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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漫谈·

20 世纪，人类依靠无节制地动用自然资源
(如大量开采矿产资源、滥伐森林、乱垦草原、
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
但伴随而来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最突出的是

资源接近枯竭和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危及人类生

存与健康(沈允钢 2001)。近 20年来，人类在欢
呼已取得成就的同时，也觉察到当前的物质文明

正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于是世界各国把“可持

续发展”提上了最迫切的议事日程 ( 沈允钢
1999)。1996年 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确定为

我国的两大基本战略，这是中国政府根据国情做

出的重大英明抉择。2003年 10月，中共十六届
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为“坚持

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 10月，
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科学发

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

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

顾”。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人民造福，尤其是保证其生存和健康。人类健

康涉及面广，包括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但

最基本的是食物和生存环境，而这与植物生命活

动密切相关。现就这些问题之间的基本关系作一

简要讨论。

1  植物的生命活动
植物生命活动是指在水分、矿质营养、光合

作用和呼吸作用等代谢活动的基础上，表现出植

物的种子萌发、抽枝、长叶、开花、结果等生

长发育过程，而这些生命活动间是相互联系、相

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Croteau等 2002)。
1.1  生物的分类与演化  生物界千姿百态，种类繁
多。1735 年，林奈根据具运动性和吞食性，还
是行固着生活和自养，把生物分为动物界和植物

界，即通常说的两界系统(Linnaeus 1735)。如今
广为接受的是 1969年维泰克(Whittaker)根据营养
方式和结构差异建立的五界分类系统，把生物界

分成了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

物界和动物界(图 1)。五界系统按复杂性增加的 3

图 1  生物的分类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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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排列：原核单细胞(原核生物界)、真核单
细胞(原生生物界)和真核多细胞(植物界、真菌界
和动物界)。多细胞生命的 3个界代表了一种生态
的和形态的分类，植物(生产)、真菌(还原)和动
物(消费)代表了世界上3种主要生存方式，突出了
植物在生物演化的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Whittaker
1969)。
1.2  植物生命活动的主要特征  著名植物生理学家
殷宏章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生物学卷》中
指出，植物生命活动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殷宏章
1992)，如：(1)能利用太阳能，将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和水及矿物质合成有机物，因而是现代地球

上几乎一切有机物的原初生产者。(2)陆地上的植
物扎根在土壤中营固定式生活，趋利避害的余地

很小，在遇到不良环境(包括狂风暴雨、干旱和
病虫害等)时只能“逆来顺受”，这必然导致植
物演化出对不良环境的耐性与抗性相适应的多种有

效的物理、化学和发育上的机制。(3)植物的生长
没有定限，虽然部分组织或细胞死亡，仍可以再

生或更新，不断地生长。(4)植物的体细胞具全能
性，在适宜的条件下，一个体细胞经过生长和分

化，就可成为一棵完整的植株。

现代研究表明，植物除合成大量碳水化合物

和蛋白质等可作为人类食物和生产原料的有机物

外，还会产生不少次生代谢物质，它们是植物在

长期进化过程中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对植物在

其生态系统中生存起作用(如抗虫、抗病、异株
相克、吸引昆虫授粉、与和其共生的微生物相互

作用等) (Croteau等 2002)，其间关系大致如图 2

所示。植物次生代谢物质的产生和分布通常有种

属、器官组织和生长发育期的特异性，种类繁

多，化学结构迥异，已知大约有 10 000种次生代
谢物，一般分为酚型化合物、萜烯类化合物和含

氮有机物三大类，包括酚类、黄酮类、香豆素、

木脂素、生物碱、糖苷、萜类、甾类、皂苷、

多炔类和有机酸等，为人类的医药、轻工、化

工、食品和农药等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宝贵原料，

与人类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息息相关(Chen和Ye
1998)。人类很早就直接利用植物或其粗提物来杀
虫和杀菌，一般对环境和人畜无害，是理想的绿

色环保产品；《本草纲目》中的 1 892种药物绝
大多数是植物药物，目前仍有约 25%的法定药品
来自植物，世界 75%人口仍依赖从植物中获取的
药物(Ramachandra和 Ravishankar 2002)。
1.3  植物生命活动与其他生物间的相互关系  植物
从单细胞的蓝藻(蓝细菌)、绿藻演化到陆地上的
被子植物，其发展方向常常主要是沿着适应在不

