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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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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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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群落

蚕为什么爱吃桑叶

家蚕是供人类使用的重要的经济昆虫之一。蚕可以
把桑叶转变成美丽的蚕丝。蚕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
蛹—成虫四个阶段。蚕一生中的幼虫期并不很长，却要
消耗大量的鲜嫩桑叶。蚕为什么爱吃桑叶呢？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桑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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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果实桑葚是人们喜食的一种果品。
桑叶同其他植物的叶一样，都含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
这些物质是蚕及其他昆虫生长发育所必需的。此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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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物叶都具有其特有的气味与味道，这些气味是叶片
内化学物质所发散出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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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桑是最为容易得到大量叶片的
植物，因而长期以桑叶喂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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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吃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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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机器———蜂王

蜜蜂、蚂蚁都是过社会性生活的昆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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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浆营养丰富，这样蜂王长的
肥肥胖胖，能产很多的卵，这对维持强大的蜂群是十分有
益的。蜂王很少飞出蜂巢，因而遇到敌害的机会很少，偶
受外敌侵袭，工蜂就会竭力保护它，使它不受伤害。优越
的生活条件和特殊的作用，使蜂王长得比工蜂大，体长约
为工蜂的两倍，体重约为工蜂的２．８倍。这种得天独厚
的条件，使蜂王寿命一般可达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在蚂
蚁的社会中，蚁后也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待遇，因此它的寿
命可长达１０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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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蜕皮之谜

昆虫的皮肤同我们的皮肤不同，它的皮肤只能长大，
但细胞数量不能增加。在虫体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皮细
胞逐渐长大，同时由体内不断向皮细胞转运蜡质和几丁

蝉的羽化（蜕皮）

质蛋白等建造皮细胞所必需物质。这些物质在皮细胞中
不断积累，随虫体的增大而增多。当虫体长到一定程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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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皮细胞内的几丁质蛋白等逐步骨化，皮肤变硬，并且
也不能继续增大。这时，这层包在身体外面的表皮就成
了限制虫体生长的障碍物，于是虫体开始分泌蜕皮激素，
虫体在旧皮下面重新分化出新的皮细胞。待新表皮长好
后，蜕皮腺逐步分泌出一些液体溶解旧皮的内表皮层。
蜕皮后，虫体表皮细胞相对来说小一些，表皮内蜡质与几
丁质蛋白含量也少，未表现出骨化特征，因而是软的。新
表皮又皱又软，待昆虫继续生长，表皮细胞个体不断长
大，蜡质与几丁质蛋白积累增多，表皮就又由于几丁质蛋
白骨化而变硬。

蚂蚁不会迷路

蚂蚁也是社会性昆虫，过的是群体生活，它们各自也
有自己的家。大多数蚂蚁的家是在地面下的，在那里它
们不易找到丰富的食物，于是当天气晴暖的时候，一队队
蚂蚁为寻找食物走出家门，在地面上忙碌地爬行。若你
在它前方撒上一些面包屑，仔细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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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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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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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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以后美餐享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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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为什么不会迷
路呢？

根据实验证明，蚂蚁不仅视觉极为敏锐，它们还能依
靠嗅觉来辨认归途。如果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在它们取
食的路上，你用手指划一些线，看看它们是否能沿来路顺
利地回家。

土壤里的昆虫怕太阳

昆虫种类繁多，它们的生活环境是多种多样的。有
的生活在陆地上，有的生活在水中，有的生活在高空，也
有的生活在地面以下的土壤中。在土里生活的昆虫或昆
虫的幼虫，它们大多数是以植物的根或地下茎为食，是极
为严重的农业害虫。即使你把它们挖出来，它们也会毫
不迟疑地又往土里钻。如果不让它们钻回土里，而是把
它们放在强烈的太阳光下曝晒，它们一定生活不了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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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会死掉，为什么它们这样怕晒太阳呢？
这和昆虫的表皮有直接的关系。昆虫的表皮外面有

一层薄薄的蜡层。蜡层是不透水的，既能防止外界水分
渗入，又能防止体内水分的散失，对昆虫有着相当重要的
保护作用。从生物本身来说，无论动物还是植物，失水都
是致命的危险。昆虫也不例外，若体内失水过多就会
死亡。

生活在土里的昆虫，由于每天在土壤里钻来钻去，体
表原本极薄的蜡层，被土壤擦来擦去破坏了，太阳一晒，
水分就会很快地从体内向外散失蒸发掉了。这样，水分
散失过多，它就活不成了。而当它们在土里生活时又阴
又湿，水分就不容易散失，也就不会干死。因此，生活在
土里的昆虫最怕太阳晒。

