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的研究报告表格 植物研究报告(模
板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
么写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植物的研究报告表格篇一

校园是一个人群集中的地方，“绿色”校园是每一位师生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的第二家园，它对于营造良好的
学习氛围起着重要作用。安静、优美的`校园环境可以为师生
提供课外休息活动的场所，置身于清新和谐的绿色校园内，
不仅可以让师生观赏到各种植物景观，呼吸新鲜空气，消除
大脑疲劳，而且更让学生感受到美的熏陶，对学生的身心健
康发展、优秀品质的塑造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绿色
植物，维系着生态平衡，使万物充满生机，它的作用是多方
面的。

1，美化环境运用树木花草不同的形状、颜色、用途和风格，
配置出一年四季色彩丰富，乔木、灌木、花卉、草皮层层叠
叠的绿地，镶嵌在城建筑群中。它不仅使学校披上绿装，而
且其瑰丽的色彩伴以芬芳的花香，点缀在绿树成荫、蓊郁葱
茏中，更能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为师生的工作、
学习、生活创造优美、清新、舒适的环境。

2，净化空气绿色植物对净化空气有独特的作用，它能吸滞烟
灰和粉尘，能吸收有害气体，吸收二氧化碳并放出氧气。据
测定：1公顷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产生750公斤氧气，吸
收1000公斤的二氧化碳。如果以成年人每日呼吸需要0.75公
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计算，则每人有10平方米的树
林面积，就可以消耗掉每人因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供给所



需要的氧气。据上海地区对一些常见的绿化植物进行了吸硫
测定，发现臭椿和夹竹桃不仅抗二氧化硫能力强，并且吸收
二氧化硫的能力也很强。臭椿在二氧化硫污染情况下，叶中
含硫量可达正常含硫量的29.8倍，夹竹桃可达8倍。其它如珊
瑚树、紫薇、石榴、广玉兰、棕榈、银杏、桧柏、粗榧等也
有较强的对二氧化硫的抵抗能力，刺槐、女贞、泡桐、梧桐、
大叶黄杨等树木抗氟的能力比较强。另外，木槿、合欢、杨
树、紫荆、紫藤等对氯气、氯化氢气体有很强的抗性；紫薇
可吸收汞；大多数植物都能吸收臭氧，其中银杏、柳杉、樟
树、海桐、青冈栎、女贞、夹竹桃、刺槐、悬铃木、连翘等
净化臭氧的作用较大。树木还能吸收氨、铅及其它有害气体
等等。

3，调节气候树木能提高空气的相对湿度,为师生的生活创造
凉爽、舒适的气候环境。树木也能调节气温，这是由于树木
可以减少阳光对地面的直射，能消耗许多热量用以蒸腾从根
部吸收来的水分和制造养分，为人们创造了防暑降温的良好
环境。据测定，夏季绿地的气温要比城市中的路面、广场等
建筑区的温度低10℃左右。七、八月份柏油路面的温度高
达30℃—40℃，而草地的温度只有22℃—24℃，林地中的温
度更低，一般情况下，公园中的空气湿度，要比城市其他地
方高27%。

4，减弱噪声茂密的树木能吸收和隔挡噪声。据测定，40米宽
的林带，可以降低噪声10-15分贝；公园中成片的树林可以降
低噪声26-43分贝；绿化的街道比不绿化的街道可降低噪
声8-10分贝。在森林中声音传播距离小，是由于树木对声波
有散射的作用，声波通过时，枝叶摆动，使声波减弱而逐渐
消失。同时，树叶表面的气孔和粗糙的毛，就象电影院里的
多孔纤维吸音板一样，能把噪声吸收掉。

我们的校园坐落在美丽的杭城，她犹如一座绿色公园，校内
绿化达到了点上成景，线上成荫，面上成林的设计特色。每
当我们漫步于风雨长廊或站在楼上极目远眺整座校园，就会



感到特别的幸福！但经我们初步调查，大多同学对校园植物
了解甚少，对如此丰富的、方便的课程资源，我们应该利用
起来，让学生自己去了解一下校园植物及其分类。同时，作
为朝晖学子，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给大家身心带来宁静致远的
校园。为此在指导老师的推动下，我们七11班全体学生决定
对学校各种树木进行一次研究性学习，主要对植物种类、用
途、分布、习性等进行一次较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使大家更
快更易的熟悉校园植物，并初步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校校园内所种植的各类木本植物。(花卉、野生类不列为本
次研究范围)

