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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时光如炬，告别了令人欣喜的２００６年，我们又满怀激情、

昂首挺胸地迈入了２００７年。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从盘古开天辟地起，我们

告别了混沌的蛮荒年代，在美丽富饶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伟大

的祖先就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断地创造着美好的生活，同

时，也创造了我们灿烂悠久的文化。在不断的躬耕劳作中，原

始的科技也随之产生了。从钻木取火到伐薪烧炭，从烽火狼

烟到飞雁传鸿，这些无一不闪现着人类智慧的灵光。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自我超越、不断创新的历

史。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劳动生产效率得到迅猛提高，生产力得

到空前解放，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人类文明得以

急速进步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自此，人类科技开始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

科技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人类前进的步伐越来越稳，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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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快，不知不觉中，我们身边有了计算机、互联网……新技术

的应用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新的科技时代到来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与素

质的提高，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我们所肩负的任务越来越

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文化的竞

争，只有用知识来武装自己，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能够让广大读者读到好的科普读物，我们特别为读

者编写了《科学探究丛书》，以增长读者的课外知识。

由于编者能力有限，有不适之处，请大家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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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有趣的昆虫

蚊子的趋向性

雷雨前蚊子特别多，其原因之一是蚊子趋向性问题，另一

个原因是蚊子趋向的化学物质大量存在。雷雨前，天气炎热，

空气中水蒸气含量大，天气既闷又热。当然，天气闷热并不一

定都有雷雨。由于天气闷热，人的皮肤上会分泌出许多含有

乳酸、氨基酸以及胺等化合物的汗液，这些物质因天气闷热不

能迅速挥发掉。而这些物质所散发的气味，又是蚊子所适应

的，也就是说蚊子对这些气味有趋向性。一方面有大量的化

学气味存在，另一方面蚊子对这些气味有趋向性，因此，蚊子

就被诱集而追随气味叮人。

同样，人们也可根据蚊子的趋向性，利用蚊香、避蚊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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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驱赶蚊子，防止被蚊子叮咬。蚊子是害虫，能传播多种疾

病，这是一种常识。然而，当你被蚊子叮咬了的时候，有人会

风趣地说：咬你的是母蚊子。也就是说，似乎雄性蚊子并不咬

人吸血似的。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蚊子的嘴（口

器）后再下结论吧。首先，先把叮咬我们的蚊子小心地捉住，

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这时你会看到，它的头部有两根类似

金鱼藻似的触角，触角的毛稀疏。再仔细观察它的口器，它的

口器像一根针一样。若细看，这根针是由６根尖细的口针组

成，其中有两根是上颚，两根是下颚，还有舌和唇各一根。当

吸血时，下颚先刺入皮肤，其他口针随着伸进伤口，一直伸到

血管吸食人血。如果你再捉几只吸血的蚊子，你就会发现，它

们的口器和触角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原来它们都是雌蚊———

母蚊子。看来，你恐怕在吸食人血的蚊子中是捉不到雄蚊子

的。这时，你可以用涂上肥皂水的脸盆或者用捕虫网到草丛

中兜捉一些蚊子，然后用放大镜来观察它们的触角和口器。

这时你就会看到除了有和上述结构相同的蚊子外，还有另一

种蚊子。它的触角上长着许多密集的长毛，就像是根小鸡毛

掸子一样。再观察一下它的嘴，你会发现它的下颚短小而细

弱。这样细弱的下颚是无法刺入人的皮肤的，因此也就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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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人血。这就是雄蚊。所以一般来说，雄蚊不咬人，不能吸

食人血。

为什么雌蚊要吸血呢？原来，交尾后的雌蚊，若不吸血，

卵是不能发育成熟的。雌蚊在交尾后，每吸一次血，就飞到水

面上产一次卵。经过数次产卵，雌蚊便会死去。也有的雌蚊

可在室内越冬。

雄蚊的营养一般来自花蜜、植物汁液和露水等，它们的寿

命很短，一般只有６～７天。大多数雄蚊在与雌蚊交尾后，很

快就会死去。

爱吃桑叶的蚕

家蚕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昆虫。蚕是一种把桑叶转变成蚕

丝的活机器。蚕一生中的幼虫期并不很长，却消耗着大量的

鲜嫩桑叶。蚕为什么爱吃桑叶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桑叶。桑树是一种高大的乔木，原

