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谜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命谜踪>>

13位ISBN编号：9787110067512

10位ISBN编号：7110067513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科学普及

作者：《科学素质》丛书编委会 编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谜踪>>

内容概要

《科学素质》丛书涵盖了有助于提升科学素质的新科技热点知识，包括：科学发展，应该如何爱护自
然、保护生态，达到环境与效益的双赢，实现可持续发展；能源与资源有限，如何开发新能源，节能
减排，实现宝贵资源的再生与利用；面对市场化的国际竞争，每个人需要掌握的市场经济知识，以及
金融与投资的常识；电脑与网络的运作原理，信息时代的必备技能；“神舟”飞天，“嫦娥”奔月，
宇宙航天的前沿科技成果；奥运竞技，科技比拼，2008北京奥运不容错过的高科技风景线；天灾无情
人有情，了解防灾抗灾的相关知识，就能遇灾不慌，化险为夷⋯⋯    本书为该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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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物怎样过冬　　随着冬季的到来，绿色植物或者枯老死亡，留下种子，为来春萌发作好准备；
或者地上部分枯萎，地下部分贮存养料，新岁重展枝叶，开花结实；或者虽不枯萎，但会“偃旗息鼓
”，生长速度大为减慢。
因此，那些依赖植物为生的昆虫和其他动物，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食物短缺的困难。
在饥寒交迫之下，它们又该怎么办呢？
　　绝大部分低等动物采取了隐蔽的策略。
许多原生动物、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等，在第一次冰冻之后便大量减少，仅仅留下卵或者处于各个
发育阶段的幼体。
它们不吃不动，在静穆中排遣时光，以待新春东山再起。
像危害水稻的三化螟，一到冬季，幼虫就会钻到稻根中，在上口处吐一层丝，封闭得严严的，防风防
雨防寒，自身蛰伏其中安然过冬。
来年4月化蛹、变蛾，等水稻一出苗，蛾子正赶上了产卵季节，于是新一轮的侵害循环又开始了。
　　有的动物却采取迥然不同的对策。
每当严寒来临之前，它们即举家迁移到比较温暖而且食物也比较丰富的地方。
候鸟迁徙最为典型，它们一年一度南来北往，用艰难的长途跋涉，换取适合生存的环境。
这种策略比起前者来，当然要主动得多了。
　　还有些动物则采取冬眠的办法来度过严寒的岁月，这又另有一番情趣了。
冬季来临前，青蛙常常在池塘底部的泥土中挖洞躲藏，生命节律大大降低，它们利用贮藏在体内的脂
肪维持着缓慢的代谢。
就这样，甜蜜的酣睡，使它们忘却了季节的变换，一觉醒来已是春暖花开的大好时节了。
细细体味起来，这确实是大自然设计师非常巧妙的一招。
因为如此一来，把什么困难都轻巧地回避过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之赞叹呢？
　　还有一些生物则另有高招，他们不回避矛盾，而是采取“存粮备荒”的策略来度过严寒的岁月。
每当秋风紧吹之际，它们胸有成竹地把采集到的粮草严严实实地贮藏起来，以备冬季食用。
老鼠、星鸦等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除此之外，也有一批动物世界的“硬汉子”。
它们在食物稀少的情况下，既不回避、也不迁移，而是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在艰苦挣扎中求得生存
。
北方荒野中的雪鞋兔就是一个典型。
它们即使在白雪覆盖大地时，也必须去寻找树皮、嫩芽等食物维持生计。
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它们的体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如夏季，雪鞋兔的皮毛是灰褐色，到了冬天，则会长出纯白色的长毛，所以在大雪纷飞之际，它们的
毛色巧妙地融入自然环境之中，极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而且因为脚上长满茸毛，能够轻松地在浮冰上奔跑，这不论对于寻找食物，还是逃避敌害都非常有利
。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自然选择赠送给雪鞋兔的厚礼！
　　总之，各种动物为了对付严酷的寒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策略。
这些策略不管怎样不同，却都非常适合于它们自身生存的需要，让它们度过难关，在多变的环境里立
足下来，顺利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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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我们处在一个追求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同时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
世界各国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竞相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全民科学教育与普及，发挥知识的力量，对应
未来的挑战。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
　　科学拓展视野，心胸决定格局。
提高科学素质，树立科学精神，将会使我们的视野更宽，心胸更广，充满信心走向未来！
　　为到2020年，使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
水平，特编辑《科学素质》丛书。
本书为该丛书之一。
全书共分四篇，内容涉及生命现象、生命起源、生物工程和人脑科学。
全书语言通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适合广大普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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