内发现了陶罐盛装的粟粒，并
且还有窖藏的粟堆。这清楚地证明，远在 6000 年以前，我们
祖先的生活便离不开谷物了。

应该承认，人们通过播种和栽培植物来保证获得大量食
物，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在这以前，男人们四出去捕鱼
打猎，以作为人们食物的来源。但是，仅仅靠渔猎获得食物并
不是那么可靠的，为了不饿肚子，女人们就在居住点附近寻找
一些可以充饥的东西作为补充。她们从草丛中搜集种子，从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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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采集果实，还从土壤里挖掘可以吃的根、块茎和球茎等。有
的时候，人们无意中掉在地上或者因吃不完而埋藏在土里的植
物种子竟然发了芽，并在那里生长起来。后来，人们终于认识
到: 如果把种子撒到土壤里，植物就能够发芽生长，还会产生
更多的种子，这样就可以不必费很多时间跑很远的路去采集
了。

经过了无数代人的观察和探索，人类关于植物种植的知识
终于积累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大约在 1 万多年以前，人们便开
始有意将一些植物的种子播撒在土壤里，让它们生长、开花、
结果。人们发现，运用这种方法比到处寻找采集既方便、又可
靠，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种植技术”。到新石器时代，人们终
于将一些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逐步驯化培育成为更符合人类
要求的栽培植物，使野草慢慢变成了人们需要的作物，原始农
业终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原始的农业被称为“刀耕火种农业”，因为那时候人们赖
以生产的工具主要是石器和火。人们用简陋的石斧之类的原始
工具将树丛砍倒，把枝叶丢弃在地上晒干以后，连同地面的野
草一并烧掉，然后在地面上撒上植物种子，或者用石锄、削尖
的木棒之类的工具在地上挖坑播种，任其生长。作物成熟后，
人们用石镰或蚌镰等工具割下谷穗，再用石磨或石碾加工成可
口的食物。后来，人们又逐渐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石耜和石犁等
农具，并认识到经过人为耕锄的土地会明显改善作物的生长，
增加收成，于是，原始农业就发展成为“耕锄农业”。

在植物中，最早受人们青睐的是一些籽粒好吃又容易保存
的禾谷类植物的种子，其中粟就是最早被原始人类驯化的栽培
植物之一，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
已经有 7000 多年的粟粒，除此之外，我国的考古学家还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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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江西、湖北、广东，安徽、河南、云南等地发现了碳化的
稻谷，其年代距今都在 4000 ～ 7000 年之间。类似的发现在国
外也有很多报道，可见，在六七千年以前，当时的人们对于这
些禾谷类植物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那么，是不是这些植物一开始就是非常适宜于种植呢? 并
不是。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植物的开花结实期和
种子成熟期是不一致的，有些种子还要通过休眠才能够发芽，
而且种子发芽也都不是很整齐的，这就是野生植物的 “野
性”。野生植物的这种 “野性”是长期适应自然的进化的结
果，是野生植物争取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法宝，但是对于植物栽
培来说，这些性状就不符合人们的要求了，于是，我们的祖先
就对它们进行了改造。

通过人工选择和栽培，人们使植物对人类有利的性状逐渐
突出，而不受欢迎的性状逐渐消失，使野生植物逐渐向着有益
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其实，原始人类所种植的栽培植物与现在
我们所种植的同类植物许多方面已经大不相同，有的甚至
“面目全非”了，当我们吃着硕大、甜美的梨或苹果时，你肯
定不会相信它们的祖先仅仅是一些又酸又涩、既硬且小的果
实; 而现在播种后发芽整齐、种子成熟一致、非常便于人们收
获和栽培管理的禾谷类，其祖先不过是一些果穗脆弱、籽粒成
熟期不一致、成熟后又很容易散落的 “杂草”罢了; 豆类的
野生祖先，其荚果成熟后几乎全部自行裂开，把种子全部散播
掉了，根本无法大面积收集; 我国的芍药、牡丹富丽华贵，其
中牡丹又被我们定为“国花”，而在很早以前，它们的祖先却
是很不中看的; 还有，菜豆的祖先富含有剧毒的氰化物，这样
才会免得它具有高蛋白的种子给动物们吃掉，因此人们在驯化
时就选择了含这类有毒物质少的品种; 与此相反，原始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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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只在幼叶中含有烟碱，人们因为需要，选择就偏重于提高
其烟碱含量，并使其叶子在整个生长期中都含有这种生物碱

