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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新世纪，科学技术
正以人类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
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未来。
《科普知识百科全书》结合当前最新的知识理论，

根据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特点，向青少年即全面又具
有重点的介绍了宇宙、太空、地理、数、理、化、交
通、能源、微生物、人体、动物、植物等多方面、多
领域、多学科、大角度、大范围的基础知识。内容较
为丰富，全书涉及近 100 个领域，几乎涵盖了近 1000
个知识主题，展示了近 10000 多个知识点，字数为
800 多万字，书中内容专业性强，同时又易于理解和
掌握，每个知识点阐述的方法本着从自然到科学、原
理、论述到社会发展的包罗万象，非常适合青少年阅
读需求。该书是丰富青少年阅历，培养青少年的想象
力、创造力，加强他们的探索兴趣和对未来的向往憧
憬，热爱科学的难得教材，是青少年生活、工作必备
的大型工具书。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注意难易结合，强调内容的
·Ⅰ·



差异特点，照顾广大读者的理解力，真正使读者能够
开卷有益，在语言上简明易懂，又富有生动的文学色
彩，在特殊学科的内容中附有大量图片来帮助理解，
具有增加知识，增长文采的特点，可以说该书在当今
众多书刊中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该书编撰得到了各部门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从该书的框架结构到内容选择; 从知识主题的阐述到
分门别类的归集; 从编写中的问题争议到书稿最后的
审议，专家、学者都提供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
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知识性和普及性。

本书采用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办法编写，在编
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本书编写
过程中，我们参考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谨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尽管我们尽
了最大努力，书中仍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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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盖房

也许是由于俗名相似的原因吧，白蚁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蚁
类的近亲。但事实上，白蚁在昆虫纲中形成单独的一个目，即
等翅目。而蚁类却是与蜜蜂、黄蜂等组成另一个目，即膜翅
目。在动物世界中，白蚁真正的近亲是蟑螂，虽然只有极少数
种类的蟑螂具有白蚁的那种消化纤维素的能力。目前，全世界
白蚁的种类约有二干多种。

大家都知道，白蚁是最具有破坏力的昆虫，它们具有消化
纤维素的能力，因此它们在人们的家里，危害房屋、家具和衣
服，还危害庄稼和树木，有时还会破坏河堤。“千里长堤，溃
于一蚁”说的就是白蚁。

白蚁的这种消化纤维素的能力，来源于生活在白蚁肠子内
部的鞭毛虫。这种现象，在生物学中叫做共生。白蚁自己并不
能消化纤维素，而是白蚁肠内的鞭毛虫，将纤维素消化成白蚁
能够吸收的葡萄糖，而鞭毛虫只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
都让给白蚁来利用。这样看来，鞭毛虫可能吃了很大的亏，但
是鞭毛虫不这样做也没有办法，因为，它必须得靠白蚁将纤维
素吃进肚子里，才会有食物来源。它们相互依赖，相得益彰，
如果将它们分开，谁也无法生活。如果将白蚁放在 40℃的条
件下，可以杀死肠中的鞭毛虫，白蚁并不会死亡，它还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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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木头，但是没法消化，很快就会被饿死。反过来如果没有白
蚁，鞭毛虫自己也不能啃木头。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 虽然
食草的牛羊等动物也能够利用纤维素，但是这些动物自己并不
能消化纤维素，而是像白蚁依赖鞭毛虫那样是依靠它们肠子中
的细菌来消化纤维素的。

在许多荒漠和半荒漠地区，常常能见到一些高大的土丘，
这就是白蚁建造的家园。人们把它叫作蚁冢，它有时能有一人
多高。建造蚁冢的基本材料是沙子和土，另外还有一些腐枝败
叶，再加上大量的白蚁自身的分泌物。

事实上，我们在地面上所看到的土丘，也只是整个白蚁城
堡的一小部分。在地下还有洞道和洞室，可深入到地面以下好
几米，以至于可以达到地下水层。地上的蚁冢也是空心的，里
面有很多通向地下洞室的通风道，由于地上部分在阳光下受
热，因些它可以像烟囱一样起到给地下部分通风的作用。而地
下的洞室则非常巨大，甚至可以容纳下一个人。