昆虫的变态发育

在观察和研究昆虫发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的昆
虫在其发育过程中，要变成蛹，但也有的昆虫则不能变成
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昆虫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其形态、结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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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生活习性都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过程是
昆虫对生活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
昆虫的变态。昆虫变态的类型较多，主要分成两大类型。
有些昆虫，如蚕、蚊子、苍蝇、蝶和蛾等，一生要经过卵—
幼虫—蛹—成虫四个时期，这就是完全变态。完全变态
的昆虫，其幼虫的生活习性与形态结构与成虫完全不同。
如大家熟悉的苍蝇，其幼虫是生活在粪坑内的蛆，而经蛹
期羽化出的成体却是到处飞来飞去，传播疾病的苍蝇。
由于苍蝇生活周期中要经过蛹期，我们消灭苍蝇的活动
中，挖蛹灭蝇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像苍蝇一样，凡是属
于完全变态的昆虫，都必然能变成蛹。也就是说，蛹期是
完全变态昆虫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还有一些昆虫，像蝗虫、蟋蟀、蜻蜓等，它们的一生只
经过卵、幼虫和成虫３个时期，这就是不完全变态。不完
全变态昆虫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没有蛹期。不完全变态昆
虫，其生长发育也不尽完全相同。它们又分为渐变态和
半变态两类形式。渐变态昆虫的幼虫的形态与成虫差别
不大，卵孵化成为幼虫后，幼虫就与成虫十分相像，只是
个体小一些。幼虫渐渐长大，就开始蜕皮。每蜕一次皮，
个体就长大一些。经几次蜕皮后，其翅芽也逐渐长大，器
官和组织逐渐成熟。在经过最后一次蜕皮，就长大成为
成熟的成虫。像我们熟悉的蝗虫，它们就是这种渐变态
的类型。渐变态昆虫的幼虫称为若虫。半变态昆虫，其
幼虫与成虫差别较大，生活习性也不一样。像蜻蜓，其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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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生活在水里，有气管鳃和翅芽，习食蝌蚪等。当蜻蜓的
幼虫最后一次蜕皮成为成虫时，其气管鳃消失，翅长成，
并且由水生转向陆生，性习食蚊虫。半变态昆虫的幼虫
称为稚虫。

由于完全变态昆虫有蛹期，不完全变态昆虫没有蛹
期，所以有的昆虫就能变成蛹，有的则不能。

蛾子和蝶类的活动

昆虫的活动规律有很多种，就昆虫日夜活动这个规
律来讲，可分为日出性昆虫与夜出性昆虫两类。

无论是日出性昆虫还是夜出性昆虫，之所以有日出
活动或夜出活动的规律，和其光感受器官有着直接的关
系。一般来说，昆虫的感光器官是单眼和复眼。据研究，
昆虫的单眼主要功能是感光，一般对颜色与形状并不感
知。而复眼不仅是感受光，而且能辨别颜色和图形。日
出性昆虫和夜出性昆虫的复眼都是由许许多多的小眼组
成的。例如，苍蝇的复眼是由４　０００多个小眼组成，龙虱
的复眼有９　０００个小眼，蜻蜓的复眼由２８　０００个小眼集
成的，蝶蛾类复眼有１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个小眼；然而也有少



　　　　　　　　　　

１０　　　

?
动
物
掠
影

者，蚊子的复眼由５０个左右小眼组成，工蚁的复眼仅由

１２只小眼组成；奇怪的是蜜蜂，在同一种蜜蜂中，工蜂的
复眼有６　３００个小眼，蜂王的复眼有４　９００个小眼，而雄
蜂的复眼竟有１３　０９０个小眼。

日出性昆虫和夜出性昆虫的这些小眼结构是极不相
同的。由于小眼结构的不同，组成的复眼对物体光线的
成像也是不一样的。蝶类复眼成像的特点是：每个小眼
只接受直接射入这个小眼内的光线，光线在小眼的视杆
细胞上形成该光线的一个光点的像。而其他方向斜射光
线均被色素细胞吸收而不能在小眼内的视杆细胞上成
像。因此，物体光线在复眼内形成的像是由每只小眼形
成的一个个光点像拼凑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像。这种像被
称为并列像。这种复眼被称为并列像眼。由于并列像眼
的每只小眼只接受直接进入该小眼内的光线，故射入的
光线强度必然要强；而夜晚光线与白天相比，强度要弱得
多，具有并列像眼的昆虫如蝶看不见物体，这就决定了它
白天活动的习性。

蛾类复眼的成像和蝶类不同，特点是：因为小眼比蝶
类相对延长，视杆远离晶锥；视杆与晶锥之间有透明的介
质相连，晶锥周围色素细胞内的色素可随光的强弱而上
下移动。这些特征使每个小眼的视杆不但可接受直接射
入这个小眼内的光线，同时还可以接受若干邻近小眼侧
射或反射进来的光线。这样，在一个小眼视杆上形成了互
相重叠的像。因此，物体光线在蛾复眼内形成的像是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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