来生活在湿热地带，是常绿植物，后来引入温带，逐步变成了

落叶植物。我国南北广大地区都有桑树，叶片长得又大又茂

盛，其果实桑椹是人们喜食的一种果品。桑叶同其他植物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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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一样，都含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这些物质是蚕等昆虫身

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此外，各种植物叶都具有其特有的气

味与味道。这些气味是叶片内化学物质所散发出来的。桑叶

具有青叶醛和青叶醇的气味。蚕等昆虫是靠它的嗅觉和味觉

器官来辨认食物气味的。蚕并不都是只吃桑叶的。据报道，

榆叶、无花果叶、生菜叶等近２０多种植物叶都是它的食物。

但是人们在长期饲养的实践中，得知桑是最为容易得到大量

叶片的植物，因而长期以桑叶喂蚕。在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食

用桑叶，蚕逐渐形成了最习惯食用桑叶的特殊食性，并且把这

种习性遗传给了后代。蚕的后代们靠其敏锐的嗅觉与味觉器

官追寻桑叶散发出的醇、醛气味。因此蚕就表现出最习惯、最

适应吃桑叶的习性了。白胖胖的蚕宝宝着实惹人喜爱。这不

仅仅是它洁白干净，更重要的是它能将桑叶转化为洁白的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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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养蚕人喜欢多养雄蚕，是因为雄蚕比雌蚕产丝量多，而消

耗的桑叶又比雌蚕少。为什么雄蚕吃得少却吐丝多呢？这还

要从蚕的特性说起。雄蛾在成虫期生活的时间比雌蛾短，它

们一般在与雌蛾交尾后就会死亡。而雌蛾在交尾后，要产出

大量的卵。无论是雄蛾还是雌蛾，都是不吃也不喝的，靠体内

积累的物质维持生命。雄蛾体内积累的物质少，雌蛾体内积

累的物质多；因此雄蛾交尾后即死去，而雌蛾在较长时间里产

卵延续种族。

雄蚕生殖腺发育所需物质的量较少，不像雌蚕需在体内

贮存卵粒所需的物质，因而雄蚕能将较多的物质转化为丝吐

出作茧。

现在我国一些养蚕的地区，在蚕化蛹前将蚕保幼激素喷

洒在桑叶上，使蚕幼虫期延长，长得又胖又大，使茧大丝多，提

高了蚕丝的产量。

家蚕习食桑叶，柞蚕习食麻栎叶，蓖麻蚕习食蓖麻叶。但

这并不是说蚕不吃别的植物叶。不管怎么说，蚕吃的鲜嫩叶

子都是绿色的，然而它们吐出的丝却都是白色。为什么呢？

首先来看一下叶子的成分。鲜桑叶等叶子中大部分是水，此

外还含有蛋白质、糖类、脂肪、矿物质、纤维素、有机酸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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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植物制造养分的“机器”———叶绿素。叶绿素的颜色使叶子

呈现绿色。

蛋白质、糖类、脂肪和矿物质等是蚕体内形成蚕丝的原

料。而蚕丝中，其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蚕吃进桑叶后，叶子在蚕的消化道里，经消化液中各种酶

的分解，叶子中的蛋白质、脂肪、糖类和矿物质被蚕吸收；而纤

维素、被破坏分解的叶绿素等吸收不了的物质被排出体外，变

成了黑色的蚕沙。

在蚕体内，被吸收的物质又经一系列的变化，成为甘氨

酸、丙氨酸、丝氨酸等氨基酸。然后，再通过丝腺，使这些氨基

酸合成为丝素、丝胶等蛋白质。

桑叶经过这么一系列的分解消化，而后又被蚕体合成为

洁白的蚕丝。而叶子中的绿色在被分解破坏后，已随蚕沙排

出体外。

昆虫和光的关系密切，有些昆虫趋于在日光下活动，有些

昆虫趋于灯光，还有些昆虫则回避各种光线。在养蚕的实践

中，人们发现，小蚕习惯亮光，大蚕习惯暗，这是为什么呢？

蚕对光的趋性，各龄是不同的，但对太阳的直射光线都是

回避的。蚁蚕对散射光和灯光有较强的趋向性，至一龄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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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渐渐减弱。蚕儿习光与否，实际上并不是光线的作用，