再譬如，番茄又叫西红柿，是现今人们非常喜爱的蔬菜之
一。番茄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北部，随着新大陆的发
现，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了欧洲。当年，首次见到这种植物的
希腊人说它是 “狐狸吃的桃子”，英国人怀疑吃了它会得绝
症，更有不少人认为它有毒，所以都不敢尝试去吃。说实话，
如果我们看到番茄当年的外貌，也不会对它有多大兴趣的。因
为它的枝叶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果实也很小，又有棱角，而且
种籽还很多。但是，经过了人们的长期培育以后，番茄的果实
由小变大，外形由多角变为圆形，果肉变厚，种籽也变少了，
逐渐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样子。谁会想到，当年如此
“丑陋”的番茄，居然会有朝一日风靡全世界，成为人们喜欢
的日常蔬菜呢!

这些变化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却是我们的祖先付出了多
少劳动、流出了多少汗水、又历经了多少代人的努力才得到
的。

现今，世界上许多主要的农作物，如小麦、大麦、水稻、
玉米、甘蔗、亚麻、棉花和多种蔬菜、豆类等等，都是在很早
很早以前的原始社会就被人们所种植了。现在，人类赖以生存
的栽培植物共约 2000 种 ( 不包括观赏植物) ，这些栽培植物
在 1 万多年以前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可见，在利用野生植物
方面，我们的祖先付出了多少难以数计的艰辛，显示了多么不
可思议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4·



农业园艺知识·

☆

科
普
知
识
百
科
全
书

☆

陆地上最早的植物

大家知道，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是在海洋里，后来逐渐
“爬”上了陆地，陆地上才有了植物。可是，哪一种植物最先
登上陆地的呢? 一涉及到这个具体问题，分歧就大了。有人认
为最先登陆的是裸蕨类植物，其理由是这种植物有维管束，它
可以把水分输送到植物体的各个部位，供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和
蒸腾作用。它们把有无维管束作为判断是不是陆地植物的标
准。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认为，自从裸蕨出世 500 万年以后，
便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类是工蕨属挺水植物，在长期进化过
程中，把光秃无叶的枝茎表面细胞突出体外，像突起的鳞片，
逐渐变成小型叶的公类植物和楔叶类植物; 另一类是莱尼属植
物是生长在沼泽地中的半陆生植物，逐渐朝着大叶型方向演
化，最后形成真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

有人认为最早的陆生植物应该是苔藓。持这种观点的人认
为，因为陆地上最早的植物比较原始，不一定非有维管束不
可。尽管苔藓类植物的体内结构比较简单，输导组织不发育或
不甚发育，但是，植物界从苔藓开始已出现颈卵器与精子器，
这是一种保护生殖细胞的复杂的有性生殖器官，尤其是在颈卵
器中能发育成幼态植物———胚，胚才是陆生植物特有的象征。

有人认为最早登陆的植物是藻类。持这种观点的人着眼于
植物的光合作用。科学家们从藻类中已经发现叶绿素、岩藻黄
素、藻红素和藻蓝素等多种光合色素，其中绿藻门类植物所含
的色素种类及组成比例与陆地植物的光合色素比较一致，而且
细胞内的贮藏物质也都是淀粉。由此推论，最先登陆的植物应
该是绿藻门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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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假说，还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要想揭开先
登陆植物之谜，还需要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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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与光合作用

