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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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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植物

寄生植物

不含叶绿素或只含很少、不能自制养分的植物，约占世界上

全部植物种的十分之一。这类植物当中，一类是腐生植物，主要

为细菌和真菌。它们以死亡的或正在分解的生物或在附近生长

植物的死亡部分作为养分来源。水晶兰就是很少几种开花的腐

生植物之一。透明的水晶兰繁茂地生长在被分解的树叶上，真

菌包围着它的根，并以消化森林中的枯枝落叶得来的养分供应

它。与这些腐生者相反的是许多寄生植物，它们只以活的有机

体为食，从绿色的植物取得其所需的全部或大部分养分和水分。

而使寄主植物逐渐枯竭死亡。它们是致命的依赖者，植物界的

寄生虫。

寄生植物家族中，有许多是恶性杂草。“破门而入”的菟丝

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它专门喜欢寄生在荨麻、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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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一类的农作物上。春天，菟丝子种子萌发钻出地面，形成一

棵像“小白蛇”的幼苗。一旦碰上荨麻等寄主的茎后，马上将寄

主紧紧缠住，然后顺着寄主茎干向上爬，并从茎中长出一个个小

吸盘，伸入到寄主茎内，吮吸里面的养分。这样，它就和寄主长

到一块了。不久，其根退化消失，叶子则退化成一些半透明的小

鳞片，而主茎却生长迅速，一个劲儿地抽生出许多“小白蛇”似的

新茎，密密缠住寄主。寄主渐渐凋萎夭折，成为菟丝子的牺牲

品。而菟丝子却长出一串串花蕾，陆续开放出粉红色的小花，结

出大量种子，撒落在地下。一株菟丝子，可以结出３万颗种子！

好惊人的繁殖能力！翌年春天，它又会繁殖出新一代，继续作

恶，危害其他植物。我国南方有一种分布广、危害严重的藤本寄

生杂草叫无根藤，和菟丝子“长相”相似，常寄生在乔木、灌木及

草本植物上。

在我国内蒙的乌兰布通沙漠、宁夏的腾格里沙漠和新疆的

准噶尔沙漠等地，生长着两种著名的药用植物———肉苁蓉和锁

阳。这是两种寄生在宿主植物根上的植物。

肉苁蓉是多年生肉质草本植物，其寄主很多，有梭梭、红沙、

盐爪爪和柽柳等，尤其喜欢寄生在梭梭这种耐旱木本植物的根

上。肉苁蓉真怪，一生中有三到五年是埋在沙土里生长的。出

土后生长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它的茎黄色，高８０～１５０厘米，

肉质肥厚且不分枝，叶子则退化成肉质小鳞片，无柄，密集螺旋

排列在茎上。５月间从茎顶端抽出穗状花序。肉苁蓉露出地面

的部分，几乎都由花序组成。开花结果后，结出大量细小的种

子。种子随着风沙一起飞扬，一旦深入土层与寄主根接触，便得

到寄主根分泌物的刺激，加上适合的温度，就开始萌发，开始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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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的寄生生活。

锁阳也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全身无叶绿素，茎肥大肉质，

呈黑紫色圆柱状，基部较粗，埋于沙中。叶退化成鳞片状，散生

在花茎上。茎顶是一个圆棒状的穗状花序。开花结果期很短，

而种子发育又需要大量养分和水分，粗壮多汁的肉质茎恰好担

任了这个“角色”。果实球形，每株锁阳能结出二、三万个果实，

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了。锁阳果实微小，但寿命却很长。把它

放在室内保存１２年后，仍有寄生的本领。原来，它的果皮非常

结实，对严酷环境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塔里木盆地的砾石戈壁

上，阳光强烈，白天地表温度高达７０℃以上，锁阳和肉苁蓉的种

子仍可在那里顽强生长、繁殖。锁阳喜欢寄生在固沙植物白刺

的根上，也寄生在优若黎、盐爪爪和河冬青等植物的根上。

肉苁蓉是我国沙漠地区特有的名贵药材，也是传统的药用

植物，早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就被列为滋补药草，具有养筋补肾

之功效。锁阳也可全草入药，可补肾壮阳、润肠通便，还因其含

淀粉可食用充饥，制糕点等。

水中居民

植物界的水中居民是人们熟知的水生植物。在江河、湖泊

里，水生植物是十分丰富的。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爽甜脆嫩

的荸荠，别具风味的茭白、慈姑，水乡名产的菱、莼菜、芡实，廉价

饲料水葫芦、水花生，禽畜饲料浮萍，还有水下栖生的眼子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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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藻、狐尾藻、苦草等等。这些植物生活在过量的水环境中，与