同环境下进行光合作用而演化的，如叶柄和茎支

持叶片向四面展开获得最大的受光和吸收面积，

细胞逐渐分化成专门用于光合作用和输导等各种组

织(Strickberger 2002)。植物具有利用太阳能将二
氧化碳和水等无机物合成为有机物并放出氧气的光

合作用功能，因此它在生物演化和生物圈形成中

处于关键地位。可进行放氧光合作用的植物的出

现既解决了合成有机物原料的广阔来源问题，使

各种生物得以大量繁衍，又导致环境中氧气的积

累，这不仅有利于生物发展出能量利用效率高得

多的有氧代谢，促进演化朝多细胞和复杂功能的

方向前进；它还有利于在大气上方形成臭氧层，

吸收对生物非常有害的短波紫外线，从而使生物

得以出水上岸，将活动范围几乎伸展到陆地的每

一个角落并影响岩石的风化和土壤的形成。这

样，在地球表层逐渐产生了一个由种类繁多的生

物和无机环境组成的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上彼此

紧密联系、错综复杂的生物圈(图 3) (沈允钢等
2005)。在生物圈中，植物是最主要的生产者，
可将二氧化碳和水等无机物合成有机物，而且还

能同时从水中释放氧气(与植物有密切关系的一些
自养微生物也可用无机物合成少量有机物但不能释

放氧气) ；动物是消费者，直接或间接食用植物

等形成的有机物来维持其生命活动；无数异养微图 2  植物生命活动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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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是分解者，最终将有机物降解成无机物。通

过这样的相互关系，地球表层的生物圈主要依靠

植物的光合功能，利用太阳辐射的能量而在不断

运转和发展着，直至演化到人类的诞生(图 3、4)
(沈允钢 2000)。
2  植物与人类健康

人类居住的地球，孕育出植物至少已经有 20
多亿年了，现在已知生存在地球上的植物有几十

万种。自古以来，植物一直在默默地改善和美化

着人类的生活环境，为我们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

源，对人类健康生存有着许多有形和无形的价

值。植物王国中，有 7 000多种植物可供人类食
用，有不少植物还具有神奇的治病效果。此外，

植物还是生态平衡的支柱，能净化和监测污染、
图 3  人类活动未参与前的地球上生物圈的物质大循环和

能量流动(沈允钢 2000)

图 4  绿色植物处于生物演化和生物圈形成的关键环节(沈允钢 2000)

消除和减弱噪音、耐旱固沙、耐盐碱和耐涝等(张
无敌 1993)。
2.1  植物生命活动与食物生产  “民以食为天”，让
所有人吃饱很不容易。2007年 10月 9日，联合
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全球正面临着 30年来最为
严重的粮食危机，有 40个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粮
食短缺；且世界人口还要增加，如何保证食物供

应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我国以不足世

界 10%的耕地养活 22%的人口，农产品供给总量
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但到本世纪中叶，我国

人口将达到 l5亿左右，需要更多的食物供应，而
食物的获得全部要依靠农业(沈允钢 1999)。虽然
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至今尚未找到其他可

代替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业来获得大量而适于人类

需要的食物的途径。因此，我国政府和专家多次

强调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牢牢守住 18亿亩耕
地这条红线。

2.1.1  种植业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种植业是农业的

最基本产业，是行之有效的可提供适合人类口味

的食物及重要工业原料的生产方式，它利用太阳

能将无机物合成进行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多种有机

物，可直接作为农产品，也可通过养殖业和加工

业使之转化成适合人类多种需要的其他农产品。

当前我国农业在产量增加的同时，也给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如高能耗和高物
耗、环境污染严重、水土流失、土壤劣化和农

业生物资源濒危等)，农业必须由目前的主要依靠
资源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这无疑符合知

识经济时代的总趋势(沈允钢 2002)。目前，我国
根据现实国情和实践经验，大力提倡符合可持续

发展要求的现代农业——高效生态农业。何谓生

态农业，我国已故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讲得

很透彻：“生态农业是生态工程在农业上的应

用，它运用生态系统的生物共生和物质循环再生

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和近代科技成就，根据

当地自然资源，合理组合农、林、牧、渔、加



植物生理学通讯  第 44卷 第 3期，2008年 6月566

工等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相结合的农业生产体系” (马世骏和李松华1987)。
这大致可以图 5表示(沈允钢 2001)。从图 5可知，
高效生态农业必须和地球生物圈的自然运转相协

