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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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奇百怪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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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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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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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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可以结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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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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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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欣赏音乐

植物除了对营养物质的需求以外，也有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加拿大安大略省有个农民，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在小麦试验地里

播放巴赫的小提琴奏鸣曲，结果“听”过乐曲的那块实验地获得了丰

产，它的小麦产量超过其他实验地产量的６６％，而且麦粒又大又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个叫乔·史密斯的农学家

在温室里种下了玉米和大豆，同时控制温度、湿度、施肥量等各种条

件，随后他在温室里放上录音机，２４小时连续播放著名的《蓝色狂想

曲》。不久，他惊讶地发现，“听”过乐曲的籽苗比其他未“听”乐曲的籽

苗提前两个星期萌发，而且前者的茎干要粗壮得多。史密斯感到很出

乎意料。后来，他继续对一片杂交玉米的试验地播放经典和半经典的

乐曲，一直从播种到收获都未间断。结果又完全出乎意料，这块试验

地比同样大小的未“听”过音乐的试验地，竟多收了７００多公斤玉米。

他还惊喜地看到，“收听”音乐长大的玉米长得更快，颗粒大小匀称，并

且成熟得更早。

如果能在农田里播放轻音乐，就可以促进植物的成长而获得大丰

收，这似乎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美国密尔沃基市有一位养花人，当向自家温室里的花卉播放乐曲

后，他惊奇地发现这些花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栽培的花卉发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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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早了，花也开得比以前茂盛了，而且经久不衰。这些花看上去更加

美丽，更加鲜艳夺目。这是一株番茄，在它的枝干上还悬着个耳塞机，

靠近它可以听到里面正传出悠扬动听的音乐。奇迹出现了，这株番茄

长得又高又壮，结的果实也又多又大，最大的一个竟有２公斤。原来

番茄也喜欢听音乐呢。

那么，它到底喜欢听哪种音乐呢？人们继续做实验，对一些番茄

有的播放摇滚乐曲，有的播放轻音乐，结果发现，听了舒缓、轻松音乐

的番茄长得更为茁壮，而听了喧闹、杂乱无章音乐的番茄则生长缓慢，

甚至死去。原来番茄也有对音乐的喜好和选择。

几乎所有的植物都能听懂音乐，而且在轻松的曲调中茁壮成长。

甜菜、萝卜等植物都是“音乐迷”。有的国家用“听”音乐的方法培

育出２．５公斤重的萝卜，小伞那样大的蘑菇，２７公斤重的卷心菜。

科学工作者还发现，不同植物有不同的音乐“爱好”。黄瓜、南瓜

“喜欢”箫声；番茄“偏爱”浪漫曲；橡胶树“喜欢”噪声。美国科学家曾

对２０种花卉进行了对比观察，发现噪音会使花卉的生长速度平均减

慢４７％，播放摇滚乐，就可能使某些植物枯萎，甚至死亡。

植物听音乐的原理是什么呢？原来那些舒缓动听的音乐声波的

规则振动，使得植物体内的细胞分子也随之共振，加快了植物的新陈

代谢，而使植物生长加速起来。

会“走”的植物

一株植物，除非有人移动，否则一辈子都在一个地方定居，这似乎

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确实有一些能够“行走”的植物。

有一种名叫苏醒树的植物，生物学家们在美国东部和西部地区都

发现了这种植物的踪迹。这种植物在水分充足的地方能够安心生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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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茂盛。一旦干旱缺水时，它的树根就会从土中“抽”出来，卷成一

个球体，一起风便把它吹走，只要吹到有水的地方，苏醒树就将卷曲的

树根伸展并插入土中，开始新的生活。

在南美洲秘鲁的沙漠地区，生长着另一种会“走”的植物———“步

行仙人掌”。这种仙人掌的根是由一些带刺的嫩枝构成的，它能够靠

着风的吹动，向前移动很大的一段路程。根据植物学家的研究，“步行

仙人掌”不是从土壤里吸取营养，而是从空气中吸取的。

食虫植物

在我们看来，动物吃植物是正常的事。可是你知道吗，还有植物

吃动物的。在众多的绿色植物中，约有５００种植物能捕捉小虫，这类

植物叫食虫植物。你想知道它们是怎样捕食小虫的吗？

狸藻是我国各地池沼中常能见到的一种水生植物，虽然，它的名

字中带有“藻”字，但是，它是种子植物而非藻类植物。它的茎细而长，

叶如细丝，有一部分叶变成了特别的捕虫囊，囊口边上生了几根刺毛，

还有一个能向囊内开的“门”。当小虫随流水游入囊中时，就被关在里

面被狸藻慢慢地消化掉了。

茅膏菜也是一种食虫植物，在我国东南各省常见。它的个子仅１０
厘米左右，叶片变成一盘状捕虫器，盘的周围生有许多腺毛。腺毛是

植物上的一种分泌结构，不同植物上的腺毛所分泌的物质不一样。当

小虫爬到茅膏菜的叶上，腺毛受到刺激就向内卷缩，把小虫牢牢地“捆

住”。与此同时，腺毛也开始分泌消化液把小虫消化掉。之后，腺毛又

慢慢地张开，等待下一个受害者的到来。

捕蝇草在世界许多植物园都有栽培，是一种珍奇的食虫植物。它

的捕虫器形状很像一个张开的“贝壳”，“贝壳”的边缘有二三十根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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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靠中央还生有许多感觉毛，当小动物触动感觉毛时，“贝壳”在２０—