在澳大利亚，有一种白蚁建造的蚁冢是侧扁的，它的长轴
总是指向南北方向。因此，当人们在沙漠中行走时，可以用它
来指示方向，当地人把这种白蚁叫做指南针白蚁。

白蚁是社会性昆虫，在每一群当中只有一只雌性白蚁，它
就是“女王”，它舒舒服服地躺在巢穴的中心，由很多殷勤的
工蚁侍候着，甚至她吃东西也要工蚁喂。她唯一的工作就是产
卵，每天要产几百粒，产下的卵则由工蚁们小心翼翼地搬运到
能够孵化卵的地方去。工蚁没有生殖能力，每个白蚁群中只有
几只雄蚁，与“女王”一起进行繁殖。“女王”身边和巢穴的
入口都有兵蚁把守，兵蚁的头部很大，嘴非常强劲，它们唯一
的任务就是防卫敌人的侵入，像 “女王”一样，它们自己也
不能吃东西，是靠工蚁分泌的一种富有营养的液体来喂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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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的城堡

的。
由于缺乏像蚂蚁那样坚硬的外骨骼，因此白蚁保持体内水

分的能力非常差。它们只能在夜晚比较凉爽的时候才出来取
食。它们可以用沙子在地面上，甚至在高大的树上建筑封闭的
通道，就像是一条有顶的长廊一样，它们可以很舒服地来往于
巢穴和主要的取食地之间。它们把绝大多数食物都运回巢穴中
去，并不是自己吃饱了肚子空着手回家的。

白蚁只吃植物性的食物，包括木材、菌类、稍微有些腐烂
的叶子等。这一点也与蚂蚁有所不同，蚂蚁有时候也会吃动物
性的食物。据科学家们计算，在澳大利亚，被地下的白蚁吃掉
的植物，要比在地上的羊、牛和袋鼠吃掉的植物的总和还要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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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王国

蜜蜂是一种过群体生活的昆虫，生物学家称它为 “社会
性”的昆虫。每群蜂的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分工，每
个成员更尽其职，互相配合，共同维持群体的生活，因此文学
家形象地把它叫做“蜜蜂王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有
趣的“蜜蜂王国”。
“蜜蜂王国”里有三种成员: 蜂王、雄蜂和工蜂。蜂王是

一种由受精卵发育而成的雌性蜂，体硕长，大腹便便，一眼就
能看出来。通常一群蜂只有一个蜂王。虽然叫做 “王”，但它
并不是蜂群内发号施令的“君主”，而是整个蜂群的 “母亲”，
成天埋头产卵，其他什么事都不管。在产卵盛期，一只蜂王一
昼夜可以产 2000 多粒卵，这些卵的总重量相当于它的体重，
生殖功能如此旺盛在动物界里是少见的。

雄蜂是由未受精卵发育而成的，体型粗壮。它唯一的职能
是与蜂王交配，交配后即死亡。雄蜂是十足的懒虫，什么活都
不干，吃饱了不是闲呆就是游逛，食量还特别大。因此，除繁
殖季节以外，当蜜源断绝、食物紧张的时候，工蜂就把这些
“好吃懒做”的家伙赶出蜂巢，让它们冻死饿死。

工蜂是“劳动的能手”。它也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成的一种
雌性蜂，但生殖器官退化，不会生育; 个体也比蜂王小; 寿命
也比蜂王短得多。在蜂群中，工蜂的数量占绝对优势，一窝强
大的蜂群可有工蜂几万只。人们平时在花间看到的蜜蜂就是工
蜂。

工蜂担任着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全部劳动，它们的劳动也有
细致的分工。一般幼年的工蜂从事 “内勤”工作，如哺育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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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打扫卫生，酿制蜂蜜，建筑巢房和分泌王浆饲养蜂王和
“弟妹”们等。年青力壮的工蜂负责“外勤”工作: 到各处去
采集花蜜和花粉，以及在巢门口“站岗放哨”搞 “安全保卫”
等等。工蜂之所以能从事这些劳动，是因为它们的身上有一些
特殊的“工具”器官。如它们的消化道的 “前胃”已变成一
个富有弹性的 “袋”———蜜囊，用来盛放花蜜; 两后腿上有
一对运载花粉团的“花粉篮”; 尾部的产卵器则变成了自卫的
武器———螯针。

蜜蜂居住的蜂巢是工蜂用蜡腺分泌的蜡片筑成的，它是由
多片的巢脾组成的，每一片巢脾的两面整齐地排列着六角形的
巢房。据数学家们测量计算，像蜂房那样的六角形柱状体是同
样条件下用料最少，容积最大的建筑结构，无怪乎有人把工蜂
叫做“天才的建筑师”! 巢房并不是蜜蜂成虫的 “卧室”，而
是它们哺育幼虫的“摇篮”和贮存蜂蜜、花粉的“仓库”。