调，它是生物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有利

于地球生物圈的良性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又要

使其中有关的物质和能量尽可能多地为人类所利

用，这必然要通过提高作物光能利用率、巧妙调

控生物机能和利用生物间的相互关系等来实现。

所固定、吸收或通过代谢所产生(表 1)。一般认
为，植物性黑色食品的营养丰富，多有补肾、防

衰老、保健益寿、防病治病和乌发美容等效果。

有人研究表明，黑米的维生素 B1是普通大米的 2
倍，维生素 B2、B6、B12和铁是普通大米的 7倍；
黑木耳可抗血小板凝聚和阻止血液中胆固醇沉积

(张素华等 2006)。

图 5  生态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有
机组合(沈允钢 2001)

2.1.2  食物供应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
前提是不但要保证人类吃饱，且还要能吃好。美

国食品学家 Rick (2005)指出：(1)人体生命活动所
需热量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且男性多于女性，

一般成年男性需热量约1.17×107 J·d-1，女性约0.88×
107 J·d-1；(2)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蛋白质与所需热量
的变化趋势一致，成年男人需蛋白质约 60 g·d-1，

女性约 48 g·d-1，但女性在怀孕(约 58 g·d-1)和哺乳
期(约 64 g·d-1)需要量较大；(3)人体生命活动还需
要 10种必需氨基酸(人体必不可少，而机体内又
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补充)和 2种必需不饱和
脂肪酸(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体内不能合成或合
成速度不能满足需要而必需从外界摄取) ；(4)人体
生命活动还需要许多维生素(如维生素 A、B族、
C、D、E和 K等)和矿质元素(钙，磷，铁，铜，
镁，钠和钾氯化物，锌，碘，锰和硒等)。上
述热量和营养成分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植物生命活动

表 1  人体生命活动需要进食的营养成分与植物的关系

                 营养成分                                     来源

碳水化合物(淀粉、蔗糖等) 来源于植物

蛋白质(由氨基酸组成) 必需氨基酸来源于植物

油脂(如亚油酸、亚麻酸) 必需脂肪酸来源于植物

维生素(如维生素 A、B ) 基本来源于植物

矿物质(如 K、N a、M g ) 主要来源于植物

水 部分来源于植物

膳食纤维(纤维素等) 来源于植物

2.2  植物生命活动与医疗保健  植物通过光合作
用捕获光能，通过代谢将简单无机物转化为复杂

有机物，为地球上的生物圈提供氧气、能量和

有机物。人类在从植物中获取碳水化合物和蛋白

质等初生代谢物作为食物来源的同时，还从植物

中获得了大量的次生代谢物质。地球上被子植物

有约 400 科，10 000 多属，近 30 万种，大多
数的属在次生代谢途径上或多或少有所特异，是

一个巨大的天然次生代谢物质宝库，将源源不断

地为人类的医疗保健提供珍贵的资源(陈晓亚
2 00 6)。
2.2.1  中草药  中草药是医疗中最常用于防治疾病
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全国中草

药汇编》一书共收中草药 2 200种左右，其中植
物为 2 068种，占 94.0%，这充分说明植物生命
活动在医疗保健中的巨大作用(《全国中草药汇
编》编写组 1978)。不仅我国如此，21 世纪初
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 252种基本药物中，11%只
能从开花植物中得到，其中有些药物(如紫杉醇、
长春碱、长春新碱和喜树碱等)有显著改善晚期癌
症患者的化疗效果(陈吉荣 2004)。为更好利用植
物中的形态结构及分类知识来研究药用植物形态、

组织、生理功能、分类、鉴定、资源开发和合

理利用，我国开设了专门以具有医疗保健类植物

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药用植物学，目前全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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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药大面积栽培的约 250多种，达到3.33×105 hm2

以上，在品种和种植面积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规模(艾铁民 2004)。
2.2.2  植物功能性食品  植物功能性食品是指已被
证实含有令人满意的一种或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植物

源食品，除具有适当的营养外，还要在某种程度

上具有改善人体健康和降低患病风险的作用(唐传
核 2004)。植物功能性食品中起生理作用的成分，
称为植物生物活性物质或植物化学物质，即功能

因子，主要有活性多糖、内能性甜味料(剂)、功
能性油脂、自由基清除剂、维生素、微量活性

元素、肽与蛋白质和其他活性物质 8大类，其主
要功能体现在抗氧化或抗衰老、降低或抑制胆固

醇、预防糖尿病或高血压、抑癌或控制肿瘤、预

防龋齿、抗过敏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目前，我

国卫生部已批准 8类 77种功能性食品中，植物源
的就有 7类 72种，占 93.5% (邓舜扬 2006)。
2.2.3  植物中的护肤美容成分  应用天然植物护肤
美容，在我国源远流长。在燕国，就已利用红

