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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秘的植物王国》从植物的起源和进化入手，介绍了植物的分类及特点、植物生长特征、不同植物
与人类的关系，更综合了许多特色植物的趣闻，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
使《神秘的植物王国》成为更加适合于青少年阅读、图文并茂的科普读物。
本书由雅风斋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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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是植物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植物的一切生理功能都要有水的参与才能完成。
水在植物体的营养物质吸收和运输及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的进行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水就像是植物的血液一样，如果没有了水，植物的生命就会停止。
水分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水分的多少，对植物生长发育影响很大。
树木的高度生长、直径生长、材积生长、根系生长，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生长环境中水分、水质的
影响。
植物体内有吸收水分和消耗水分的两个既矛盾又紧密相关的生理过程。
只有植物水分的获得和消耗数值相对合理，植物体内的水分含量才能达到基本平衡。
水分缺失对植物的危害不管什么种类的植物，如果其体内水分的蒸腾消耗大于水分吸收，就会引起植
物体水分亏缺。
植物体水分亏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植物细胞失去膨压、组织丧失紧张状态。
其外在表现为植物叶、茎的幼嫩部分出现下垂，植物整体呈现“萎蔫”状态。
我们经常会看到公路两边的装饰花朵在午后的烈日照晒下出现萎蔫的状态。
但是第二天我们去晨练时，又可以看到萎蔫消失的花朵。
这是因为一般晚上的气温会下降，植物的蒸腾作用减弱，吸水作用补充了植物水分，萎蔫自动消失。
这种萎蔫属于暂时萎蔫。
而我们看到因为大量失水而导致的不能恢复活力的植物，则一般属于永久萎蔫。
植物发生萎蔫主要是由于干旱，所以防旱、抗旱就成为防止植物萎蔫的重要工作。
水分过多对植物的危害植物同人类一样，在缺水的时候会出现病状甚至死亡，同样在水分过多的时候
也会出现个体伤害。
通常水分过多对植物的伤害主要体现为涝害。
涝害的形成并不在于水分本身，而是因为植物根系的正常代谢有一定的规律和承受能力，当土壤孔隙
充满水分时，植物根部就会出现缺氧，植物体有氧呼吸受到抑制，进而影响了植物根系的正常代谢。
时间一久就会造成植物因窒息或生长恶化而死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土壤中的水分过于饱和的时候，就会使好气分解受到抑制、嫌气细菌异常活
跃，导致土壤中积累过多的有机酸和二氧化碳，甚至会产生有毒产物，影响植物根系呼吸，令植物在
无氧呼吸下产生过多的酒精，最终中毒死亡。
植物因涝害死亡以后，其根系常腐烂发臭，就是这个原因。
为了防止涝害，根本的办法就是排水。
植物对水分量的适应程度不同种类的植物，不但对水分的需要量不同，对水分的适应性也不同。
按照植物对水分的适应程度，可以分成4个不同的生态类型：水生植物所谓的水生植物就是能够长期
在水中完成生长发育的植物。
水生植物对水生环境具有长期适应性，其根系和输导组织一般已经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衰退，机械组
织相对软弱。
水生植物的茎、叶都有发达的通气组织和多量的叶绿体，这就使其个体能够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水中
微弱的氧气和光照。
根据水生植物在水层中生长的深浅，又可分为挺水植物（如芦苇、香蒲等）、浮水植物（如浮萍、菱
角等）、沉水植物（如金鱼藻等）3种类型。
湿生植物所谓湿生植物就是能够在水分经常饱和的土壤中正常生长的植物。
湿生植物的抗旱能力一般都很弱。
典型的代表有水稻、水芋、水松、红树等。
湿生植物的根、茎生有通气组织，能通过上部的叶、茎吸收氧气来供应根部的需要。
旱生植物所谓旱生植物就是能够在大气和土壤长期干旱的情况下正常生长的植物。
旱生植物的抗旱能力相对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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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代表有麻黄、骆驼刺、仙人掌、金合欢等。
旱生植物除了有细胞的渗透压很高的生理生化特性外，还有一定的旱生构造。
旱生植物一般都具有发达的根系、输导组织和保护组织、叶子变小或褪化成刺状、鳞状等；旱生植物
的气孔较少，通常深藏于表皮层内，借以加强吸水和减少蒸腾；一些肉质旱生植物的茎、叶薄壁组织
发达并发展为贮水组织，能在植物体内积贮大量的水分，以供应其在干旱时期的生长需要。
中生植物所谓中生植物就是适应在水分条件中等的土壤中生长的植物。
中生植物的耐水性介于旱生植物和湿生植物之间。
自然界中的大部分植物都属于中生植物。
中生植物在生理、生化方面没有旱生植物的超强适应性，也没有湿生植物适应环境的通气组织。
所以中生植物的抗旱能力远比不上旱生植物，抗涝能力也不及湿生植物。
水生、湿生、旱生和中生植物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界限。
植物对水分的反作用在水分对植物产生影响的同时，植物也反作用于其生长环境中的水。
这种反作用在森林中尤为明显。
森林由于树冠阻留、地被吸收和林地透水作用，能减少地表径流约50%～80%，削弱了冲刷，滞蓄了
洪水。
尤其在较为严寒的地区，冬季积雪被截留，对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有显著效果，于是形成了“山青才
能水秀”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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