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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物是农作物的简称，是人类为生存发展而特别选育的一类较为特殊的植物，可算是人类的宠物。
作物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粮食作物，二是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包含种类很多，本书仅涉及部分油料作物、糖料作物、纤维作物等，几乎没有包括瓜果
蔬菜和经济林木。
从广义上说，一切满足于自身需求以外而用于交换的作物都可以算经济作物，只是在这本小书里为区
别于粮食作物，人为给它作了一个界定。
    作物和人类关系如此密切，使它得到人类更多青睐。
植物进化经大自然长期优胜劣汰形成，但作物却是人类有意识经过选育、杂交、嫁接等方法促使它发
生有利于人类的改变得到。
在长期培育中，新品种层出不穷。
有资料说，水稻人工培育种已超14万种，但物种不等同品种。
物种经共同祖先发展而来，是生物继续进化的基础，不同物种有不同的生态特点。
品种则是通过人工选择，在生态和形态上有共同遗传特征的生物体。
本书中作物没有探讨品种区别，也有别植物分类学上物种的概念，仅是在比物种更高级别（比如属甚
至科）上进行简要描述。
毕竟论证同科同属各个物种间区别显然是这本小书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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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宪，作家，以散文创作为主。
热爱自然和民俗，喜欢生态摄影，文字散见于报刊，部分文章选入《文化的气味》等书，并为《常见
昆虫野外识别手册》等书供图，出版有《虫虫虫虫飞——读古诗识昆虫》（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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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稻　　稻是禾本科稻属一年生植物，植株高约1m，叶细长，长约50cm。
花极小，白花授粉并结实。
稻是人们栽培的主要粮食作物，有资料说现在世界上稻的品种已超过14万种，而目．还在不断研究新
品种。
据栽种方式不同，大致分为水稻和早稻。
据所含淀粉量多少，则可分为籼稻、粳稻和糯稻。
　　我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都适合稻的生长。
北方一年只种一季，长江流域则可栽种两季，而在热带地区，一年能种三季稻。
有的水稻收获后遗留的稻桩会再次分蘖，在地面以下或近地面处长出新的分枝，从而萌生新的稻穗，
这叫再生稻。
　　水稻可能是我国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距今至少有7000年历史，河姆渡人类早期活动遗址就有稻
的碳化物存在。
我国在驯化、培育稻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20世纪中后期，我国水稻专家袁隆平研制成功的“杂交
水稻”，实现了水稻育种历史性突破，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多粮少的问题，被誉为“米神”。
　　小麦　　小麦一般简称麦，口语叫麦子，禾本科小麦属一年生植物。
和稻一样，也是自花授粉。
穗上包裹果实的外稃上有长芒。
俗语“针尖对麦芒”喻针锋相对，那麦芒就是指此。
小麦是温带长日照植物，适应范围广。
根据对温度要求不同，分为春小麦和冬小麦两个生理型。
高纬度地区种植春小麦，春种秋收，生长周期大约100天：我国华北以南地区种植冬小麦，生长周期有
的长达近300天，头年秋冬播种，来年夏天收获。
　　小麦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消费量最大的粮食作物。
1997年，全球人均消费小麦为101公斤/年。
当然这个数字肯定包含小麦其他用途比如提炼工业原料等，就算扣除其他因素，消费量也十分惊人。
　　小麦收割后，经过干燥、磨粉，加工成为商店销售的面粉。
面粉加工和食用方法数不胜数，比如面条、大饼、馒头、水饺、面包、糕点等，信口就能数出几十种
，而且咸甜鲜香，口味众多，成为人们最喜欢食用的品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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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花生脾气怪，多数豆科植物都将果荚裸露地面，悬在空中炫耀。
它不，橙黄色蝶形花招蜂引蝶。
　　授粉后，自从子房里伸出条腿，那是果针，它会越伸越长，慢慢钻进土里，端部长成果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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