实地调查、实物标本、查阅资料、访谈、小组讨论。

课余时间及专项的活动时间

七11班全体学生。

戴老师

1、实地调查：由指导老师带领学生参观并初步认识校园内树
木，熟悉树木分布，并做好记录，画出植物分布草图，将不
认识的树木重点记录、做记号。

2、采集标本：利用选修课的时间，指导学生将不认识的和暂
时不能确定的树木的叶片采集下来，压制做成植物标本。

3、查阅资料：与电脑老师联系，利用学生的信息课时间让学
生上网查阅资料，获取各类树木的相关资料(树名、科名、习
性与特点等)。另外，小组分工回家查阅有关资料。

4、核准资料：经过以上各项活动，学生对校园树木的感性认
识和理性认识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了使自己的认识更科学、
更准确，我们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借阅了《植物志》，小



组分工核准，使我们的资料更全面、更完整、更准确。

5、整理资料：集中、收集所有学员的资料，对资料进行全面
整理、筛选、分类。

1、全体学生对校园树木的种类、科属、习性与特点、分布等
有了一定的了解。

2、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收集、调查和处理资料的能力得到了
提高。

3、学生之间相互合作、协调的意识有所增强。

4、为学校绿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科学依据。

在数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学校各位领导、年级主任、
指导老师及其他同仁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此，我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回想我们的路程，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是研究成
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我们也感到欣慰。

通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活动，我们学到了很多，不只是植物知
识的增长和丰富，更体验到同学间团结协作、不畏困难的精
神。当我们对某种植物一无所知时，我们分工合作，查询资
料，向指导老师请教。当我们一点一滴积累知识时，真的感
到很充实，很快乐！在此，我们向指导我们成长的老师们表
示忠心的感谢！

植物的研究报告表格篇二

潍坊文华国际学校 初一四班 三组

课题名称：对向日葵的研究

研究背景：本学期，学校进行了一次植物主题性学习，在这



次活动中，我们小组打算对向日葵进行一番研究。

研究目的：1、对向日葵进行充分的了解，了解向日葵的向光
性。

2、通过对向日葵的研究，加强与他人的沟通能力、对资料的
整理能力以及小组之间的协作配合。

3、通过对向日葵的充分了解，学习向日葵对生活的热爱，乐
观面对生活。

研究过程：一、搜集资料。进行充分的搜集，掌握有关的资
料，初步对向日葵进行了解。

二、进行观察。对向日葵实物进行充分的观察，结合搜集来
的资料，对向日葵进行更深一层的了解。

三、总结汇报。对两次活动进行总结汇报，谈谈自己的收获。

研究措施和方法：实地调查，查阅资料

研究成果：

基本资料

中文学名：向日葵

别称：朝阳花、转日莲、向阳花、望日莲

界：植物界

门：被子植物门

纲：双子叶植物纲



目：菊目

科：菊科

属：向日葵属

种：向日葵种

分布区域：原产北美洲;世界各地均有栽培

果实：葵花籽(瓜子)

果实类型：瘦果

花语：沉默的爱，爱慕

形态结构：

1年生草本，高1.0～3.5米，对于杂交品种也有半米高的。茎
直立，粗壮，圆形多棱角，被白色粗硬毛。叶通常互生，心
状 卵形或卵圆形，先端锐突或渐尖，有基出3脉，边缘具粗
锯齿，两面粗糙，被毛，有长柄。头状花序，极大，直
径10~30厘米，单生于茎顶或枝端，常下倾。总苞片多层，叶
质，覆瓦状排列，被长硬毛，夏季开花，花序边缘生黄色的
舌状花，不结实。花序中部为两性的管状花，棕色或紫色，
结实。瘦果，倒卵形或卵状长圆形，稍扁压，果皮木质化，
灰色或黑色，俗称葵花籽。性喜温暖，耐旱。原产北美洲，
世界各地均有栽培。

