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带植物的生存奇招
口 撰文 / 窦剑 供图 / 景兆鹏

热带植物大家族可谓种类繁

多
,

精彩纷呈
。

例如印度榕蜿蜒起伏

的根系如同巨网般覆盖于地表
、

满

树挂满光秃圆滚的小枝条的光棍树

可以盛产石油
,

佛教植物菩提树的

叶片尾端拖着个
“

大尾巴 ,’, 不仅好

看
,

更有特异功能⋯⋯ 其实
,

植物诸

如此类非比寻常的外表
,

是为了适应

热带环境练就的
“

独门绝技
” 。

就让

我们走近这些热带植物
,

去领略它

们的生存奇招吧 !

招术之一 : 地面根
“

结网
”

首先
,

让我们来到印度榕的老

家—印度及马来西亚半岛
,

去领略

印度榕鲜为人知的美丽与神奇
。

在那

里
,

印度榕雄壮挺拔
,

可生长至等同

于十几层楼房的四十多米高
。

每到幼

芽萌生之际
,

暗红色的托叶包裹着

红色幼芽耸翘而生
,

更如同给巨伞般

的枝头插上了成千士万支红烛
,

美丽

极了
。

印度榕最神奇的景象则可落眼

于树干基部的根系
,

它们相互交织缠

绕着
,

接触部位相融合
,

如同一张巨

网般铺设于地表
,

颇为壮观奇特
,

科

学家称之为地面根现象
。

究竟是怎样的鬼斧神工造就了

如此撼人心魄的地面根呢? 对于热

带雨林有所了解的人们也观察到
,

雨林中的中
、

上层乔木
,

一般高可达

三四十米
,

枝干强大 ; 雨季时的土壤

水分更是处于饱和或接近饱和的状

况
,

空气匾乏
,

不利于根系呼吸
。

那

么
,

身处其中的这些擎天树木如何

做到枝繁叶茂而又稳如泰山呢?

热带雨林专家们最终揭开了地

面根的神秘面纱
。

他们说植物的根

系在土壤中通常向深度和广度两个

方向发展
,

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同时
,

也起到支撑植物地上部分的作用
。

身处热带雨林特殊环境的一些树种

的根系受限于向深度发展
,

于是另

辟蹊径采取了向地面空间发展的策

略
,

印度榕则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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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在数 卜年的生长过程中
,

印度榕的

根系在地面层竭尽全力地呈辐射状延

伸
、

扩张
,

从而缓慢形成了相互之间融

合的网状地面根
。

这样
,

不但解决了植

株头重脚轻的危机
,

也回避了常年水

分饱和而易于导致呼吸困难的深层土

壤
,

同时阻止了其他树种对其领地的

入侵
,

最终构成了叹为观止的地面根

现象
。

印度榕的
“

古灵精怪
”

以及大自

然的神奇造化由此可见一斑
。

招术之二 : 茎干
“

节流开源
”

我国海南
、

云南等省份生长着一

种名为
“

光棍树
”

的高大乔木
,

它的特

别之处在于主干和粗壮枝丫上尽是茂

密青翠
、

光滑圆滚的小枝条
,

却不见叶

片
,

因而又被称为绿珊瑚
、

绿玉树
。

那

么
,

光棍树真的不生口借
、

只生
“

光棍
”

吗? 答案可在光棍树一些幼嫩枝条的

顶端寻觅
。

瞧
,

这些易被忽视的细微条

状物
,

其实正是光棍树叶片的
“

庐山真

面目叮只是它们长出后几天便脱落了
,

因此人们还以为光棍布移下生目初卜呢!

光棍树的叶片为何如此
“

凤毛

麟角
”

呢? 缺少叶片的光棍树又如何

进行植物赖以生存的光合作用呢 ?

这还得从光棍树的
“

身世
”

说起
。

它

的老家在非洲东部的安哥拉一带
,

当

地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草原气候
,

旱季时雨水尤为稀少
,

生存环境严

峻
。

自然选择
、

适者生存
,

于是栖息

其中的生物逐渐形成了各种保水抗

旱的妙招
。

在漫长的繁衍过程中
,

光

棍树从叶片繁茂变得叶片稀疏
,

叶

形也逐渐变小
,

后来甚至慢慢退化

了
,

大大减小了植株的受光面积和蒸

腾作用时所需消耗的水分
。

同时
,

它

们的小枝条也逐渐进化为肉质
,

表

层富含叶绿体从而替代叶片成为光

合作用的主力军
。

雨水充足的季节

里
,

小枝条更可化身为小小的
“

储水

器
” 。

光棍树如此
“

节流开源
”

的生

存策略是不是很完美呢?

科学家们的研究报道更为引人

关注
,

他们指出
,

光棍树枝条内部富

含的白色浆汁更是神奇
。

一旦小枝条

被折断
,

浆汁可迅速涌出结膜从而避

免体内的水分过度散失 ; 而且浆汁中

的毒害作用还能有效地抵抗动物的

侵袭起到保护植株的作用
。

此外
,

科

学家们还从白色浆汁出提炼出了石油

的主要成分
—

烃类物质
。

如今
,

光

棍树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广受重视的

可再生
、

绿色环保的优良生物能源
,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造福人类
。

招术之三 : 叶片滴水

“

菩提本无树
,

!川镜亦非台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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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汽凝结及降雨而散落着好多水

