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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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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认识绿色朋友

第一节　植物的特点

植物具有光合作用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可以借助光能及动物

体内所不具备的叶绿素水、矿物质和二氧化碳生产食物，在释放氧气

以后，剩下葡萄糖（含有丰富能量的物质），作为植物细胞的组成部分。

植物有明显的细胞壁和细胞核，其细胞壁由葡萄糖聚合物———纤

维素构成。

据悉，所有植物的祖先都是单细胞非光合生物，它们吞食了光合

细菌，二者形成一种互利关系：光合细菌生存在植物细胞内（即所谓的

内共生现象）。最后细菌蜕变成叶绿体，它是一种在所有植物体内都

存在却不能独立生存的细胞器。

植物通常是不运动的，因为它们不需要寻找食物。

大多数植物都属于被子植物门，是有花植物，其中还包括多种

树木。

第二节　植物器官介绍

一般说来，植物具有六大器官：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其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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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茎、叶主要提供植物所需的营养；花、果实、种子的作用是进行

繁殖。

一、根（ｒｏｏｔ）

植物的地下部分，主要起固着和吸收作用，同时还有合成和贮藏

有机物质以及进行营养繁殖的功能。

根上不生长叶和花，它虽然和茎一样有分枝，但分枝（侧根）来源

不同。藻类和苔藓植物没有根，蕨类植物中最原始的松叶蕨、梅西蕨

和古代最早的陆生化石莱尼蕨也没有真正的根，只在地下的根状茎上

有具吸收功能的假根；大多数现存的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才有真正根的结构。

根系　一株植物全部根的总称。种子萌发后，由胚根发育的根，

称为主根。

主根　大多数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的主根继续生长，明显而发

达。由主根及各级侧根组成的根系，称为直根系。单子叶植物的主根

在生长一个短时期后，即停止生长而枯萎，并由茎基部节上产生大量

不定根，这些不定根也能继续发育，形成分枝，整个根系形如须状，故

称须根系。大多数蕨类植物的根系，也是由不定根所组成，这些不定

根从茎、根状茎发育而来。

须根　根系在土壤中伸展的范围及根量的多少，与植物种类和外

界环境，如土壤的结构、通气程度以及水分状况等有关。一般直根系

伸入土壤的深度，大于须根系。大多数木本植物的主根深达１０—２０

米，某些生长在干旱沙漠地区的植物，如骆驼刺的根系可伸入土层达

２０米之多。禾本科植物的须根系入土较浅，一般仅２０—３０厘米。木

本植物根系在土壤中的伸延范围，直径可达１０—１８米，常超过树冠的

好几倍；草本植物如南瓜为６—８米；禾谷类植物仅４０—６０厘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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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的“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等，都说明植物地下部分的根

系，与地上部分的茎、叶等器官的生长密切相关。在农业生产上，常用

控制水、肥及光照强度来调整作物的根冠比（即根系的干重或鲜重与

地上部分的干重或鲜重之比），以达到作物丰产的目的。

根的变态

有些植物的根，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

化，这种变化称为变态。变态是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这种特性形成

后，相继遗传，成为稳定的遗传性状。常见的变态根有：

萝卜

肉质根　如萝卜、胡萝卜、甜菜的变态根。它

们是由主根以及胚轴的上端等部分膨大形成，在肥

大的主根中，薄壁组织细胞内贮存大量养料，可供

植物越冬和次年生长之用。这部分也是食用的

部分。

块根　植物侧根或不定根膨大而成。这种变

态根不像萝卜等，每株只形成一个肉质根，而是一

株可以形成许多膨大的块根。常见的如甘薯的

块根。

红薯

气生根　是生长在空气中的一种变态根，如榕树的枝干上长出许

多不定根，可以一直垂入到土壤。此种气生根没有根毛和根冠，不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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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养分，但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也有呼吸的功能。由于气生根扎

入土内起了支持作用，使榕树树冠得以发展，故有“独木成林”之感。

热带森林中的许多兰科植物也有发达的气生根。气生根因作用不同，

又可分为呼吸根、支柱根、攀缘根和吸器。

一些生活在沼泽、海滩的植物，其地下部分生活在缺氧环境中，如

落羽杉和海桑树等，在树的主干附近，从土壤或水中伸出许多根来，这

些根的结构特殊，内部有许多气道，这些根主要是起呼吸和通气作用，

故有呼吸根或通气根之称。

高山榕

支柱根　最典型的例子是玉米，从茎基部的几个节上长出许多不

定根，并向下伸入土中，不仅能吸收水分和无机盐，而且此种根的机械

组织发达，能起到稳固茎干的支持作用。

常春藤和凌霄花等植物的细长茎上，生有无数不定根，并以其将

自身固定在墙壁或其他植物茎干上，这类变态根叫做攀缘根。

寄生生活的被子植物，如菟丝子，它的茎缠绕在寄主的茎上，并生

出许多吸器，吸器伸入寄主茎的内部组织，它们的维管组织与寄主的

维管组织相连接，以此可吸收寄主的水分和养料。

菌根和根瘤　许多植物的根系与土壤中的微生物建立了共生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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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植物体上形成菌根或根瘤。某些种子植物的根与土壤真菌共生

