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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斗转星移，岁月

悠悠，勤劳的儿女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数的知识

财富，只有了解、掌握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再创辉煌。

作为新世纪的领跑者，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应该加深

对世界的了解，了解世界最新的技术和灿烂的文化，同

时，不断地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在

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此我们本着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朋友服务的宗旨编

写了这套《科学奥秘丛书》，本书语言平实易懂，文中包括

天文、地理、材料、能源、海洋、昆虫、动植物各类知识，使

人增长智慧，了解前沿科学，激发青少年朋友学习的兴

趣。

—１—



同时也希望本套丛书能帮助青少年朋友更好的掌握

科普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成为新世纪全面发展的人才。

由于时间仓促，兼编者水平有限，文中如有纰漏，望

能多多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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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兰

　　弹粉兰主要生于哪些地方？

兰花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１７　０００种，它们
广泛分布于热带和温带地区。它有一种孤芳高洁之美，

百花怒放之时，兰花却是那般高雅脱俗，令人耳目一新。

人们喜爱兰花的程度，这在对它的各种爱称中不难
看出，如“王者之香”、“香祖”、“空谷佳人”及“花中君
子”等。

兰花属于进化得较高级的一种被子植物。那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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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在哪里呢？

原来兰花与昆虫之间有一种十分奇妙的关系：兰花

赐予昆虫以“甘露”，而昆虫则义不容辞地为兰花传花

授粉。

在兰花的花瓣中有一片不同于其他花瓣的“小平

台”，称为唇瓣。

当昆虫飞来，就踩在唇瓣上，十分舒服地吮吸花蜜，

而不觉间就有一小块花粉块贴在昆虫脑门上，昆虫当然

不知道，当它飞往另一朵兰花时，不知不觉又把花粉块挤

压在雌蕊柱头上了，就这样，兰花利用小昆虫巧妙地完成

了自己的传粉目的。

更为奇特的是，由于不同种类的兰花气味不同，小昆

虫则总是不辞辛劳地去寻找同一品种的兰花，使它们能
“门当户对”。

弹粉兰是有一种生于巴西南部和墨西哥的植物，它

的唇瓣内侧有一个十分香甜可口的瓣瘤，来采摘花粉的

蜜蜂碰到花须时，雄蕊抓住时机将花粉团弹向蜜蜂后背，

蜜蜂初尝甜头，不能心满意足，只能忙着去寻找另一朵兰

花，从而不由自主地替兰花完成了授粉。

马达加斯加有一种兰花，花距细长，花蜜深陷其中，

这怎么能吸引到昆虫呢？

别急，那儿恰有一种喙长达１尺的蛾子，蛾子将又细

又长的喙伸入花距，就好像用吸管吮吸蜜糖一样。这样，

兰花就完成了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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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素洁高雅，而且从不白白让昆虫替自己传粉，所
以真称得上是“花中君子”。

　　答：巴西南部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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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宝藏的指示者

　　海州香薷有什么别名？

绵蜒的阿尔泰山脉在我国新疆与邻国俄罗斯、蒙古、

哈萨克的边界周围。这里可以见到一种多年生草本植
物，它长着狭长的蓝灰色叶子，浅红色的花朵密集绵软如
朵朵云霞，它的名字叫帕特兰丝石竹，又称“霞草”。有时
候，它们连成很大的一片，形成一个宽阔的长达几十公里
的草丛带。人们发现，这种草丛带下面往往蕴藏着铜矿。

根据这个经验，地质工作者在开始找矿之前，往往会先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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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丝石竹分布图，然后按分布图确定铜矿的可能位置。

丝石竹互相纠缠盘绕着非常粗壮的根扎向大地深

处，穿过土壤，沿着岩石裂纹直达地下水源，含铜的地下

水就被吸收到蓝灰色叶子和粉红色花朵里面了。在６—

８月，乘飞机来到这里，人们会看到，多石的山坡上百花

不争，青草萎蔫，但大自然似乎有意用一条玫瑰色的花绸

带装点这草枯石瘦的荒山。在空中摄影胶片中，这条清

晰的花绸带，留下了铜矿蕴藏地的位置。

我国北部有一种叫海州香薷的唇形科草本植物，它

喜欢生长在酸性土壤的铜矿脉上，也是一种铜矿指示植

物，所以，人们干脆叫它“铜草”。赞比亚则有种“铜花”，

凡“铜花”生长的地方，就可能有优质铜。据说，有家铜矿

公司的地质学家，在赞比亚西北省的卡伦瓜看见“铜花”

后，发现了一座富铜矿。同为世界产铜大国的智利，也曾

根据“铜花”进行追踪，并发现了有开采价值的铜矿。

植物为什么能指示矿物的存在呢？原来，植物生长

之处的地下岩层对它至关重要。地下水能溶解一部分金

属，含金属的水向上渗入土壤，再被植物吸收到体内。因

此，生长在铜矿上的植物能吸收含铜的水，镍矿上的草木

吸收含镍的水。无论地下埋藏着什么物质，铍、钽、锂、

铌、钍、钼等元素都会被水溶解一部分并带到地表上来，

植物吸水后，每一段茎、每一片叶子便都累积着微量的元

素。即使水深到２０～３０米，植物组织仍会积蓄一部分这

样的金属，所以它们依然灵敏地反映出金属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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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金属元素在各种植物里有微量积蓄，植物需要它