滴
。

叶片如何避免水分的侵蚀和病

原物的乘虚而入呢? 叶片如何及时干

燥
,

进行蒸腾作用呢? 叶片又如何避

免一些微小生物如苔鲜
、

藻类的附

着
,

而开展光合作用呢? 于是
,

它们

的滴水叶尖应运而生
,

如同屋檐下

的排水槽
,

及时聚集并且迅速排干

叶片上的水分
,

成为解决以上诸多难

题的
“

秘密武器
” 。

需要提及 的是
,

具备滴水叶尖

可不仅仅是菩提树的
“

独门绝技二一

些同样生长于热带雨林下层的乔木
、

灌木和草本植物普遍具有尾状尖端

的滴水叶尖
。

虽然这只是热带植物

适应环境的一个小策略
,

去呢以让我

们对它们的生存智慧叹为观止
。

来无一物
,

何处惹尘埃
。 ”

唐代禅宗

六祖惠能的一首诗常使人们误以为

世上没有菩提树
。

其实
,

菩提树不但

确有其树
,

更相传第二十八代佛主释

迎牟尼在一棵菩提树下静修成佛
,

从而在佛教中有圣树之称
。

乍看菩提树
,

它的叶片最为引人

注目
。

叶片上部心形
,

而尾部拖着个

长达好几厘米的弯曲尾状叶尖
,

潇

洒飘逸
。

于是
,

人们将这种
“

尾巴
”

长长的奇特叶片经过一系列处理后

染成五颜六色
,

制成了精美的叶脉书

签
,

又称
“

菩提纱笠美丽极了
。

可是
,

这些
“

小尾巴
”

仅仅只是增添了叶片

的奇特与美观吗? 它又有什么
“

特异

功能
”

呢? 科学家们经过长期观察

和研究后称这些 ,’’J
、尾巴

”

为滴水叶

尖
,

同时揭开了它的奥秘
。

原来
,

热带雨林的环境尤为潮

湿
,

雨林下层的植物叶片表面常常因

招术之四 : 花朵招蝇

大花犀角是一种来自遥远非洲

的奇特植物
: 五角星状的花朵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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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丽
,

而 四角棱状的肉质茎形如犀

牛角挺拔林立
,

故有
“

大花犀角
”

之

称
。

最为绚丽灿烂的景象出现在大

花犀角花开繁盛之时
:
在一个个高

低错落
、

疏密有致的
“

犀角
”

丛中
,

朵朵含苞待放的花苞儿如同大小不

一的浅绿色气囊着落在翠绿的
“

山

峰
”

之间
,

颇为赏心悦目;
“

气囊
”

爆

破后则变幻而成了酷似海星般的奇

特花儿
,

绒质花瓣上还着生无数暗

紫色的波状横纹
,

幻彩惊艳
。

出乎意料的是
,

花儿的美丽和

热情似乎没能
“

呼蜂唤蝶飞却招惹来

一群的苍蝇
,

围绕着花儿不时飞飞

停停
,

大煞风景
,

这是何故呢? 还是

科学家洞悉其中的缘由
。

他们称
:
大

花犀角是一种虫媒花
,

它们完成
“

传

宗接代
”

的重要使命需要依靠昆虫

的传粉
,

在常见的传粉昆虫如蜂类
、

蝶类
、

蛾类和蝇类中又最为吸引蝇

类
,

故而出现苍蝇满天飞的景象
。

那么
,

苍蝇为何对大花犀角
“

情

有独钟
”

呢? 在这个问题上
,

大花犀

角可是
“

身怀绝技
、

有备而来
” 。

首

先
,

大花犀角的花儿类似肉色
,

花纹

独特而显眼 ; 其次
,

如果我们凑近大

花犀角的花儿使劲嗅一嗅
,

发现它还

能散发出淡淡的腐肉气味
。

这些征

兆都误使苍蝇以为发现了腐肉
,

于是

它们冲着腐肉兴致勃勃而来
,

却误打

误撞协助大花犀角完成了传花授粉

的过程
,

因此科学家们将大花犀角

纳入了
“

腐臭气味传粉综合症群
” 。

“

八仙过海
,

各显神通 ,’, 大花犀角

正是靠着诱骗苍蝇的小
“

伎俩
”

顺利

“

生儿育女
” 、

繁衍种群
,

真可谓是

植物中的
“

智多星
”

!

招术之五 : 苞片
“

冒名顶替
”

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中生长着

一种常见而又特别的常绿缠绕藤本
,

它们的绿叶丛中点缀着片片纯净洁白

的扇状
“

叶片飞因而被当地老百姓形

象地称呼为
“

白纸扇飞同时还有个美

丽动听的名字一
~

玉叶金花
。

不难理解
“

玉叶金花
”

这个名字

的来由二玉叶金花植株中最为醒目的

是一片片
“

玉叶弋因而称为玉叶; 花

序中央着生的小花为金黄色
,

故名

金花
。

可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
,

名字

中的
“

金花
”

是名副其实的花朵
,

而

这
“

玉叶
”

其实却是植物的苞片冒名

顶替而成
。

人们常常惊讶于这样的结果
,

科学家们解释说 : 玉叶金花的花朵

虽然是金黄色
,

花径却很小
,

如何

在这精彩纷呈的植物世界中吸引更

多的昆虫前来传花授粉呢? 于是它

们采取了
“

挂羊头
,

卖狗肉
”

的策

略
—

将花朵五枚尊片中的一枚变

形成了硕大的白色叶状物
。

这样
,

特

殊的
“

玉叶
”

构造不但弥补了花朵

细小的缺憾
,

还使得它们在
“

绿色有

余
、

彩色不足
”

的西双版纳密林中尤

为显眼
,

从而诱使昆虫纷纷而来
。

科

学家们还指出
,

类似于这种冒名顶替

的现象在自然界中并不鲜见
,

我们熟

悉的一品红
、

叶子花也是如此
。

.

作者简介

窦剑
,

硕士
,
2 0 0 4年毕业于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

现从事热带植物的科研与管

理工作
。

(责编 窦利红 )

生命世界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