陆地环境迥然不同。水环境具流动性，温度变化平缓，光照强度

弱，氧含量少。水生植物是怎样适应于水环境的呢？

水环境里光线微弱，然而水生植物的光合性能并不亚于陆

生植物。原来，水生植物的叶片通常薄而柔软，有的叶片细裂如

丝呈线状，如金鱼藻；有的呈带状，如芳草。水车前的叶子宽大、

薄而透明。叶绿体除了分布在叶肉细胞里，还分布在表皮细胞

内，最有趣的是叶绿体能随着原生质的流动而流向迎光面。这

使水生植物能更有效地利用水中的微弱光。黑藻和狐尾藻等沉

水植物，它们的栅栏组织不发达，通常只有一层细胞，由于深水

层光质的变化，体内褐色素增加呈墨绿色，可以增强对水中短波

光的吸收。漂浮植物，浮叶的上表面能接受阳光，栅栏组织发育

充分，可由５～６层细胞组成。挺水植物的叶肉分化则更接近于

陆生植物。

水中氧气缺乏，含氧量不足空气中的１／２０，水生植物要寻

找和保证空气的供应，因此那些漂浮或挺水植物具有直通大气

的通道。如莲藕，空气中的氧从气孔进入叶片，再沿着叶柄那四

通八达的通气组织向地下根部扩散，以保证水中各部分器官的

正常呼吸和代谢的需要。这种通气系统属于开放型。沉水植物

金鱼藻的通气系统则属于封闭型的。其体内既可贮存自身呼吸

所释放的二氧化碳，以供光合作用时之需，同时又能将光合作用

所释放的氧贮存起来满足呼吸时的需要。

水生植物很容易得到水分，因而其输导组织都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退化。特别是木质部更为突出。沉水植物的木质部上留

下一个空腔，被韧皮部包围着。浮水植物的维管束也相当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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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池塘和湖泊中，常可见到各种浮水植物安静地漂浮于水

面。它们借助于增加浮力的结构，使叶片浮于水面接受阳光和

空气。如水葫芦，它的叶柄基部中空膨大，变成很大的气囊。菱

叶的叶柄基部也有这种大气囊。当菱花凋落的时候，水底下就

开始结出沉沉的菱角。这些菱角本来会使全株植物没入水中，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叶柄上长出了浮囊，这就使植物摆脱了没顶

的危胁，而且，水越深，叶柄上的浮囊也就越大。

千姿百态的水生植物，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与

水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从而繁衍不息，在整个植物类群中，

占据一定的位置。

旱生植物

水，是植物的生命之源，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植物壮，

但自然界的许多植物，却生长在异常干旱的逆境中，它们是如何

面对干旱而顽强地生存呢？

一类植物变得特别能吸水贮水，成为多浆液的旱生植物。

在长期干旱逆境中生活的结果，它们的根、茎、叶的薄壁组织逐

渐转变成了贮水组织，成了它们的内部贮水池。

有一种草花，叫大花马齿苋，俗称“死不了”，与马齿苋同属

一个科。这种植物大量贮藏水分的器官是它那肉质多汁的茎及

碧绿圆柱形的肉质叶，无论怎样的酷暑烈日，也休想把花晒干。

它在干旱的土壤中顽强地生活着，开出一朵朵红的、黄的、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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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颜色的花朵，由此获得“死不了”的称谓。

