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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同仁们常议当年读书之难，奔波四处，往往求一书而

不得，遂以为今日之憾。忆苦之余，遂萌发组编一套丛书

之念，望今日学生不复有我辈之憾。

现今科教发展迅速，自非我年少时所能比。即便是

个小地方的书馆，也是书籍林总，琳琅满目，所包甚广，一

套小小的丛书置身其中，无异于沧海一粟。所以我等不

奢望以此套丛书贪雪中送炭之功，惟愿能成锦上添花之

美，此为我们奋力编辑的目的所在。

有鉴于此，我们将《科学目击者》呈献给大家。它事

例新颖，文字精彩，内容上囊括了宇宙、自然、地理、人体、

科技、动物、植物等科学奥秘知识，涵盖面极广。对于致

力于奥秘探索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变幻无

穷、具有无限魅力的科学世界。它将以最生动的文字，最

缜密的思维，最精彩的图片，与您一起畅游瑰丽多姿的奥

秘世界，一起探索种种扑朔迷离的科学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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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目击者》所涉知识繁杂，实非少数几人所能完

成，所以我们在编稿之时，于众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多有借

鉴，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时间仓促，纰漏在所难免如果给

读者您的阅读带来不便，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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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常说“桃李满天下”

《诗经》记载“华如桃李”。《尔雅》记载“木之多子者
故从子”。就是说桃李的栽培历史悠久，已有３０００多
年了。

桃李是人们非常喜爱的果品之一。古时曾作为珍品

相送，“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句，意思是桃李虽不会向人们打

招呼，但果香花美，引来无数人观赏、品尝，树下经常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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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连忘返，走出一条条小道。这说明人们十分喜爱桃李。

人们之所以喜爱桃李，还因为桃李树适应力强，比较

耐干旱，品种多而分布广，数量非常大，全世界约有桃李

品种３０００多个。桃李为蔷薇科、核果类落叶性乔木果

树，也有的长成丛状灌木。中国著名的李有榆李、红美

人、芙蓉李、蜜李、大红袍、胭脂李、牛心李等；桃有玉露、

白凤、大久保、五月红、一线红、各类香桃、蜜桃、黄甘桃

等，都中外驰名。

“桃李满天下”除了说明桃李栽培数量多，分布地域

广之外，还另有一层意思。据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记载：狄仁杰荐姚元祟等数十人，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名

臣。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关矣。”后来便

用“桃李满天下”这句成语，比喻一个老师的学生到处都

有。唐代白居易《长庄集·卷三十三·春和令公人绿野

堂种花》中诗曰：“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桃

李则比喻所培养的优秀人才。

桃李遍布天下，倍受人们喜欢的另一个原因是“结果

早，结实好”。民谚说：“桃三李四梨五年。”桃李三四年开

始结果，五六年进入盛期，持续三五十年之久。桃李清香

味美，酸甜适中，又富含碳水化合物，除生食外，还可以制

罐头、酿果酒、果酱、晒桃干、李干、桃脯、李脯，有解渴和

振奋精神之功效。

“朝阳桃子、背阴梨”和“向阳石榴红似火，背阴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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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透心”，这些谚语说明桃、李喜欢阳光，不耐阴湿，宜栽
在土层深厚的朝阳地。桃树是浅根性树种，根系分布较
浅，有大风为害的地方，易发生风倒现象，所以有“迎风
李、背风桃”的说法。

“桃李不接不甜”。桃李树的繁殖采用嫁接方法。培
育优良果树，需要种好砧木。桃树的砧木是山桃；李树是
山杏和杏。山桃、杏和山杏抗逆性强。再选优良桃李品
种作为接穗。许多优良桃、李品种都是通过嫁接后，择优
定向培育出来的。但要注意，桃李虽属同科同属的孪生
兄弟，但不能互相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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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植物能“吃人”

在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人们常听说有毒蛇、巨蟒和
凶猛的飞禽走兽出没，时而伤害人畜。但是在那里有一
种能“吃人”的植物，还鲜为人知。

大家知道，一般有毒的植物，常常是长得非常鲜艳、

娇美。在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有一种植物叫日轮花，它
的叶子长得非常美丽，长０．３米，花生在中央，能发出阵
阵诱人的馨香。表面看来它与一般植物一样，但是如果
有人去碰一碰它的花、叶或茎，就会出现很危险的场面。

这种植物的叶子非常的灵敏，而且力量很大，一旦遇到外
力侵害，就会立刻像鹰爪一样的伸卷过来，把人死死的抓
住。这时，会从花朵周围隐蔽的地方爬出一群大蜘蛛，这
种蜘蛛会疯狂地对人们进行吸吮和咀嚼。

