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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常说：“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 虾米吃什么？
吃草，吃浮萍，吃藻类。
　　动物能够离开植物生活么？
你也许会说，为什么不能，很多食肉动物不吃植物照样活！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追本溯源，肉食动物吃的肉，归根结底是吃植物长出来的。
不信，你随便列举一种动物，看他们的食物链终端是不是植物。
老虎吃什么？
老虎吃羊、吃牛、吃马。
羊、牛、马吃什么？
吃草。
狼吃什么？
狼吃狐狸。
狐狸吃什么？
吃野兔。
野兔吃什么？
吃青草。
鸬鹚吃什么？
吃鱼。
鱼吃什么？
蟹、虾或草。
蟹、虾吃什么？
树叶碎片或藻类。
蛇吃什么？
吃青蛙。
青蛙吃什么？
青蛙吃稻螟虫。
稻螟虫吃什么？
水稻。
　　动物吃了食物后，除了用作构建身体以外，最重要的是获取进行生命活动必需的能量。
能量从哪里来？
　　归根结底，能量是绿色植物中的叶绿体将太阳光的光能转化成化学能而得到的。
科学家曾作过统计，地球上所有植物有机物光合作用储存的能量的90％来自藻类。
　　不仅如此，世界上大多数靠氧气才能生存的生物，所需的氧气也是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的
。
　　因此，植物是生命之源。
地球上在34亿年前出现了低等绿色植物后，地球的生命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18亿年前，地球上的氧气增多，出现红尘。
大约在13亿年前，地壳发生了大变化。
由于造山运动，出现了高原和盆地，气侯炎热而干燥，湖泊沼泽干涸。
原来生活在水中的丝藻，可能由于水退而登陆，开始了植物界占领大陆的斗争。
从此，地球的大气层氧气含量逐渐浓厚起来，地球变成了一颗蓝色的星球。
150余万种植物和动物，构成了地球上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
　　特别是遍布整个地球的绿色植物，组成了森林，铺展成草坪，从冰天雪地的南极到湿热的热带雨
林，从蔚蓝的海洋到干旱沙漠，所有的植物都奇迹般地生长、繁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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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把大自然打扮得多姿多彩。
　　除了绿色植物以外，还有非绿色植物。
非绿色植物是自然界的分解者，它能对死亡的有机体进行分解，把复杂的有机物变成简单的无机物，
供绿色植物生长所用。
这样，植物在自然界通过合成和分解作用，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使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往复，永无止
境。
　　现在已经发现并命名的植物有40余万种。
植物学界沿用的植物分类系统将植物分为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两大类。
　　低等植物分为藻类、菌类和地衣三大类型。
它们在形态上无根、茎、叶的分化，又名原植体植物；构造上无组织分化，生殖器官为单细胞，合子
发育时不离开母体，不形成胚，亦称无胚植物。
现在已知有低等植物15.6万种，其中真菌约占12万种。
　　高等植物有根、茎、叶的分化，所以又称茎叶植物；构造上组织分化，生殖器官为多细胞，合子
在母体内发育成胚，故亦叫有胚植物。
高等植物包括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三大类型，全世界约有27.5万种，其中90％是种子植物。
我国有高等植物近3万种，占全世界10％以上，仅次于马来西亚和巴西，居世界第3位。
　　“ 天生万物以养人。
” 植物给人类以生存三要素中的两要素：日光（固定光能）、空气（制造氧气）。
植物以其光合作用H复一日地固定光能，吸收人类排出的废气二氧化碳，制造人类不可或缺的氧气，
提供富含氧气的优质空气。
此外，植物还用它的根系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
生；用它的全身为人类提供粮食、蔬菜、水果、饮料、衣料、工业原料；用它色彩鲜艳的花朵为人类
提供精神享受⋯⋯　　植物为人类奉献多多，“人以何德以报天” ？
为了一时之利，大量砍伐森林，掠夺式地采撷野生经济植物，将一座座绿色的山峰剃成光头；毁林开
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使森林、草场、湖泊面积锐减，使植物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使不少植物
品种濒临绝灭的命运，沙漠化、沙尘暴、大洪水得以逞凶。
　　为了我们的地球母亲，为了可爱的植物兄弟姊妹，也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我们都应善
待植物。
目前，地球村公民对于善待植物已逐渐取得共识，越来越多的濒临绝灭的植物被保护起来，越来越多
的自然保护区建立起来。
我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政策也在广大农村地区得到落实。
　　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善待植物，植物给我们的回报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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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为人类奉献多多，“人以何德以报天”？
为了一时之利，大量砍伐森林，掠夺式地采撷野生经济植物，将一座座绿色的山峰剃成光头；毁林开
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使森林、草场、湖泊面积锐减，使植物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使不少植物
品种濒临绝灭的命运，沙漠化、沙尘暴、大洪水得以逞凶。
　　为了我们的地球母亲，为了可爱的植物兄弟姊妹，也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我们应善待
植物。
　　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善待植物，植物给我们的回报会更多。