们，没有反而会“饥饿”生病。但是过犹不及，如果金属含

量过高，对植物就会产生毒害作用。所以，在金属矿区，

大部分植物都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是那些经得起某种金

属在自己体内大量积蓄的草木。所以，这些地区就只生

长这一类植物，便成为这种金属矿的天然标志了。

铀是核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为了制造核武

器、建造核电站，许多国家都要绞尽脑汁购买或寻找这种

放射性元素。在寻找铀矿的过程中，植物也能帮上忙。

若是把树枝烧成灰烬进行分析，铀的含量超过正常标准，

这就意味着在那种植物生长的地方有找到铀矿的希望。

水越桔能比较准确地指示铀的存在。一旦喝了含铀的地

下水，它的椭圆形果实就会变成各种各样奇怪的形状，有

时还能从藏青色变为白色或淡绿色。生长在铀矿上的柳

兰花会显示出从白色到浅紫色的全部色阶。我们在阿拉

斯加的铀矿附近曾收集到８种不同颜色的柳兰花，而它

本来应为粉红色。

沙漠里的金矿所在地几乎没有任何植物，但是蒿子

和兔唇草却能在这里生活得很自在，它们的体内积累了

大量的金元素。因此，把它们叫作“金草”该是名正言顺

的。蕨类植物问荆也能吸收土壤中的黄金，鸡脚蘑、凤眼

兰生长旺盛的地方，地下也往往藏有黄金。我国湘西会

同县漠滨金矿的含金石英脉旁，发现了大量的野薤子，它

们长得很茂盛，也指示着地下的“金库”。



　
　
７









































　　　　

要想利用植物找矿，就要寻找某些“孤独”的特有品
种，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改变了自己本来面貌的草木。过
多积累在体内的金属元素可以把一些植物变得“连亲娘
也认不得”，如镍矿脉上的白头翁和锦葵的花变得都很
“出格”。

　　答：“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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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中佳品———茶

　　我国的茶叶品种主要有
哪些？

读者朋友们，你知道世界三大饮料是什么吗？绿茶
和红茶又是怎么一回事？茶的老家在哪里？喝茶有什么
好处？下面我们将详细地告诉你答案。

“世界三大饮料”是茶、咖啡和可可。咖啡属于茜草
科植物，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对生，花白色。原产热带
美洲，我国广东、海南、云南等省广为栽种。在市场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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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咖啡粉是由咖啡种子经过焙炒、磨细而成，是著名的

饮料，也可以供药用。

可可是梧桐科植物，常绿乔生，叶互生，花黄色。原

产热带美洲，我国广东、海南、台湾等省均有栽培。种子

焙炒、粉碎后即成可可粉，为制巧克力糖的重要原料，可

作饮料，或供药用。

茶为常绿乔木小乔木或灌木，单叶互生，花白色，是

世界三大饮料之首，人类半数以茶为主要饮料。茶原产

于我国，外文中表示茶的字都是从汉语或方言音译而生

的。茶的老家在我国的西南部，在许多古籍如《茶经》、

《云南大理府志》和《贵州通志》等著作中，都有野生大茶

树的记载。１９５８年，在云南省勐海县格勒和区的半坡寨

山谷中发现了成片的大茶树，其中最大一颗茶树，高达

３．５米，主干直径１．４米，树冠幅达１０米，树龄８００年，

当地群众称它为“茶树王”。

我国植物工作者于１９６１年在勐海县巴达乡大里山

的原始森林里，发现高达３２．１２米，胸径１．０３米的野生

型大茶树———巴达大茶树。茶树广泛地栽培在我国东南

部和中部，有着悠久的栽培史。

早在公元前３００年问世的《尔雅》一书中，已有槚，即

茶的记载。我国关于茶的著作很多，约有１００余部，其中

唐代大文学家陆羽的《茶经》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

著，该书全面地论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和烹饮

方法、茶具等等内容。











































　

１０　　　

我们的祖先早在４０００多年前就饮用野茶，公元前４
世纪，野茶被驯育为栽培作物，直到公元８世纪，我国还

是唯一的产茶国家。公元８０５年，日本留学僧剑先带茶

苗回国栽种。１７８０年，印度从广东运茶籽去育苗。１９世

纪中叶，英国派福顿４次来我国调查种茶和制茶技术，他

不仅熟悉了制茶技术，并带走了技工和数万株茶苗，在印

度，斯里兰卡建立了茶园和茶厂。目前世界上已有５０余

个国家产茶，年产茶叶２３０余万吨。我国茶叶５世纪外

销邻国，１７世纪出口欧洲，１８８６年出口量达１３万吨，一

直垄断着世界茶叶市场。２０世纪初，由于南亚、东非等

地茶叶产量剧增，我国失去了“世界茶王”的宝座。

１９８８年，我国当年采摘面积为１　５８３．９万亩，年产茶

叶５４．５万吨，出口１８万吨，分别占世界茶叶产量和出口

量的２３％和１８％，产量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出口量

次于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仅居第四位。

在我国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下，茶树不但已选育出

数以百计的优良茶树品种，而且在茶叶加工方面，也形成

了多种多样的茶叶品种。通常可分为绿茶、红茶、乌龙

茶、花茶和紧压茶等五大类。绿茶产量最大，红茶主要供

出口，乌龙茶产量不多，花茶主要供内销，紧压茶主要供

国内少数民族饮用。

绿茶是我国创制最早的茶类之一，其加工方法要经

过杀青、揉捻、干燥三个工序。由于绿茶不发酵，鲜叶高

温杀青，破坏了茶叶中酶的活性，所以保持了青绿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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