４０秒之内就闭合上了，然后靠消化液把小动物“吃”掉。捕蝇草的一顿

美餐大约要花７—１０天的时间。

在我国的云南、广东等南方各省，你可以见到一种绿色小灌木，它

的每一片叶子尖上，都挂着一个长长的“小瓶子”（实为变态的叶），上

面还有个小盖子，盖子通常情况下是半开着的。这“小瓶子”的形状很

像南方人运猪用的笼子，所以人们给这种灌木取了个名字，叫“猪笼

草”。奇妙的就是它的这个“小瓶子”，猪笼草的“瓶子”内壁能分泌出

又香又甜的蜜汁，贪吃的小昆虫闻到甜味就会爬过去吃蜜。也许就在

它吃得正得意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滑，一头栽到了“小瓶子”底上，瓶子

上面的盖自动关上了，而且瓶子里又贮有黏液，昆虫很快被黏液粘得

牢牢的，想跑是跑不掉了。于是，猪笼草便得到了一顿“美餐”。

用瓶状的叶子捕食虫类的植物还有很多，在印度洋中的岛屿上就

发现了将近４０种。那些奇怪的“瓶子”有的像小酒杯，有的像罐子，还

有的大得简直像竹筒，小鸟陷进去也别想飞出来。但是要说构造的精

巧、复杂，我国的特产———猪笼草的“瓶子”是要排在第一位的。

进入夏天后，在沼泽地带或是潮湿的草原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

淡红色的小草，它的叶子是圆形的，只有一个小硬币那么大。叶上面

长着许多绒毛，一片叶子上就有二百多根。绒毛的尖端有一颗闪光的
“小露珠”，这是由绒毛分泌出来的黏液。这种草叫毛毡苔，也是一种

吃虫草。如果一只小昆虫爬到它的叶子上，那些“露珠”立刻就把它粘

住了，接着绒毛一齐迅速地逼向昆虫，把它牢牢地按住，并且分泌出许

多黏液来，以把小虫溺死。过一两天后，昆虫就只剩下一些甲壳质的

残骸了。最奇妙的是，毛毡苔竟能分辨出落在它叶子上的是不是食

物。如果你和它开个玩笑，放一粒沙子在它的叶子上，起初那些绒毛

也有些卷曲，但是它很快就会发现这不是什么可口的食物，于是又把

绒毛舒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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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从上面一定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食虫植物食虫全靠它们各
种奇妙精致的捕虫器。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捕虫器都是由叶子变化来
的。也许你会问，绿色植物不是自己能制造养料吗？为什么这些绿色
植物要吃虫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这些植物的祖先都生活在缺氮的
环境中，而且它们的根系又不发达，吸收矿质养料的能力较差。为了
获得它们所不足的养料，满足生存的需要，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遗
传变异，一部分叶子就逐渐演变成各种奇特的捕虫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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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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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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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虫等原生动物为生。

食虫植物不仅可以当作观赏植物，也可以用来捕捉苍蝇、蚊子等
害虫。在瑞士、丹麦等国家还用捕虫堇来做奶酪，将它的叶片放进桶
里，然后装满牛奶，牛奶便凝固成为奶酪。也有不少国家在大面积利
用食虫真菌来防治各种作物的线虫病，目前已取得很大进展。

致幻植物

什么叫“致幻植物”呢？简单地说，就是指那些食后能使人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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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幻觉的植物。具体地讲，就是指有些植物，因它的体内含有某种

有毒成分，如裸头草碱、四氢大麻醇等，当人或动物吃下这类植物后，

可导致神经或血液中毒。中毒后的表现多种多样：有的精神错乱，有

的情绪变化无常，有的头脑中出现种种幻觉，常常把真的当成假的，把

梦幻当成真实，从而做出许许多多不正常的行为来。

有一种称作墨西哥裸头草的蘑菇，体内含有裸头草碱，人误食后

肌肉松弛无力，瞳孔放大，不久就发生情绪紊乱，对周围环境产生隔离

的感觉，似乎进入了梦境，但从外表看起来仍像清醒的样子，因此，所

作所为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其妙。

当人服用哈莫菌以后，服用者的眼里会产生奇特的幻觉，一切影

像都被放大，一个普通人转眼间变成了硕大无比的庞然大物。据说，

猫误食了这种菌，也会慑于老鼠忽然间变得硕大的身躯，而失去捕食

老鼠的勇气。这种现象在医学上称为“视物显大性幻觉症”。

褐鳞灰生的致幻作用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服用者面前会出现种

种畸形怪人：或者身体修长，或者面目狰狞可怕。很快，服用者就会神

志不清、昏睡不醒。

大孢斑褶生的服用者会丧失时间观念，面前出现五彩幻觉，时而

感到四周绿雾弥漫，令人天旋地转；时而觉得身陷火海，奇光闪耀。

美国学者海·姆，曾在墨西哥的古代玛雅文明中发现有致幻蘑菇

的记载。以后，人们在危地马拉的玛雅遗迹中又发掘到崇拜蘑菇的石

雕。原来，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生活在南美丛林里的玛雅人就对这种具

有特殊致幻作用的蘑菇产生了充满神秘感的崇敬心情，认为它是能将

人的灵魂引向天堂、具有无边法力的“圣物”，恭恭敬敬地尊称它为“神

之肉”。

国外有不少科学家相继对有致幻作用的蘑菇进行过研究，他们发

现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秘鲁、印度、几内亚、西伯利亚和欧洲等地

有些少数民族在进行宗教仪典时，往往利用致幻蘑菇的“魅力”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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