　　《中华饮食老字号》详细介绍了植物知识，全书共分为六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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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蓝藻是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植物。
地质学家在南非的谢巴金矿地层中，发现了一种距今已有34亿年历史的蓝藻类化石。
这种古代蓝藻的模样同现代的蓝球藻差不多。
蓝藻具有植物的最基本特征：能用自身拥有的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独立繁殖，不依靠其他
生物，自营生活。
　　蓝藻的出现，在植物进化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这是因为蓝藻含有叶绿素，能制造养分和独立进行繁殖。
现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生物界是多么丰富多彩啊！
百花盛开，万木争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而这一切都是由低等的藻类经过几亿、几十亿年的进化、发展而形成的。
　　蓝藻是藻类植物中的一大类型，种类很多，全世界约有2000多种。
蓝藻不仅含有叶绿素，而且含有红色素。
　　蓝藻分布很广，是繁殖力强的水生植物，在淡水、海水、岩石，及其他一些植物体上都有它们的
踪迹，甚至在冰天雪地或高温的泉水里，也都能生存。
　　1881年，有个水手在格陵兰岛海岸看到一片积雪在几小时里变成了猩红点点的雪，原来这是蓝藻
的红色素耍的把戏。
蓝藻里的红色素能随光线条件的不同，产生从红到紫的美丽颜色。
红海就是因为海水中有含大量红色素的红颤藻，才被“染”红的。
英国一个古战场上的一座纪念碑每逢阴雨天气，碑石四周常常泛出殷红的“血迹”，其实就是地面上
的蓝藻在“显灵”。
　　蓝藻是最耐高温的藻类植物。
蓝藻能在高达89℃的温泉水中生活。
科学家研究了蓝藻的特殊结构，发现其细胞内的物质特殊，凝固点高于89℃。
　　蓝藻对自然界的贡献很大。
蓝藻中有100多种属于固氮蓝藻，能利用空气中的游离氮素，制造氮素化合物。
据估计，地球上的固氮蓝藻每年可从空气中固定纯氮1000万吨左右，相当于5000万吨硫酸铵所含的氮
素。
　　藻类植物虽然是最低等、最原始的植物，但现在地球上所有植物有机物光合作用的初级生长量
的90％来自藻类，其光合效率也比陆生植物高得多，一般陆生植物的光合效率仅1％～2.5％左右，而
单细胞的小球藻则可高达23.5％。
可以说，藻类植物是生物食物链中最重要的初始环节之一。
　　如果把固氮蓝藻放在稻田里大量繁殖，通过它们的固氮作用，就能把原来水稻不能利用的空中氮
气变成能利用的氮肥。
这样，在稻田里就有了一座小型的“天然氮肥厂”。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稻田中繁殖固氮蓝藻中的固氮鱼腥藻，获得了水稻增产24％的效果
。
人们把这种固氮鱼腥藻命名为“万年肥”。
因为蓝藻从空气中获得的肥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在印度，科学家在稻田中繁殖了另一种叫管链藻的固氮蓝藻，固氮效率更高，使水稻增产2.7倍。
这是固氮效率最高的一种固氮蓝藻。
　　由此可见，蓝藻是大有作为的生物肥料。
　　海洋中有一种像动物的植物——珊瑚藻。
珊瑚藻有的像可以烧成石灰的石头，有的却同石头并不相同。
高山、陆地上的珊瑚藻已停止了生命，成了化石，没有色彩，就更像石头了。
　　只有在海洋里，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有些活着的“石头”在海水里生长、繁殖、死亡，走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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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过程的每一环节。
这些奇异的能够生长的“活石头”形状同珊瑚动物相似，曾被人们误认为是珊瑚虫。
18世纪的生物分类学家林奈极为肯定地说它们是动物，因为它们的躯体里充满了钙质。
　　区别动物和植物的分界线主要不在钙质，而在于植物体内具有叶绿素，能够依靠光合作用生活，
不像动物靠吞食别的生物为生。
珊瑚藻除了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素外，还含有红藻的藻红素，属于低等植物的藻类。
　　在热带、亚热带的海区，珊瑚藻同珊瑚虫一起或独立地建造珊瑚礁。
特别是皮壳状的珊瑚藻，从南沙群岛到西沙群岛，从马绍尔群岛到所罗门群岛，建造起那种壮观的“
海藻脊”。
它们喜欢在波涛汹涌的礁缘上生长，在海面时隐时现，不断繁殖，扩展自己的藻体。
　　珊瑚藻对人类的用处不少。
《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种“海浮石”。
这种石头既是岩石，又是珊瑚虫体，还有一部分是植物珊瑚藻。
海浮石有止咳、清心降火、消积块、化老痰、消疮肿等功效。
山东黄县桑岛产的海浮石，是皮壳状珊瑚藻，年产5000多千克。
　　珊瑚藻还是一种石油指示植物，对开发石油资源、发现大型油田有很大的意义。
　　海带是一种长在海底岩石上的褐藻。
它的叶片又长又厚，在海底随水流漂动，仿佛是舞动的绿褐色绸带。
海带的名称就由此而来。
　　海带是一种喜欢寒冷水流的海洋植物，原产日本和俄罗斯的寒流海域，在我国是没有的。
那么，海带是怎样来到我国沿海“落户”的呢？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从北海道运木材到大连修筑海港码头。
海带的孢子附着在木材上，便不声不响地跟着来到大连湾，并在大连湾海底的岩石上长成了海带。
后来，海带从北向南不断地蔓延、繁殖开去，先散播到了烟台、青岛，又传到了福建等沿海地区。
　　全世界大约有30多种海带，亚洲地区就有10多种。
海带大多分布在温度较低、风浪较小的沿海和海湾，用固着器附着在浅海海底的礁石、贝壳上，大量
繁殖时形成一片水下森林。
　　海带藻体由三部分组成：下部是一些假根状的附着器；中部是圆柱形的短柄；上部是长而扁平的
叶状体，一般长3米左右，有时长达7米，宽20-50厘米，边缘较薄，呈波状皱褶，表面光滑，绿褐色或
棕褐色。
　　海带是产量高、生长快、个体大、经济价值高的食用及工业用的海藻。
海带是含碘量最高的海藻，含碘量一般为3％～5％，最多可达7％～10％。
海带里的碘，人体能直接吸收。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少碘会得粗脖子病——甲状腺肿大。
生活在缺碘的山区的人多食用海带，能防止和治疗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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