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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一个地理单元，以它的广博和富饶影响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地球人类。
在对海洋不断探索、研究和认知的同时，海洋的资源和资源价值逐步被人们认识和重视，随之而来的
海洋权益之争也愈演愈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共同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不断加重，人类对海洋的青睐和倚重更加
凸显。
沿海各国纷纷调整和制定新的海洋战略和政策，一个以权益为核心，资源和环境为载体的全球范围的
“蓝色圈地”运动正在深入、广泛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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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称为“偕老同穴”的海绵动物　　海绵动物是多细胞动物中除了中生动物以外最原始、最简单
的一个类群，在古生代的寒武纪前就已经出现，虽然经历了几亿年的进化，其组织器官仍然没有分化
，与其他多细胞动物有显著的不同，海绵动物没有神经系统，胚胎发育有逆转现象，被认为是多细胞
动物进化中的一个侧枝，故又被称为侧生动物。
它们绝大多数生活在海洋里，过着底栖固着生活，一般呈高脚杯状、瓶状、圆柱状或者形状不规则，
因体壁表面有许多进水孔，所以又被称为多孔动物。
海绵动物具有独特的水沟系，根据其复杂程度可将海绵动物分为三种类型单沟型（如白枝海绵）：双
沟型（如毛壶）：复沟型（如偕老同穴）。
水沟系可使水流从体表的若干小孔进入体内，沿着一定路线流动，最后由上端的出水口流出。
在此过程中，海绵动物滤食有机颗粒及小生物而获得营养，同时完成呼吸、排泄、生殖等一系列生理
活动。
　　偕老同穴属于海绵动物门六放海绵纲，外形如花瓶，因其精致的白色网络状形体又被称为“维纳
斯花篮”。
它们生活在深海中，体长通常为30－60厘米，有的可达1米多，利用成束的丝状骨针附着于硬底质上。
偕老同穴的腔隙也同其他海绵动物一样，是小动物喜欢栖居的场所。
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其与一种叫做俪虾的小虾共栖的现象。
当俪虾还是幼体时，便成双结对地经偕老同穴体表的小孔进入中空的中央腔里生活。
当俪虾的身体逐渐增大后，就再也不能从海绵体内出来了，于是便被禁锢在偕老同穴的腔中，从而白
头到老了。
因此，偕老同穴的干制标本常被做为定情信物赠送给心上人，象征着永恒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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