组成：根、茎、叶、花、果实五部分

根：

向日葵的根由主根、侧根和须根组成。主根入土较深，一般
为100～200厘米;侧根从主根上生出，水平方向生长;侧根上



长有许多的须根。侧根和须根上着生根毛。

茎：

叶：

向日葵的叶分为子叶和真叶。子叶一对。真叶在茎下部1～3
节常为对生，以上则为互生。真叶比较大，叶面和叶柄上着
生短而硬的刚毛，并覆有一层蜡质层。

花：

向日葵为头状花序，生长在茎的顶端，俗称花盘。花盘上有
两种花，即舌状花和管状花。舌状花的颜色和大小因品种而
异，有橙黄、淡黄和紫红色，具有引诱昆虫前来采蜜授粉的
作用。管状花，位于舌状花内侧，为两性花。花冠的颜色有
黄、褐、暗紫色等。

果实：

果实为瘦果，习惯称为种子。果实包括果皮、种皮、子叶和
胚四部分。食用型种子较长，果皮黑白条纹占多数，果皮厚。
油用型种子较短小，果皮多为黑色，皮薄。

生长习性：

向日葵四季皆可，主要以夏、冬两季为主。花期可达两周以
上。向日葵生长相当迅速，通常种植约两个月即可开花，其
花型有单瓣、重瓣或单花、多花之分。

向日原因：

向日葵从发芽到花盘盛开之前这一段时间，的确是向日的，
其叶子和花盘在白天追随太阳从东转向西，不过并非即时的
跟随，植物学家测量过，其花盘的指向落后太阳大约12度，



即48分钟。太阳下山后，向日葵的花盘又慢慢往回摆，在大
约凌晨3点时，又朝向东方等待太阳升起。

在阳光的照射下，生长素在向日葵背光一面含量升高，刺激
背光面细胞拉长，从而慢慢地向太阳转动。在太阳落山后，
生长素重新分布，又使向日葵慢慢地转回起始位置，也就是
东方。

但是，花盘一旦盛开后，就不再向日转动，而是固定朝向东
方了。为什么最后要面向东方而不是其他方向或朝上呢?这可
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对向日葵的繁衍有益处。向日葵的花
粉怕高温，如果温度高于30℃，就会被灼伤，因此固定朝向
东方，可以避免正午阳光的直射，减少辐射量。但是，花盘
一大早就受阳光照射，却有助于烘干在夜晚时凝聚的露水，
减少受霉菌侵袭的可能性，而且在寒冷的早晨，在阳光的照
射下使向日葵的花盘成了温暖的小窝，能吸引昆虫在那里停
留帮助传粉。

向日葵的花托部生长素背光分布，所以背光侧的茎生长较快，
茎就会向光源处弯曲。

研究体会及结论：

这次植物主题研究收获颇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沉默的
爱”——向日葵。它，没有榕树的繁枝叶茂，没有梅树的粉
妆黛绿，也没有竹子的坚韧之躯。它，只有一追求光明的心，
追逐太阳，追逐希望!这次植物主题研究让我们对向日葵进行
了充分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了我们
的素质，使我们小组成员之间配合更加默契。我们要向向日
葵一样拥有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阳光天性，善于发现微小幸福，
容易发现事物好的一面，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植物的研究报告表格篇三

课题名称

土楼楹联中的“孝”文化探究

主持人

江剑锷

学校

永定县

湖坑中心小学

手机

课

题

研

究

进

展

情

况

时光荏苒，由我主持研究的市级小课题已到了中期小结阶段。



这一学期来，按照小课题研究实施方案有条不紊地开展了一
系列活动，已有了初步的成效。现将围绕小课题研究开展的
工作中期小结如下：

一、注重理论学习，做好前期准备（7-8月）

自207月中旬小课题市级批复立项后，我便着手收集有关小课
题研究理论的书籍、报刊等，关注小课题研究的理论性文章，
收集有关中华传统“孝文化”题材的内容，积累客家土楼中
出现的“孝文化”楹联，认真做好学习笔记，为课题研究做
好充分准备。

二、制订研究计划，开展问卷调查（年9月）

1、开学伊始，我精心制订出小课题研究实施方案，确立研究
三部曲“认识孝文化”“践行孝文化”“升华孝文化”。根
据研究方案，首先制订出本学期的工作计划，明确本学期的
工作重点。

2、为了检查同学们“孝文化”的认知水平，我于2013年9
月25日印发《“孝文化”调查问卷》一份，同时在湖坑中心
小学五、六年级四个教学班中进行问卷笔答，并于2013年9
月28日全部回收调查问卷。此次问卷调查，只是以本人所教
学的五（2）班为主，其余三个班级仅仅作为参考、比对。