花制成脂粉(称燕脂)，即“胭脂”前身，不仅
能遮盖、修饰，更是利用红花的活血化瘀，促

进面部皮肤的血液循环，达到护肤养颜(谭仁详
2003)。采用天然植物进行美容的方法非常多，无
论从中医理论还是在实践应用中都经得起检验。

多数的中草药、水果和蔬菜等植物，只需合理运

用，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用益母草泡制后涂

面可活血化瘀和祛斑增白(程晓项 2004)。植物学
家柯伯尔博士认为，添加从植物中提炼天然成分

的植物性化妆品是最科学的、最环保的化妆品。

国际著名的化妆品品牌，无一不以植物萃取物为

主原料，在说明书上常可看到“提取××植物精

华”的字眼，目前应用较多的有玫瑰花、矢车

菊、金缕梅、桑葚、橄榄油、椰子油和芦荟(王
婧 2005)。
2.3  植物生命活动与人类生存环境  植物与环境之
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

植物必须依赖环境而生存，在其个体发育的全过

程中，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周围环境中获取所必需

的物质和能量，不断建造自己的躯体；同时又将

其代谢产物排放到环境中去，通过这种关系维持

其正常的生命活动和种群的繁衍。另一方面，植

物又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在影响和改造周围环境，

促进环境的演化。

2.3.1  维护生物圈良性运转  人类对于生物圈运转
中各种生物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至今还了解得很不

够。1991年，美国耗资 2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约
1.3 hm2土地上用玻璃建筑了一个可透入日光的密

闭环境，其中布置了森林、农田、沙漠和水体

等，住进 8位(4男 4女)科学家，放入 3 000多种
生物，称为“生物圈 2 号”，计划模拟地球生
物圈的活动，与外界无物质交换地运转 2年。结
果，其中的氧气浓度未能正常维持(从 21%降至
14%，相当处于海拔 5 334 m)，不得不几次从外
面供氧，且生产的食物也不够吃，将原来储藏进

去的食物和留种的粮食都吃掉，25种动物19种灭
绝，8人平均瘦13.7% (最多的瘦25%) (Appenzeller
1994)。显然原计划的设想不完善，证明了人类
目前离开地球无法生存，尤其是对植物生命活动

在保证生物圈运转中的功能和重要性认识还远远不

足。

2.3.2  改善生态环境
2.3.2.1  调节环境温湿度——自动温湿度“调节器”

人类大量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

料，使大气中 CO2和N2O等浓度不断上升，目前
分别达到 380 µg·L-1和 320 pg·L-1，产生显著的温

室效应，引起全球变暖、气候剧变和灾难频发。

世界科学家们都在寻找各种途径来缓解这一矛盾，

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植树造林。2005年美
国Science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方精云先生等的研
究报告(Fang等 2001) ：“中国人工林面积目前已
居世界第一位，森林覆盖率上升到 16.55%。在
被“固定”的碳中，人工林占了 80%。20世纪
7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中期的 20年里，中国地面
植被共吸收了 4.95×108 t的二氧化碳，占每年工
业排放量的 5%~8%。如加上森林地表和地下以及
其他植被的吸收，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 10% 左
右”。

近些年来，城市大厦林立，高度远远超过各

种植物，截获更多的太阳光，挡住空气流动；随

各种事业的发展和市民收入的提高，工地和工厂

的机器、高楼的电梯、机动车辆和空调总数目与

总功率大幅度增加，运转时散发出大量的热量，

致使城市气温比郊区和农村高得多，形成“热岛

效应”。研究(周立晨等 2005)显示，典型天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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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夏季，1 hm2绿地可从环境中吸收 8.18×1013

J的热量，相当于 189台空调机全天工作的制冷效
果；气温超过 29℃时，绿化覆盖面为 50%的地
区气温约下降 14 %，极大缓解了城市的热岛效
应。酷夏沥青路面温度为 49 ℃，混凝土路面为