绿色植物要生存，要繁衍，就必须进行新陈代谢，而要进
行新陈代谢就必须利用能量，这个能量就是从自然界中最常见
的、最普遍的太阳光中获得的。植物正是利用阳光提供的能
量，来完成自然界中最伟大的合成作用———光合作用。

事实上，由于经过长期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和进化，不同的
植物对光的要求也不同。有很多植物只有在较强的光照下才能
健壮生长，在阴暗的地方则会发育不良、生长缓慢，这类植物
人们叫做阳生植物。我们所见到的许多高大乔木都是阳生植
物，例如松、杉、杨、柳、桦、槐等。它们为了获得充足的阳
光照射，都努力向空中伸展身姿，接受阳光的洗礼。此外，一
般的农作物也都是阳生植物，例如我国北方农民普遍种植的小
麦、玉米、棉花等等。阳生植物大多生长在空旷的地方，它们
的枝叶一般较疏松，透光性比较好; 植株的开花结实率也比较
高，生长快。还有，阳生植物的叶片质地较厚，叶面往往有角
质层或蜡质层用来反射光线，以避免特强光线的损伤。它们的
气孔通常小而密集，叶绿体个头小，但是数量很多。尤其有趣
的是，阳生植物叶部的叶绿体在细胞中的位置是可以改变的!
当光照过于强烈时，叶绿体就会排列在光线射来的平行方向，
以减少强光的伤害; 当光照较弱时，叶绿体的排列又可以与光
线射来的方向成直角，以增强照射在叶绿体上的光照强度，进
行有效的光合作用。你看，小小的绿色的叶子也有着自己生存
的智慧唰

还有一些植物则喜欢生长在光线较弱的地方，它们在弱光
下反而比在强光下生长发育得更好，对应于阳生植物，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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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就被人们叫做阴生植物。森林中高大树木下生长的许多草
本植物、蕨类植物、药用植物以及山毛榉、红豆杉等等，都是
胡生植物。当然，称它们为阴生植物，并不是说这类植物对光
照的要求越弱越好，它们对弱光的要求也是有一个最低限度
的。如果光照低于这个限度，这类植物也不会进行正常的生长
和发育，所以阴生植物要求较弱的光照强度也仅仅是相对阳生
植物而言的。阴生植物的叶片大都比较平展，叶的上部接收的
阳光比较多，叶子上面的颜色较深。阴生植物的叶镶嵌现象特
别明显，叶柄有长有短，叶形有大有小，每一片叶子都能充分
利用空间，以便更充分地利用阳光。对于这些植物而言，如果
光照过强，就会出现植株生长缓慢、叶片变黄、严重时叶子甚
至会出现“灼斑”，影响这类植物的生存。因此，在引种这类
阴生植物时，如果环境光照较强，就必须采取遮蔽措施来减少
植物受到的光照，保护植物顺利生长。

光照对植物的开花也有很重要的影响。科学家们认为，日
照强度对植物的开花有决定性的影响。有些植物开花需要较长
时间的日照，这样的植物叫做长日照植物，例如作物中的冬小
麦、大麦、菠菜、油菜、甜菜、萝卜等; 有些植物需要较短的
日照长度才会开花，这样的植物类型叫做短日照植物，常见的
这类植物有苍耳、牵牛、水稻、大豆、玉米、烟草等。

利用光对植物开花作用的机理，园艺师们就可以通过人为
的延长或缩短日照时间，促使植物在我们需要的时间开花。举
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大家经常见到的植物菊花是一种典型的短
日照植物，一般都是在秋季才开花的。现在，人们经过人工处
理 ( 遮光成短日照) ，在六七月份也可以让菊花开出鲜艳的花
朵来! 如果人为的延长光照，还可以使花期延后，让我们在寒
冷的春节欣赏到刚刚盛开的美丽的菊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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