在澳大利亚有旱季的热带地区，常可看到被称为瓶子树的

澳洲梧桐，这是一种奇特的树。它那高达数米的树干中部膨大，

上、下较细，形似一只巨大的花瓶。原来，瓶子树在雨季时大量

吸收水分，把多余的水贮存在膨大的树干中，到了旱季，就用贮

存在树干中的水来“解渴”，这真是一种巧妙的抗旱方法。无独

有偶，在南美洲有旱季的地区，有一种被称为“纺锤树”的木棉科

落叶乔木。它的树干中部也像瓶子一样膨大，也有在雨季时吸

水贮于其中，供旱季使用的耐旱本领。

仙人掌一类的肉质植物，不但是贮水的能手，还是节水的模

范。如北美沙漠中的一棵高１５～２０米的仙人掌，可蓄水２吨以

上。这类植物不但贮水多，利用得还特别经济。有人做过这样

一个实验：把一个重达３７．５千克的大仙人球放在房间里不浇

水，每过一年，称称它的重量，６年后，它一共才蒸腾了１１千克

水分，而且水分的蒸腾量一年比一年少。

上述这类多浆液植物多属于仙人掌科、大戟科和景天科，在

中、南美洲和南非洲的某些沙漠里分布很广泛，特别是多种多样

的仙人掌类，饶有趣味，这类植物由于气孔白天关闭，晚上开放，

光合强度非常微弱，所以它们生长也非常慢。

另外一类旱生植物，不善于贮存水分，因此体内含水量少，

显得又干又硬，成为少浆液的旱生植物，这类植物中，有的叶片

变得很小甚至全部退化成鳞片状，以减少水分的支出。光合作

用则用绿色茎枝来代替。如沙拐枣、梭梭等。少浆液植物还有

很多能减少水分消耗的保护性适应，如叶表面角质化、叶面多绒

毛、蜡质，气孔下陷并有特殊的保护结构等。夹竹桃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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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浆液旱生植物。有一些旱生禾草的叶子在干旱时能卷成筒

状，气孔被卷在里面以降低蒸腾作用。总之，这类植物的叶片具

有一道道牢固的防止蒸腾的“工事”，以尽量减少水分的消耗。

少浆液植物还有根系非常发达的特点。

能迅速而充分地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其中有的种类是主根

很发达，而且扎得很深，最深可达到４０米，有些种类的侧根很发

达，分支多、分布广。

旱生植物不仅以其外部形态特征来适应干旱，更重要的还

在于其内在的生理特征。如细胞的固水、保水能力强，渗透压

高，因此能从极干的土壤中汲取水分，保证水分供应。当然，旱

生植物的耐旱力不是无限的，一旦干旱超过它所能忍受的限度，

仍要受害甚至死亡。

食虫植物

食虫植物在自然界中不但有，而且还不少，初步统计约有

５００多种。食虫植物也具有根、茎、叶和花，与其他植物并没有

特别不同的地方。

那么它们又是怎样捕捉和摄食昆虫的呢？奥秘在于“捕虫

器”上。“捕虫器”是这种植物的叶的变态，形式多种多样：猪笼

草的叶在延长的卷须上部扩大成一瓶状体（捕虫袋），上面还有

半开的盖子，在瓶口附近及盖上生有蜜腺，用来引诱昆虫，使它

们跌入“陷阱”；茅膏菜的捕虫叶则为匙形或球形、表面长有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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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腺毛，腺毛的顶端分泌粘液，当小虫触动叶片上的一些腺毛

时，其他腺毛同时卷曲，将捕获物团团围住；生在水中的狸藻，它

的“捕虫器”又有特色，在它羽状复叶小裂片的基部生有一个球

状的捕虫囊，小囊平时呈半瘪状，它有一个可以开合的口，周围

有触毛。当水中小虫碰到这些触毛，小囊就迅速鼓大，小虫随着

水流吸进囊内，囊口也立即关闭，挡住小虫的出路，捕蝇草则是

依靠将整片叶子合拢起来逮住虫子的。它的叶子以中脉为界，

分为左右两半，像贝壳一样可以随意开合。当贪吃的蚂蚁或其

他小虫子爬到叶子上面去时，叶子两半会在２０～４０秒钟内迅速

闭合，叶缘的刺毛互相交错绞合，把昆虫活活关押在中间……

捕虫器能够捕虫，还有一点是在于它能分泌一种胶性很大

的液汁，昆虫一旦碰上，粘在上面再也休想逃脱。科学家们还发

现，这种液汁里含有胺类物质，对昆虫有强烈的麻醉力，可以使

昆虫昏迷无力而无法挣脱羁绊。昆虫被捉住以后，捕虫器内的

腺体还会分泌出消化液，它含有分解蛋白质的蛋白酶，使虫子被

消化解体，从而被植物“吃”掉。食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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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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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虫器。

不仅种子植物中有食虫植物，在真菌这样的低等植物中也

有食虫植物。如少孢节丛孢菌，它以菌丝形成菌网或菌枝，在它

们的表面上分泌出一种粘液可以粘住线虫，然后又用菌丝侵入

线虫的身体里面，吸食线虫体内的营养。食虫真菌约有５０多

种，它们主要以捕食线虫、轮虫、纤毛虫、草履虫、变形虫等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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