46 ℃，林荫下路面为32 ℃，林荫下绿茵地为28 ℃。

严寒冬季，绿地温度要比非绿地高出 1 ℃左右。

绿色植物也可调节湿度，森林中空气湿度要比城

市高 38 %，公园中湿度比城市其他地方湿度高
27%。在建筑物的屋顶栽种植物或沿建筑物外壁
种植攀援植物，可将大部分建筑物的表面积用几

倍于墙面积的叶片覆盖起来，将落在其上的大部

分太阳辐射能转化为潜热，减缓城市热岛效应。

由此，世界各国政府鼓励百姓建造绿色屋顶，目

前上海市的空中花园面积已达 4.5×105 m2。强大

的树木根系，可不断地从土壤中吸收大量水分，

经繁茂树叶的蒸腾，带走热量，形成冬暖夏凉、

夜暖昼凉和湿润清新的环境，有益于健康长寿(杨
士弘 1994)。
2.3.2.2  调节环境空气的碳氧平衡——巨大“氧
吧”  人类适应现在的大气环境是长期进化的结
果。现在规定空气中CO2的含量最高允许值为0.1%，
当空气中 CO2含量超过 0.1%时人就会感到疲倦、
不适；达到 0.2%时就会感到呼吸困难；超过 0.4%
时，人会感到头晕、头痛，还可能有呕吐现象

发生；浓度达到 1 % 时，人就会感到窒息，严
重的会发生休克甚至死亡(刘京生和朱春金1999)。
1 hm2森林 1 d可吸收１ t CO2产 0.735 t O2，是巨

大的“氧气制造厂”；一个成年人，每天吸进

750 g O2，呼出 1 000 g CO2，而一棵胸径 20厘米
的绒毛白蜡，每天可吸收 4.8 kg CO2，释放 3.5 kg
O2，可满足大约 5个成年人 1 d呼吸的需要(胡永
红 2007)。北京近郊绿地，1 d可吸收 3.3×104 t
CO2，释放 2.3×104 t O2；全年可吸收 4.24×106 t
O2，释放 2.95×106 t O2 (陈自新 1998)。根据植
物生命活动的特点，早晨随太阳升起，空气中

CO2含量逐渐降低，到中午左右降到最低，夜晚

开始升高。

2.3.2.3  滞尘效益——绿色“吸尘器”  植物的粗
糙叶片和小枝，拥有巨大的表面积，一般比植物

占地面积大 20~30倍，许多植物表面还有绒毛或
黏液，能吸滞大量粉尘，降低空气含尘量；降

雨时，吸附在其上的粉尘被雨水冲刷掉，重新恢

复滞尘能力(柴一新等 2002)。大气通过林带，可
使粉尘量减 32%~52%，飘尘量减 30%；1 hm2云

杉林每年可滞留 32 t灰尘，松树林每年可滞留 36.4
t灰尘(柴一新等 2002；张新献和古润泽 1997)。
绿茵充分覆盖地面，可有效地杜绝二次扬尘，北

京空气中的粉尘，只有 20% 来自城外，80% 来
自城内的二次扬尘(张新献和古润泽 1997)。
2.3.2.4   吸收有毒气体——高效“解毒器”  植物
可吸收 CO2、SO2和 Cl2等有毒气体，吸收和过滤

放射性物质，做到彻底的无害处理，维持洁净的

生存环境(丁菡和胡海波 2005)。据研究(丁菡和胡
海波 2005；鲁敏和李英杰 2002)，在绿化覆盖面
达 30%的地段，可使空气中致癌物质下降 58%，
SO2下降 90%以上；在 SO2污染的情况下，臭椿

叶子含硫量可超过正常含量的 29.8倍，1 hm2柳

树林可吸收 72 kg SO2，银杏、松、柏、石榴、

棕榈等都有较强的 SO2吸收能力；1 hm2绿地，每

年吸收 171 kg SO2，34 kg Cl2；海桐可以吸收氟

化氢。

2.3.2.5  减灭有害微生物——优良“灭菌器”  研
究表明，能分泌含有挥发性植物杀菌素的树木有

3 0 0 多种，如法国梧桐、柠檬、桂树、丁香和
核桃等能分泌抑制白喉、肺结核和痢疾等病原体

的杀毒素，香樟、黄连木、松树、榆树和侧柏

等可杀死空气中的细菌，维持洁净卫生的环境空

气(罗充等 2005)。据报道，地球上的森林每年可
向大气中散发 1.7×108 t萜烯物质，具有无可比拟
的杀菌能力；1 hm2桧柏林 1 d内能分泌出的杀菌
素多达 60  kg，杉、松、楼树等的分泌更多(彭
镇华2003)。医院绿地中空气的细菌菌量均低于门
诊区(罗充等 2005)。
2.3.2.6  减弱或吸收声波——天然“消声器”  城
市中的各种噪声是一种无形的、危害日趋严重的