日轮花为什么要为蜘蛛效劳，为它猎取食物呢？这
个大自然的秘密已被人们所揭开。原来，那些大蜘蛛的
粪便，是日轮花生长的特殊养料。因此凡有日轮花的地
方，也就必定有吃人的大蜘蛛，它们相互“利用”，彼此依
存，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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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生长在印尼爪哇岛上的奠柏，它的枝条长长的
一直可以拖到地面上，随风飘扬，如果有人或动物碰到
它，它的枝条也会立刻汇拢起来，把人紧紧缠住。同时它
还分泌出一种黏液。人被勒死尸体腐败后，就成了树的
营养，直到尸体被吃完以后，它的枝条又重新舒展飘扬，

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在非洲中部和美洲南部，还有一种树，树身粗矮，枝
上有一簇簇叶状的枝芽，表面看起来瘦小柔韧，但是它的
芽齿像匕首一样，叶的边缘都是刺。平时，它像铺好的、

挂着绿色的帷幔的卧榻，若有人碰上它，刹那间枝芽跃起
把人的身体严严实实地网在里面，迅速用自己的武
器———“匕首”一样的枝芽，刺入人体，直到吸尽最后一滴
血。然后把尸体抛到一边，再恢复原状。它的主要食物
是昆虫和鼠类，这种奇特的吃人树不属任何已知的植物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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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树干都是圆的

在我们的周围所见到的树木，种类繁多，它们的树
冠、树叶、果实的形状千变万化，有时就是在同一种类中
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
有的树木树干都是圆的。这是为什么呢？

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为了生存，总是朝着对环境最有
适应性的方面发展，千百万年来，植物也是朝着有利于自
己生存的方向发展。树干圆柱形也是自身生长繁衍的
需要。

１．圆柱形具有最大的面积。几何学告诉我们，圆的
面积比其他任何形状的面积来得大，如果有同样数量的
材料希望做成容积最大的东西，圆形是最合适的了，像煤
气管、自来水管、胶管、玻璃管都是圆管形的，实际上这是
对自然现象的一种仿造。

２．圆柱形具有最大的支持力。树木，高大的树冠的
重量全靠一根主干支撑，特别是硕果累累的果树，挂上成
百上千的果实，须有强有力的树干支撑，才能维系生存。

有的果树结果的年龄较迟，像核桃、银杏等常需长

６



＝
＝
－
－
植
物
之
谜
－
－
＝
＝
　

１０多年，甚至几十年才第一次结果，这段时间里主要的
任务是建造自己的体躯。

３．能防止外来的伤害。我们知道，树木的皮层是树
木输送营养物质的通道，皮层一旦中断，树木就会死亡。

而树木是多年生的植物，它的一生难免要遭受到很多外
来的伤害，像动物咬伤、机械损伤，特别是自然灾害的袭
击，更是数不胜数。如果树干是方形的、扁形的或有其他
棱角的，都容易受到外界伤害。圆形的树干就不同了，狂
风吹打时，不论风从哪个方向来，都容易沿着圆面的切线
方向掠过，受影响的只是小小一部分，可见圆柱形是最理
想的形状了。

因此，可以说树干的形状，也是树木多年生长在自然
界对环境适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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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长白松有“美人松”之称

在长白山北麓、二道白河地区，每当朝霞映红林海，

黄昏伴送炊烟之际，人们都会被那松树的美丽姿态所吸
引。在朝霞或黄昏景色的衬托下，一棵棵松树像仙女下
凡，翩翩起舞，多彩多姿。有的像仙鹤展翅，有的似舞女
献花，有的似嫦娥奔月，有的像美猴王倒海翻江……这种
种姿态，使人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似乎进入了一片虚幻
的境界。

这种松树称作长白松，是长白山独有的珍稀树种。

由于它主干通直，材质优良，树形优美，姿态俊秀，逗人喜
爱，因而，当地居民又叫它“美人松”。日出或日落观赏
“美人松”，是游览长白山的一大胜景。

长白松的天然分布比较狭窄，只在长白山北坡海拔

７００～１６００米的二道白河、三道白河沿岸比较集中，呈南
北向分布。现在，只有小片纯林，除此而外，多与其他树
种混生。比如在山床下部的针阔混交林带内，长白松常
与红松、长白落叶松及大青杨、紫椴、蒙古栎等阔叶树组
成混交林；在山中部的针叶林带，散生的长白松常与红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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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鱼鳞云杉、臭冷杉等组成针叶混交林，随着海拔的升
高，数量也就越来越少。由于长白松是强阳性树种，因
而，它们常常居于林冠的上层。

长白松不仅树形美观，而且适应性较强，对土壤条件
要求不苛刻。在长白山区，它主要生长在由火山灰发育
形成的轻沙质土壤或山地暗棕色森林土上。这种土壤土
层薄、结构性差、腐殖质含量低、透水性强、保水力弱、土
壤溶液呈酸性反应。但多数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排水
良好的沙质地上。长白松能在年平均气温３℃左右（绝
对最高值为３７．５℃，绝对最低值为－４０℃）和年平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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