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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学生趣味百科——带你探索奇趣世界》由汤仁荣编著，为广大中学生介绍了众多新奇、有趣的小
知识，内容包括迷人的植物乐园、奇妙的动物世界、美丽的自然风光、罕见的地理奇观、璀璨的宇宙
星空、难解的历史迷雾、独特的民俗风情、神秘的原始部落。
《中学生趣味百科—
—带你探索奇趣世界》语言简洁，内容生动，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不仅对你认知和改
造世界有很大帮助，而且会让你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世界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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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迷人的植物乐园里，有着无穷的奥妙。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人面植物、有 会流血 的树、可爱的“鸡蛋树”、叫人垂涎的“奶树”，还有可怕
的“吃人树”、会结面包的“面 包树”、奇怪的“光棍树”⋯⋯ 千姿百态的植物睡眠 在动物王国中
，睡眠是与食物和水同等重要的大事。
从果蝇到现代人，大家都 是如此。
人和动物都要睡觉，那植物睡不睡觉呢？
正确的答案是植物也睡觉。
嘘！
小声点，不要惊扰它们的美梦！
千姿百态的植物睡眠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发现的会睡觉的植物有合欢树、红三叶草、睡莲、花生、
酢浆草、白屈菜、含羞草、羊角豆等。
在这里，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合欢树、红三叶草 和睡莲这三种植物是如何睡觉的。
合欢树是一种落叶乔木，它的叶子日落而合、日出而开，跟人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一样，非常有趣。
原来合欢树的叶子是由许多小羽片组合而成，在白天舒 展而又 平坦，可一到夜幕降临时，那无数小
羽片就成对成对地折合关闭，好像被手 碰撞过 的含羞草叶子，全部合拢起来——这家伙原来是睡着
了。
红三叶草，又名“红车轴草”、“红荷兰翘摇”，多 年生草本植物，它长着三片小叶，开着紫色的小
花。
在白天有阳光时，叶柄上的三片小叶都舒展在空 中，但到了傍晚时分，三片小叶就开始闭合，它们紧
挨在一起，垂下头来准备睡觉。
睡莲又称为子午莲、水芹花，是属于睡莲科睡 莲属的多年生水生植物，睡莲是水生花卉中的名贵 花
卉。
外形与荷花相似，不同的是荷花的叶子和花 挺出水面，而睡莲的叶子和花浮在水面上。
睡莲因 昼舒夜卷而被誉为“花中睡美人”。
白天在水面上 绽放的睡莲花，每到夕阳西下之时，它就像一个疲 倦的美人，闭拢花瓣，进入睡眠状
态。
在次日旭日东升之时，又像从睡梦中 醒来，把 美丽的花瓣慢慢舒展开来。
植物为什么会出现睡眠现象 植物的这种睡眠现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最近几十年，科学家们 围绕着 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最初，解释植物睡眠运动最广泛的理论是“月光理论”。
提出这个论点 的科学家 认为，叶子的睡眠运动能使植物尽量少遭受月光的侵害，因为过多的月光照 
射，可能 干扰植物正常的光周期感官机制，损害植物对昼夜长短的适应。
但是，许多 没有光周 期现象的热带植物，同样也会出现睡眠运动，这一点用“月光理论”就无法 解
释了。
后来科学家们又发现，有些植物的睡眠运动并不受温度和光强度的控制，而是 由于叶柄基部中一些细
胞的膨压变化引起的，属于适应环境的一种保护性反 应。
例如，合欢树通过叶子在夜间的闭合，可以减少热量的散失和水分的蒸发，起到保 温保湿的作用，而
且，在遭遇暴风雨袭击时，它的叶子也会渐渐合拢，以防 柔嫩的叶 片受到暴风雨的摧残。
植物出汗的秘密 一到炎热的夏季，酷热难当，人们便会汗流浃背。
不要以为只有人才会 出汗，植物也会出汗。
夏季清晨，在野外，细心的人可以看到很多植物叶子的尖端或边缘，有 一滴滴 的水珠淌下来。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露水，但若是再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些 水珠是 慢慢地从植物叶片尖端冒出来的
，逐渐增大，最后掉落下来；接着，叶尖又 重新冒出 水珠，慢慢增大，最后掉落下来⋯⋯一滴一滴
的连续不断，像流汗一样。
这 肯定不 是露水，因为露水应该分布于叶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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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颗颗的水珠无疑是从植物体 内跑 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如果把一盆植物放在炽热的太阳光下暴晒，一会儿的工夫 它的叶 子肯定会被晒蔫。
在此，我们先来做个小实验：搬一盆植物放在炽热的太阳 底下，再把一个玻璃杯倒扣在几片叶片上，
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杯壁上会出现 一层 细小的水珠。