巢房有工蜂房、雄蜂房和王台三大种。工蜂房的数量最
多，雄蜂房比工蜂房稍大，它们都是六角形的; 王台像一粒花
生，多倒生于巢脾下缘。蜂王在王台和工蜂房里产受精卵，在
雄蜂房里产未受精卵。经过三天孵化出幼虫。

工蜂饲养幼虫是区别对待的，头三天，对所有的幼虫都喂
王浆，往后工蜂和雄蜂的幼虫就只能吃由蜂蜜和花粉调制的
“粗饲料”，而王台里的蜂王幼虫却一直吃营养丰富的王浆，
使它能发育成 “蜂王”。幼虫经过。甫乳蜂六昼夜的精心照
料，开始化蛹，工蜂就用蜡片将虫房封上盖。在蛹房里，蜂王
蛹经过 7 天、工蜂蛹经过 12 天、雄蜂蛹经过 15 天的蜕变，最
后羽化成蜂破盖而出。

蜂王出房后必须与雄蜂交配才能履行它的产卵的 “天
职”。蜂王的交配是在空中进行的，这叫做 “婚飞”，“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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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多雄蜂竞先追逐一只蜂王。最后，强健者追上了，蜂王
与它交配。

在“婚飞”期一只蜂王可以同好几只雄蜂交配，直到它
体内的贮精囊充满了精液，最终足够产生卵使用时为止。此后
它一生都不再交配。

蜜蜂也会“分家”，每当巢内蜜蜂达到一定数量，工蜂劳
动力过剩，出现拥挤窝工现象的时候，工蜂就营造新王台，培
育新蜂王。老蜂王逐步缩小腹部，停止产卵。当新蜂王将出房
的时候，老蜂王就带领一部分喝饱了蜜的青壮工蜂飞离老巢，
选择新居，重新安家立业。

旧巢内，新蜂王一出房就竭力搜寻并破坏其他出房的王
台，把“王位”的潜在争夺者扼杀在 “摇篮”里; 或是找同
时出房的新王进行 “决斗”，以争夺 “王位”，最后由胜利者
继承“王位”。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一巢多王的现象。
蜜蜂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 “分家”，从而繁殖群体的，这种
“分家”的方式俗称 “自然分蜂”。在自然情况下，蜜蜂一年
可进行二三次自然分蜂。

蜜蜂很少会飞错 “家”门，因为蜜蜂不仅能记忆自己蜂
巢的位置，而且每一群蜂都有自己的 “群味”，守门蜂就是根
据“群味”来识别敌、我、友的。

蜜蜂虽不是恒温动物，但是它可以靠群体的活动保持巢内
恒定的温度和湿度，以保证幼虫的健康发育和蜂群正常的生
活。

蜂巢中心的温度一般都保持在 34 摄氏度左右。在炎热的
夏季，聪明的蜜蜂会用扩大蜂巢、减少密度、采水、扇风、蒸
发巢内水分等方法来降低巢温; 天气转冷时，它就会用缩小蜂
巢、增大密度、多吃蜂蜜、增加个体活动来提高巢温; 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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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蜜蜂停止一切巢外活动，聚集成团，用共同产生的热量相
互取暖，抵御寒冷，经受严冬的考验。

蜜蜂采百花酿甜蜜是人所共知的，人们也常用 “像蜂蜜
一样甜”来形容幸福的生活，但蜂蜜为什么这样甜? 它是怎
样酿造的? 又有哪些用途呢?

在自然界中有很多种可以供人类食用的糖，其中果糖最
甜，其次是蔗糖、葡萄糖、麦芽糖等。人们平常吃的白糖、冰
糖和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但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
糖，这样就使蜂蜜的甜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糖。据实验分析，
在成熟的蜂蜜中含有几十种物质，除了占 70%以上的糖分外，
还含有各种维生素、酶、有机酸、矿物质、少量蛋白质和芳香
物等。所以蜂蜜不但营养丰富、沁甜可口，而且芳香宜人，为
人们所特别喜爱。

蜂蜜是蜜蜂的主要食物，它是采集植物的花蜜而得。花蜜
并不就是蜂蜜，因为两者的组成成分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都有很大的差异。

花蜜必须经过加工酿造后才能转变成为蜂蜜。蜂蜜的加工
酿造实际上是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变化的过程，它远比由
麦粒变成面包，由谷粒变成米饭要复杂艰巨得多。蜜蜂采蜜大
致可分为采集花蜜、酿造蜂蜜和贮存三个阶段。