三、孝心与楹联共存，课堂在土楼延伸（2013年10月）

1、通过对《“孝文化”调查问卷》的分析，初步了解学
生“孝文化”认知水平，为下一步实践活动提供可靠的依据。

2、我于2013年10月24日下午，带领五（2）班全体同学
到“世界文化遗产”永定土楼的“土楼公主”振福楼也是著
名的土楼博物馆，开展生动活泼而又富有情趣的语文综合实
践活动。



3、在“孝心与土楼同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同学们主要
收集“振福楼”中有关“孝文化”的楹联，参观土楼博物馆
的文物陈设，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土楼廉孝文化。

4、活动后认真写好“孝心与土楼同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小
结。

四、编撰读书材料，开展读书活动（2013年11月）

1、根据“孝心与土楼同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收集的楹联，
结合学校已结题的课题研究成果，我精心编撰了一份“孝文
化”读书材料，其内容包含了《弟子规》及其解读、土楼中
的有关“孝文化”楹联、教材中有关孝心的名言警句摘录三
部分，印发到每个同学手中。

五、经典诵读形式多样，教师讲座辅助理解（2013年12月）

1、“孝文化”读书材料经典诵读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规定时
间集体诵读，我主要利用每周的周一和周五下午的一节课时
间集体诵读；二是课余时间自由诵读，以个人自由诵读为主，
指导学生组成学习小组，自读、互读、互背、互相督促检查。

2、为深化学生对《弟子规》的理解、感悟，我于2013年12
月20日下午，在多媒体教室开了一场题为《弟子规》解读
及“孝文化”故事的专题讲座，正确指引学生要做一个善良
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就是要对
父母要“孝”，对老师要“尊”，同学之间要“谊”。

六、做好资料收集，下期工作展望（2014年1月）

临近期末，还要写好本期小课题工作小结，认真做好过程性
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按学期目录打印好，装订入盒；做
好活动照片相册的粘贴及文字说明，备查。



虽然小课题研究工作已到中期评估阶段，检视自己所做一切，
也取得了些许成果，但是这仅仅是成功的开端，后一个阶段
的研究任务还很重，一定要按照研究方案切实抓好今后工作，
努力践行“孝文化”，进而提升学生整体孝道美德素质。

我有理由相信：小课题研究的明天一定是灿烂辉煌……

阶

段

性

研

究

成

果

1、编撰一份“孝文化”读书材料，充实校本研究课程。

2、学生通过对《弟子规》的诵读，对“孝文化”有更深刻的
认知、理解、感悟，整体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困

难

和

问

题



1、道德只是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但实践起来却很难。正如
《弟子规》经典诵读做起来容易，但要学生真正做到知行统
一确实很难。

2、开展小课题研究工作，还只是个人行为，道同者不多，很
难在学校里形成正能量。

建

议

和

要

求

1、中华孝道美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需要持之以恒、不
间断的从小抓起，从小事做起，真正做到对父母要“孝”，
对老师要“尊”，同学之间要“谊”。

2、建议学校要把《弟子规》等经典读本诵读普及到全校，结
合学校“六小员”活动，着重培养学生文明礼仪的素养，提
升中华孝道美德的品质。

3、建议学校应开展“孝道美德少年”评选工作，树立“孝道
美德”典型。

学

校

意

见



（盖章）年月日

植物的研究报告表格篇四

开学初，科学课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节对《植物和环境》研究
的辅导课，并要求我们尽可能提出《植物和环境》的问题。
我们小组的同学根据在平时所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了12个问题：

一、我们的问题

1、种子萌发的快慢和什么因素有关?

2、小白菜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好?

3、苹果、柑橘在什么样的气温下容易发霉?

4、竹子开花代表什么?

5、小草为什么会发黄?

6、为什么我们用手触摸含羞草，叶子会合拢?

7、梅花为什么在冬天才开花?

8、人们为什么用金银花来泡茶?

9、为什么仙人掌这么耐旱?

10、为什么大多数植物在春季开花?

11、铁树真的开花吗?

12、同样一株苹果树结果有大有小，与什么因素有关?

13、植物的生长与日光有关系吗?