所形成的共生体，称为菌根。根据真菌对寄主皮层细胞浸染的情况，

又分为外生菌根和内生菌根两种类型。外生菌根，真菌形成一鞘层，

即菌丝罩，整个包裹着幼根的外部，只有少数菌丝侵入到根皮层的细

胞间隙中，如松树、栎树等。内生菌根，真菌形成不明显的罩子，而大

部分菌丝均侵入到根部皮层的细胞内部，如兰属、草莓等。菌根真菌

的菌丝如同根毛一样，起吸收水分与矿质营养的作用。还能将土壤中

的矿质盐和有机物质，转变为易于寄主吸收的营养物质以及可制造维

生素等，供给根系。而寄主植物分泌的糖类、氨基酸及其他有机物质

又可供真菌生活，因此两者为共生关系。

豆科植物与根瘤细菌的共生体，即为根瘤。根瘤的维管束与根的

维管柱连接，两者可互通营养，一方面豆科植物将水分及营养物质供

给根瘤细菌的生长；另一方面根瘤细菌也将固定合成的铵态氮，通过

输导组织运送给寄主植物。

生理功能

根不仅是一个吸收水分与矿质盐的主要器官，而且也是一个转化

和合成营养的地方，代谢活动异常活跃。

根对水分的吸收　根系从土壤中吸收水分的最活跃部位，是根端

的根毛区。通常仅由根系的活动而引起的吸水现象，称为主动吸水，

而把由地上部分的蒸腾作用所产生的吸水过程，称为被动吸水。

根对矿质营养的吸收　根系从土壤中吸收矿物质是一个主动的

生理过程，它与水分的吸收之间，各自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根部吸

收矿质元素最活跃的区域是根冠与顶端分生组织，以及根毛发生区。

土壤中的各种离子先吸附在根表面，然后经能量转换与酶的作用，通

过细胞膜进入细胞中，再由细胞间的离子交换、进入维管柱的木质部

导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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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对地上部分生长发育的影响　根系不仅将植物的地上部分牢

固地固着在土壤中，从土壤吸收大量水分和矿质营养，供给地上部分

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根部还能进行一系列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转化。

其中包括有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如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和脯氨酸等；

各类植物激素，如吲哚醋酸、细胞分裂素类，以及少量的乙烯等。根还

能从土壤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固定，借助于特种酶和丙酮酸的作用，转

变为苹果酸，然后转运到地上部分，参加叶子的光合作用。

二、茎（ｓｔｅｍ）

植物地上部分的骨干，上面着生叶、花和果实。它具有输导营养

物质和水分，以及支持叶、花和果实在一定空间的作用。有的茎还具

有光合作用、贮藏营养物质和繁殖的功能。

形态

茎上着生叶的位置叫节，两节之间的部分叫节间。茎顶端和节上

叶腋处都生有芽，当叶子脱落后，节上留有痕迹叫做叶痕。这些茎的

形态特征可与根相区别。

大多数种子植物茎的外形为圆柱形，也有少数植物的茎有其他形

状，如莎草科植物的茎呈三角柱形，唇形科植物茎为方柱形，有些仙人

掌科植物的茎为扁圆形或多角柱形。在木本植物茎的外形上，还可以

看到芽鳞痕，可以看出树苗或枝条每年芽发展时芽鳞脱落的痕迹，从

而可以计算出树苗或枝条的年龄。

生长方式

不同植物的茎在适应外界环境上，有各自的生长方式，使叶能在

空间展开，获得充分阳光，制造营养物质，并完成繁殖后代的作用，产

生了以下４种主要的类型。

直立茎　大多数植物的茎直立向上生长，如松、柏、杨、柳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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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色乌头