蜜蜂的采集是从找寻蜜源开始的，在大量出动以前，总是
先由少数“侦察兵”出去侦察、寻找。“侦察兵”是由十分有
经验的外勤蛏自愿承担的。它们凭借极敏锐的视觉和嗅觉，四
处侦寻，一旦发现了开花蜜源，就降临花中，找到蜜腺，然后
用管状口器，把花蜜吸进蜜囊。吸饱了蜜后，就立即返航。

回到巢内，它们就先把带回来的花蜜一点一点地分给周围
的伙伴，让它们品尝并熟悉新花蜜的甜香味，同时也振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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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身体，在巢脾上方翩翩跳起 “圆围舞”或 “8 字形摇摆
舞”。用特殊的 “舞蹈语言”告诉同伴新蜜源的方向和距离，
得到信息的外勤蜂就大量地飞往新蜜源地，开始忙碌地采集。
一只蜂的蜜囊甚至可盛 20 毫克 ～ 40 毫克花蜜，一次必须采集
几朵、几十朵甚至几百朵花才能装满蜜囊。当满载而归的采蜜
蜂回巢时，一进门就像接力赛跑中传递接力棒似的把蜜囊中的
花蜜口对口地吐交给内勤蜂，或者暂时吐卸在巢房内，然后又
急忙出去进行第二次采集……

担任酿蜜任务的一部分内勤蜂把自己的蜜囊与口器变成一
个“加工车间”，它们不断把花蜜吸进又吐出。从外表上看，
每个酿蜜蜂都在机械重复一吸一吐的动作，实际上它们每次吸
人和吐出的花蜜在质和量上都发生变化: 蜜蜂把唾液腺分泌的
转化酶注入花蜜，在转化酶的作用下，花蜜不断地被分解成果
糖和葡萄糖，消化道也吸收一部分花蜜中的水分; 另一部分内
勤蜂按一定的队形排列在巢内外的通道上，同向振翅扇风; 发
出嗡嗡的响声，让空气流迅速通过蜂巢以带走花蜜中的大量水
分，使它浓缩。

就这样，采蜜蜂穿梭似的来回奔忙，酿蜜蜂昼夜不息的酿
制，扇风大军强有力地协同配合，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劳动景
象，实在令人惊叹!

当花蜜中的蔗糖和麦芽糖基本上转化成果糖和葡萄糖时，
水分含量降到 20%以下时，蜂蜜就酿造成了。外勤蜂一次所
采得的蜂蜜，要经过 3 天 ～ 5 天夜以继日的集体奋战，才能酿
得 20 毫克左右的蜂蜜。酿造 1 公斤蜂蜜需采集蜂进行三四万
次的飞行，采集上百万朵花，可见小小的蜜蜂要付出多么巨大
的劳动代价啊!

酿造好的蜂蜜，多余的部分，蜜蜂用蜂蜡把它封存在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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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种蜜可以长期保存，经久不坏，这一个小小封盖巢房组
成“蜜蜂王国”的“备荒粮仓”，在万不得已时才能动用。通
常一个强大的蜂群一年可产 100 斤 ～ 200 斤蜂蜜。

早在 2000 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蜂蜜不仅是一种美
味食品，而且还是很有效的药物。《神农本草》说它 “主治心
腹邪气、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渴、除众病、和百
药”。

作为食品，蜂蜜几乎含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营养物
质，特别是被称为生命活动的能源———糖。糖在蜂蜜里不仅含
量多，而且因为都是单糖，可以直接被肠壁吸收。蜂蜜的产热
量比奶油、鱼类、大米都高，因此它特别适宜幼儿、老年人和
消化机能不良的人食用。长期食用蜂蜜能显著提高人对疾病的
抵抗力。有人作过统计，在超百岁的老人中，山区养蜂人占
80%左右，所以蜂蜜被当作“延年益寿”的良药。

蜂蜜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外敷可治疗皮肤创伤、溃疡、烫
伤等炎症。

内服蜂蜜，能治疗胃肠轻度溃疡和神经衰弱等。作为辅助
剂，它可以改善高血压、肝脏病、肾脏病等病人的状况; 尤其
是对于手术后恢复期的病人有显著疗效。在临睡前服一小杯蜜
水，有祛劳、安神、催眠之功效。

蜂蜜可以用作加工制作蜜饯、蜜枣等食品，用蜂蜜作辅料
做面包、糕点不但味甜适口，而且能长期保持松软。蜂蜜还可
酿酒、做醋以及与香脂配成各种滋润皮肤的化妆品。

蜂蜜还是极好的调味剂，调制中药的丸剂和丹剂更是离不
开蜂蜜。

此外，来自不同蜜源植物的蜂蜜在色、香、味和药效上都
有差异，如东北的椴树蜜和南方山区的野桂花; 蜜、野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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