二、我们研究的方法

在小组里，我们经过讨论，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
把这些问题通过调查访问、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了近三
个月长期的研究，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1、调查访问

通过调查访问，我们都寻找到了答案。比如说：小白菜在什
么样的气温下生长的好?通过访问农民伯伯，我们知道了小白
菜在寒冷的气候下生长的好的原因;还有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树
叶落下来?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访问，并且还看了相关的资料才
知道，原来是因为落叶树经过发芽、长大、衰老的周期，天
气一冷，树叶才会掉下来;金银花是一种药物，用它来泡茶喝，
可以预防疾病。大多数花为什么在春季才开放?这个问题，我
们访问农民伯伯得知。因为花儿喜欢阳光、温暖的环境，而
春天的气候又是阳光明媚的，适合她所需要的环境，所以大
多数花在春季开。还有苹果的大小和什么因素有关?我们通过
访问和调查，知道了，因为苹果接受阳光多，所以就大;而接
受阳光少的，苹果就小。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又是访问的农
民伯伯。问题是，西红柿为什么一半红一半青?农民伯伯
说：“青的一面接受阳光少，而红的一面接受阳光多。”

2、查阅资料

我们除了访问农民伯伯外，还在书上网上查阅资料。比如说：
小草为

什么会发黄?我们通过查找，知道小草的生命是有终结的。一
旦小草死后，小草的颜色就会变黄。还有梅花为什么在冬季
才开?通过查找，知道梅花是一种耐寒的植物，它比较喜欢在
寒冷的天气下生长，就象仙人掌喜欢在干旱的气候下生长一
样的。还有铁树真会开花吗?通过查找，我们知道铁树是不会
开花的，人们常用“铁树开花”来形容虚假的人或事。还有



仙人掌为什么耐寒?通过查找，我们知道仙人掌体内有很多水
分，就算长时间不给它浇水，也不会死。再说仙人掌生活在
沙漠，它们不也没死吗?还有竹子开花代表什么?通过看资料，
我们知道，竹子开花就代表它老了，它的生命就终结了。还
有我们用手去触摸含羞草，它为什么会合拢?那是因为我们用
手一碰含羞草，就会震动它的叶枕，叶枕上部薄壁细胞把水
分散到细胞空隙中，上部压力降低，下部不变，叶子便成对
向上合拢。和上面一样，把资料整理好后也放入资料袋。

3、设计实验

最后一项是做实验。我们领取了三张设计实验记录卡。因为
我们组有三个设计实验的问题。第一个是种子的萌发的快慢
和什么因素有关?我们的假设是种子大，萌发快;种子小，萌
发慢。实验做完后，我们还做了实验分析，那就是因为种子
大些，就萌发快些;种子小些萌发就慢一些。最后的结论是，
种子大，就萌发的快。第二个是苹果在什么样的气温下容易
发霉?我们的假设是在温暖的气温下容易发霉。最后得出的结
论是苹果确实在温暖，干燥的气候下容易发霉。第三个是柑
橘在什么样的气候下不容易发霉。我们的假设是，在温暖湿
润的气候下不容易发霉。最后得出的结论确实是在温暖，湿
润的气温下不容易发霉。在我们小组的努力下，所有的问题
都解决了，装人了资料袋。

三、我们以后的研究

1、梅花为什么不怕寒冷?

2、为什么有的花到了夜里会收拢花瓣?

四、我们的结论

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周围的环境，离开了它生长的环境，我们
必须创设它所需要的环境，植物果实的保鲜也不离外。



五、我们的收获和体会

通过研究，我们了解到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锻炼了我们独
立工作和小组合作的能力。增强同学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学
习了不少课本没有生物方面的知识。培养了我们对科学的浓
厚兴趣，锻炼了我们科学的态度和认真细致的作风。

植物的研究报告表格篇五

对向日葵的研究

本学期，学校进行了一次植物主题性学习，在这次活动中，
我们小组打算对向日葵进行一番研究。

1、对向日葵进行充分的了解，了解向日葵的向光性。

2、通过对向日葵的研究，加强与他人的沟通能力、对资料的
整理能力以及小组之间的协作配合。

3、通过对向日葵的充分了解，学习向日葵对生活的热爱，乐
观面对生活。

一、搜集资料。进行充分的搜集，掌握有关的资料，初步对
向日葵进行了解。

二、进行观察。对向日葵实物进行充分的观察，结合搜集来
的资料，对向日葵进行更深一层的了解。

三、总结汇报。对两次活动进行总结汇报，谈谈自己的收获。

实地调查，查阅资料

基本资料



中文学名：向日葵

别称：朝阳花、转日莲、向阳花、望日莲

界：植物界

门：被子植物门

纲：双子叶植物纲

目：菊目

科：菊科

属：向日葵属

种：向日葵种

分布区域：原产北美洲；世界各地均有栽培

果实：葵花籽(瓜子)