而是蚕长期在野外生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蚕在其生活中，

食桑叶。蚕的嗅觉相当敏锐，不仅仅能闻出是否是桑叶，还能

区别桑叶的鲜嫩程度。幼蚕由于体小，消化与咀嚼不如大蚕，

特别适食嫩叶，嫩叶多在树尖和枝尖，此处受光照也强。因而

形成了习光的趋性。大蚕食量逐渐增加，其身体结构能适应

不太鲜嫩的桑叶，并且由于体内需积累营养，它们的食量增

加，仅食用嫩叶已不能满足身体需要，处于桑树中部和枝条中

部的叶已能满足蚕体的需要，此处与树尖、枝尖相比，光线较

暗，故形成了适暗的趋性。据实验表明，蚕体对光的趋向性不

如对食物那么明显，而对桑叶的趋向性却有明显的差异。实

验证明，蚕体对过熟和干燥的桑叶是不适应的，同时证明桑叶

发出的气味是蚕取食的标准。各龄蚕对各种鲜嫩程度的桑叶

是凭其嗅觉严格区别的。

会打仗的蚂蚁

蚂蚁是集群昆虫，过的是群体生活，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

家。大多数蚂蚁的家是在地面以下的，在那里它们不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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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食物。

当天气晴暖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队队蚂蚁在地面上

忙碌地爬行。若仔细观察，或你在它前方撒上一些面包屑时，

你就会看到：当它们抵达食物所在地时，就开始搬运你为它们

准备的美味了。若一只蚂蚁搬不动时，就会有两只、三只、或

更多的蚂蚁一起上来，共同搬运。当它们得到食物后，除了充

饥外，还会顺着它们的来路秩序井然地爬回它们的家里，将食

物拖回贮存，供以后美餐。如果中途不发生意外的话，它们一

般都能安全地回到家里。难道蚂蚁能认识路吗？它们就不会

有迷路的时候吗？据实验证明，蚂蚁不但视觉极为敏锐，它们

还可依靠嗅觉来辨认归途。

不信，你可试一试，在它们取食的路上，你用手指划一些

线，看它们是否能沿来路顺利

地回家。

有时你在观察一群蚂蚁

搬食或运土，若有另一群蚂蚁

与它们相遇时，常常会看到，

两群蚂蚁竟然大动干戈、互相

厮杀，战斗好不激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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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会打仗呢？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只蚂蚁与另一

窝的蚂蚁放在一起，当它们的触角一接触，就立刻厮杀起来。

但如果把同一窝的两只蚂蚁放在一起时，它们不但不厮杀，反

而表现得十分友好。原来，不同窝的蚂蚁身上有着不同的气

味。而蚂蚁的嗅觉又极敏锐。当它们一旦嗅出对方不是自己

家族的成员时，在本能的驱使下，就会通过厮杀“保卫”自己的

家园。如果把异窝蚂蚁放在一起，把其中一窝用水洗掉它们

身上的特殊气味，两军大战就会因没有气味而避免。若是把

同窝蚂蚁中一只的身上喷些香水，把它再放回蚂蚁群中，虽是

自己“人”，但因气味的不同也会被驱逐出境或被打死。这是

蚂蚁长期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集群适应。

蜜蜂、蚂蚁都是过社会生活的昆虫。因此有人称它们为

集群昆虫或社会昆虫。一群蜂中只有一只蜂王，一群蚁中只

有一只蚁后。蜂王或蚁后是蜂群或蚁群中唯一能产卵来延续

后代的个体，因此有人说，蜂王或蚁后是活的产卵机器。

就拿蜂王来说吧。由于在蜂群这个昆虫社会中，仅有蜂

王是可以产卵延续后代的。工蜂就用特殊的食物来喂养它，

这种物质就是蜂王浆。这样蜂王长得肥肥胖胖。由于王浆营

养丰富，使蜂王能产极多的卵，这对维持强大的蜂群是十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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