这种植物体内的水分通过叶子散失到体外的现象就是蒸腾作用。
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其秘密在于叶子的表面——叶子的表面有许 多气 孔，大多数植物的气孔由两肾形的保卫细胞组成，
这种细胞的内外壁厚度不 同，靠 着气孔的内壁厚，背着气孔的外壁薄。
当保卫细胞因吸水膨胀时，较薄的外 壁就伸 长，细胞向外弯曲，于是气孔张开；当保卫细胞失水而
体积变小时，外壁就 拉直，气 孔也随之关闭。
叶子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把汗水排出的。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是“吐水”出汗。
白天，植物在阳光下进行光合作 用时，叶 面上的气孔张开，一边进行气体交换，一边不断蒸发出水
分。
可到了晚上，光合作 用停止，气孔也随之关闭，而植物的根仍在吸收土壤中的水分。
如此一来，植物体 内的水分就会过剩，为了维持体内水分的平衡，这些过剩的水便从衰老的、失去关
闭本领的气孔冒出来。
这种现象，在植物学上称为“吐水”。
此外，植物还 有一种排 水腺，就像人体的“汗腺”一样，可以用来排出植物体内多余的水分。
与人类不同的是，植物的“汗”一般在夏季的夜晚才出，有时在空气潮 湿、没有 阳光的白天也会出
汗。
不同的植物品种，它的吐水量也是不相同的。
据观测，芋头 的一片幼叶，在适合的条件下，一夜可排出150滴左右的水，一片老叶更能 排出190 滴左
右的水，水稻、小麦等的吐水量也较大。
总而言之，植物出汗是为了保持植物体内的水分平衡，是为了使植物能 正常生 长，这是一种正常的
生理现象。
植物发光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太阳会发光、星星会发光、电灯会发光、电视会发光，也见过 会发光
的 动物，如萤火虫。
可谁又见过植物会发光呢？
那些会发光的树、会发光的藻 类，它 们体内到底存在什么秘密呢？
发光的柳树桩 在江苏徒县，人们发现一些能够在黑夜里闪烁着幽幽的浅蓝荧光的柳树 桩，刚 开始发
现这种现象时人们大都觉得很奇怪，还对它产生了许多诡异的猜想。
后来，这一奇怪的现象吸引了科学家们的注意。
他们对这些柳树桩进行 了“体 检”，并用它们身上的提取物培养出一种叫假蜜环菌的真菌。
原来，柳树会 发光全 是因为这些假蜜环菌的缘故——假蜜环菌寄生在这些枯死的树桩上，并使木 材
腐 烂。
假蜜环菌的菌丝侵染了木材纤维以后，还分泌出一些可以分解木材的酶，这些 酶又将纤维素、木质素
转化为真菌能够吸收的小分子物质，如葡萄糖、酚类 等各种 营养物。
在这些营养物质的不断补充下，又使得假蜜环菌的菌丝细胞开始不 停地 繁衍和长大，同时还积累大
量能够产生荧光的物质。
这些带荧光的物质在荧 光酶 的催化作用下进行生物氧化，并把化学能转化为光能，也就是人们所看
到的 生物 光。
因为这种真菌的菌丝体会发光，因此又有“亮菌”的雅号。
假蜜环菌多生长于江苏、浙江一带，它喜欢安身于一些树桩，用白色菌 丝吮吸 植物体内的养料。
白天由于阳光照射的缘故，人们自然看不见它发出的光，而在夜 晚，就可以看见了。
“渔火”——海藻之光 “渔火”，对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海里的船员、水手们都不陌生。
只要 在天气晴 朗的夜晚，大片大片闪着光的蓝绿色或乳白色的“渔火”便会呈现在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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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出现在海面上的“渔火”并不是海底火山的问题，而是海里藻类、细菌和某 些海洋浮 游生物大
量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人们肉眼能看到的生物光。
不要小看了这种海藻之光，它可是一种高效率的冷光，它的光能转换率 大于 90％。
这种生物光的波谱成分十分柔和，适合于人的眼睛，没有刺激作用，节能煤 和节能电源就是仿生工程
师通过对它的研究及进行生物光模拟而制造出来的。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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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生趣味百科：带你探索奇趣世界》将带你探索妙趣横生的奇趣世界。
这里有迷人的植物乐园：易害羞的含羞草，神奇的笑树，会流血的树，可爱的“鸡蛋树”，可怕的“
吃人树”，不畏火烧的“英雄树”⋯⋯这里有奇妙的动物世界：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筑怪巢的犀鸟，
开屏的孔雀，善于伪装的鱼，爱憎分明的海豚，童话里的美人鱼⋯⋯这里有关丽的自然风光：美丽的
雨后彩虹，朦朦胧胧的雾，晶莹剔透的露珠，巍峨挺拔的高山，鬼斧神工的瀑布，真假难辨的海市蜃
楼，美丽奇异的极光⋯⋯请你以一颗好奇心来面对这里的一切，去认识和探索这里的一切奥秘。
相信，这次奇趣世界探索之旅，不仅对你认知和改造世界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你会在探索的过程中发
现，我们的世界很神奇，我们的生活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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