果实类型：瘦果

花语：沉默的爱，爱慕

形态结构：

1年生草本，高1.0～3.5米，对于杂交品种也有半米高的。茎
直立，粗壮，圆形多棱角，被白色粗硬毛。叶通常互生，心
状卵形或卵圆形，先端锐突或渐尖，有基出3脉，边缘具粗锯
齿，两面粗糙，被毛，有长柄。头状花序，极大，直径10~30
厘米，单生于茎顶或枝端，常下倾。总苞片多层，叶质，覆
瓦状排列，被长硬毛，夏季开花，花序边缘生黄色的舌状花，
不结实。花序中部为两性的管状花，棕色或紫色，结实。瘦



果，倒卵形或卵状长圆形，稍扁压，果皮木质化，灰色或黑
色，俗称葵花籽。性喜温暖，耐旱。原产北美洲，世界各地
均有栽培。

组成：根、茎、叶、花、果实五部分

根：

向日葵的根由主根、侧根和须根组成。主根入土较深，一般
为100～200厘米；侧根从主根上生出，水平方向生长；侧根
上长有许多的须根。侧根和须根上着生根毛。

茎：

叶：

向日葵的叶分为子叶和真叶。子叶一对。真叶在茎下部1～3
节常为对生，以上则为互生。真叶比较大，叶面和叶柄上着
生短而硬的刚毛，并覆有一层蜡质层。

花：

向日葵为头状花序，生长在茎的顶端，俗称花盘。花盘上有
两种花，即舌状花和管状花。舌状花的颜色和大小因品种而
异，有橙黄、淡黄和紫红色，具有引诱昆虫前来采蜜授粉的
作用。管状花，位于舌状花内侧，为两性花。花冠的颜色有
黄、褐、暗紫色等。

果实：

果实为瘦果，习惯称为种子。果实包括果皮、种皮、子叶和
胚四部分。食用型种子较长，果皮黑白条纹占多数，果皮厚。
油用型种子较短小，果皮多为黑色，皮薄。

生长习性：



向日葵四季皆可，主要以夏、冬两季为主。花期可达两周以
上。向日葵生长相当迅速，通常种植约两个月即可开花，其
花型有单瓣、重瓣或单花、多花之分。

向日原因：

向日葵从发芽到花盘盛开之前这一段时间，的确是向日的，
其叶子和花盘在白天追随太阳从东转向西，不过并非即时的
跟随，植物学家测量过，其花盘的指向落后太阳大约12度，
即48分钟。太阳下山后，向日葵的花盘又慢慢往回摆，在大
约凌晨3点时，又朝向东方等待太阳升起。

在阳光的照射下，生长素在向日葵背光一面含量升高，刺激
背光面细胞拉长，从而慢慢地向太阳转动。在太阳落山后，
生长素重新分布，又使向日葵慢慢地转回起始位置，也就是
东方。

但是，花盘一旦盛开后，就不再向日转动，而是固定朝向东
方了。为什么最后要面向东方而不是其他方向或朝上呢？这
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对向日葵的繁衍有益处。向日葵的
花粉怕高温，如果温度高于30℃，就会被灼伤，因此固定朝
向东方，可以避免正午阳光的直射，减少辐射量。但是，花
盘一大早就受阳光照射，却有助于烘干在夜晚时凝聚的露水，
减少受霉菌侵袭的可能性，而且在寒冷的早晨，在阳光的照
射下使向日葵的花盘成了温暖的小窝，能吸引昆虫在那里停
留帮助传粉。

向日葵的花托部生长素背光分布，所以背光侧的茎生长较快，
茎就会向光源处弯曲。

这次植物主题研究收获颇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沉默的
爱”——向日葵。它，没有榕树的繁枝叶茂，没有梅树的粉
妆黛绿，也没有竹子的坚韧之躯。它，只有一追求光明的心，
追逐太阳，追逐希望！这次植物主题研究让我们对向日葵进



行了充分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了我
们的素质，使我们小组成员之间配合更加默契。我们要向向
日葵一样拥有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阳光天性，善于发现微小幸
福，容易发现事物好的一面，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