污染，影响居民身心健康，已成为城市环境的一

大公害；长期在强噪声下工作，听觉疲劳就不能

复原，引起耳聋，还会使人头昏头痛、神经衰

弱、消化不良，甚至导致高血压和心血管病(马
大猷 2004)。植物对声波有散射作用，当声波通
过被风吹摇的树叶时，可明显减弱声波或使声波

消失。树叶表面的气孔和粗糙的毛，就像影剧院

里多孔纤维吸音板一样，把噪声吸收掉(吴志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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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 2 0 0 7 )。据测定，林带可吸收噪声 2 0 % ~
26%，强度降低 20~25 分贝，如雪松、桧柏和
龙柏等的树冠能吸收音量的 25%左右，同时将噪
声量的 50%左右反射或折射出去，将噪声消除，
使森林寂静无声，人类在此静养，呼吸、心率

和血压均会相应地减缓和降低(吴志萍和王成
2007)。
2.3.2.7  产生负氧离子——负氧离子“发生器”
　负离子含量是评价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它的

浓度与空气清洁度密切相关(Terman和 Terman
1995)。植物尖端放电和光合作用的光电效应，使
空气电离而产生负离子(邵海荣和贺庆棠 2000)。
1 cm3空气中负氧离子数少至 100个时，使人感到
倦怠和头痛；5×103~1×104个时，人易感到心平

气和；1×104个以上时，感到神清气爽和舒适惬

意；高达 1 × 1 0 5 个时，能镇静、镇痛、止喘、

催眠、降压、消除疲劳和调节神经等；还可降

低眼压，提高视力；人类将其誉为“空气维生

素”和“长寿素” (Korublue 1990)。据测定，
城市室内空气中的负氧离子，1 cm3为 40~50个，
室外为 100~200个，森林中高达 1×105~1×106个

(邵海荣和贺庆棠 2000；陈佳瀛等 2006)。
2.3.3  优化室内环境  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
展，人类对工作和家居室内环境越来越重视，植

物因具有鲜艳色彩、沁人香味和独特生理功能成

为美化和净化现代室内环境的宠儿。孙基哲和王

海娟(2006)认为种植有益健康的室内植物有 15个
必需理由，如净化室内污染物质(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O 3、CO、CO 2、NO x 和 SO 2等)、减少室
内灰尘和空气中的微生物、能阻止电器发出的有

害电磁波、释放挥发性物质来安神养性和具有绿

建筑材料与摆设装饰的作用等。能净化空气的室

内植物有虎尾兰、芦荟、滴水观音、橡皮树、

金琥、米兰、龟背竹、巴西铁、发财树、巴

西龙骨和常春藤等，能杀菌的有桂花、茉莉花、

金银花和牵牛花等，能吸收装饰材料释放的有害

气体的有绿萝、吊兰、菊花、百合、散尾葵、

白掌、铁线蕨、鸭脚木、千年木、黄金葛和垂

叶榕等，能愉悦身心的有水仙、荷花、紫罗兰、

玫瑰、菊花、薰衣草、迭迭香、茉莉和薄荷等，

能驱除蚊蝇的有夜来香、锦紫苏和驱蚊草等，能

防辐射的有仙人掌类；但也有些植物是对人不利

的，应忌养的，如松柏类植物会引起食欲不振和

恶心，丁香和夜来香会引起胸闷和呼吸困难等，

连续接触郁金香 2 h以上的会头昏，经常接触含
羞草会引起毛发脱落，五色梅、洋绣球、万年

青、天竺葵和一品红会引起皮肤过敏反应(孙基哲
和王海娟 2006；沈杨 2006)。
3  结语

植物与人类都是生物圈的成员，但植物是初

级生产者，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可以说没有植

物就没有人类，植物与人类生活和健康息息相

关，是人类健康的保护神，让我们爱护和善待植

物，创造有利于植物生命活动的生态环境，使植

物与人类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和繁荣，这也是可

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应用和良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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