缠绕茎　幼小时期较为柔软，不能直立，用

茎干缠绕于支持物上升。各类植物有一定的缠绕

方向，有的是左旋，即依反时针方向旋转，如菜豆、

牵牛花、茑萝、马兜铃等；有的是右旋，即依顺时针

方向旋转，如忍冬、葎草等。此外，有的植物的茎

既可左旋，也可右旋，称为中性缠绕茎，如何首乌

的茎。

攀援茎　茎幼小时较为柔软，不能直立，以

特有的结构攀援支持物上升。按攀援结构的性

小牵牛

质，又可分为５种；以卷须攀援，如南瓜、豌豆、葡萄

的茎；以气生根攀援，如常春藤、洛石、薜荔的茎；

以叶柄攀援，如旱金莲、铁线莲的茎；以钩刺攀援，

如白藤、猪殃殃的茎；以吸盘攀援，如爬山虎的茎。

有缠绕茎和攀援茎的植物统称藤本植物。热

带、亚热带森林里藤本植物特别茂盛，形成森林内

的特有景观。

匍匐茎　茎细长，而又柔弱，蔓延生长在地面

上，如甘薯、草莓等的茎。

分枝类型

茎的分枝是普遍现象，能够增加植物的体积，

充分地利用阳光和外界物质，有利繁殖新后代。各种植物分枝有一定

规律。

二叉分枝　这是比较原始的分枝方式，分枝时顶端分生组织平分

为两半，每半各形成一小枝，并且在一定时候又进行同样的分枝，因此

这种分枝统称二叉分枝。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具这种分枝方式。

单轴分枝　顶芽不断向上生长，成为粗壮主干，各级分枝由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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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依次细短，树冠呈尖塔形。多见于裸子植物，如松杉类的柏、杉、水

杉、银杉；以及部分被子植物，如杨山毛榉等。

合轴分枝　茎在生长中，顶芽生长迟缓，或者很早枯萎，或者为花

芽，顶芽下面的腋芽迅速开展，代替顶芽的作用，如此反复交替进行，

成为主干。这种主干是由许多腋芽发育的侧枝组成，称为合轴分枝。

合轴分枝的植株，树冠开阔，枝叶茂盛，有利接受充分阳光，是一种较

进化的分枝类型。大多见于被子植物，如桃、李、苹果、马铃薯、番茄、

无花果、桉树等。

假二叉分枝　叶对生的植株，顶端很早停止生长，成为两个。开

花以后，顶芽下面的两个侧芽同时迅速发育成两个侧枝，很像是两个

叉状的分枝，称为假二叉分枝。这种分枝，实际上是合轴分枝的变型，

与真正的二叉分枝有根本区别。假二叉分枝多见于被子植物木犀科、

石竹科，如丁香、茉莉、石竹等。

茎的类型

茎的类型与植物的生活期长短有关系。

寿命长的植物，茎里有维管形成层，能够形成坚硬的木质部，增强茎

的坚固性，这类植物就是乔木或灌木。乔木的特性在于茎为粗大的主

干。灌木的特性，在于离地面处同时有粗细相似的分枝，分不出主干。

寿命短的植物，只在茎的基部有少量木质部，因此茎干软弱，这就

是草本植物。草本植物的茎有多种类型：灌木状草本植物茎的上部是

草本的，下部是木本的。一到冬季，草本部分全部死亡，如艾属、金丝

桃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极短的木质化的茎，从而连续多年产生新的

草本茎，如大丽菊、百合、桔梗。二年生草本植物仅能生活两年，茎基

部能越冬，从而在第二年春季再生直立草本的茎，开花结果后全株死

亡，如萝卜、胡萝卜、甜菜。一年生草本植物只能生活一个生长季，在

短期内开花结果，完成生活史，全株死亡，如荠菜、玉米、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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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绣线菊

茎的变态

植物在长期系统发育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变迁，引起器官形成某

些特殊适应，以致形态结构发生改变，叫做变态。茎的变态，有两种发

展趋向：变态部分有的特别发达，有的却格外退化。不过无论发达或

退化，变态部分都保存茎特有的形态特征。变态茎可分为两大类型：

地下变态茎和地上变态茎。

地下变态茎　变态茎生长在地下，总称地下茎，共有４种类型：

根状茎　像根一样横卧在地下。莲的地下茎又称藕，节特别细，

节间粗大，可供食用。狗牙根、白茅是常见的田间杂草，根状茎繁殖力

很强。

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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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茎　顶部肥大，有发达的薄壁组织，贮藏丰富的营养物质，如马

铃薯块茎具螺旋排列的腋芽；菊芋（洋姜）、半夏、甘露子（草石蚕）等都

有块茎。

球茎　变态部分膨大成球形、扁圆形或长圆形，有明显的节和节

间，有较大的顶芽，荸荠、慈姑、芋的变态茎都是球茎。

鳞茎　变态茎极短，呈盘状，其上着生肥厚的鳞片状鳞片叶，营养

物质贮藏在鳞片叶里，如洋葱、水仙。

地上变态茎 　地上的变态茎，多是茎的分枝的变态。有４种

类型：

珊瑚藤

卷须　地上枝的变态，多见于藤本植物，缠绕于支柱物上，牵引植

物向上攀援生长。

茎刺　分枝或芽的变态，其中的维管组织相连，所以与皮刺不同，

如皂荚。

叶状茎　茎扁化成叶状，但有明显的节和节间，叶片退化，如竹节

蓼、假叶树、天门冬等。

肉质茎　茎绿色，肥大多浆液，薄壁组织特别发达，适于贮藏水

分，并进行光合作用。叶片高度退化或成刺状，借以降低蒸腾作用，所

以适于生长在干旱地区，如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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