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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与军事》系列丛书是一套全面反映海洋战略价值、深刻揭示海洋与军事相互关系、系统介
绍海洋与军事相关知识的大型通俗系列丛书。
《生命海洋——千姿百态的海洋生物》就是其中一册。

　　《生命海洋——千姿百态的海洋生物》的出版，对于繁荣我国海洋文化事业，增强全民族的海洋
意识和海防意识，激励广大海军官兵和青少年投身到热爱海洋、建设海洋和保卫海洋的伟大事业中去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书由沈顺根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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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始生物在海洋里诞生后，又怎么进化成今天千姿百态的动物呢？
　　原生的植物和原生的动物仍然生活在海洋。
原生的植物主要是藻类，原生的动物主要是单细胞动物，这些动物进一步演化，形成了多细胞后生动
物，这就是动物进化史上又一块里程碑。
　　后生动物是没有脊椎的，因此通称无脊椎动物。
　　经过漫长时间，无脊椎又进化到有脊椎动物。
无脊椎动物，有部分动物体壁内分化出钙质骨骼，有的相当坚固，有的成骨片埋在皮肤里，有的外面
有骨针状刺，像海星、海参，成了棘皮类动物。
有的进化到原索动物，出现了原始的中轴骨骼，它不像脊椎动物那么坚硬，具有弹性，能弯曲、不分
节。
原索动物中的头索动物，也叫无头动物，在演变中有的开始鳃裂，接近了鱼类动物。
头索类动物是无脊椎动物进化到有脊椎动物的过渡类型，再进化就过渡到高等动物的行列了。
　　在四五亿年前，无脊椎动物中产生了脊梁骨，也就分化出脊椎动物。
最早的脊椎动物都在水中生活，仿佛鱼的样子，但没有上下颌，伏在水底，相当被动地摄取食物。
后来才出现了上下颌，并出现了偶鳍，分化出了颌类。
这就是今天的鱼类动物。
　　后来由于造山运动的影响，地球水陆分布起了巨大变化，海面积缩小，陆面积露出水面。
旱涝不均，就导致了一部分海洋动物和植物登上陆地，一部分鱼类变成了最早的两栖动物。
　　到距今3亿年前，从两栖动物中的一支进化成了爬行动物。
它们脊椎明显地分化为颈、胸、腰、骶、尾五部，有利于陆地生活。
爬行动物主要有身体庞大笨重的恐龙。
　　爬行动物大约在两亿年前分化出了哺乳动物。
稍后又分化出鸟类。
在距今7千万年前，哺乳动物代替爬行动物成了陆地占优势的脊椎动物。
少数哺乳动物进入空中和海洋中生活。
　　在距今7千万年前，哺乳动物中分化出一支灵长类动物。
后来有的进化成猴子和更高级动物——猿猴。
距今2千万年前，猿类中有一支进化成人类。
　　如果我们把这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进行浓缩，简单的公式就是：生命是由化学演化到生物学演化
，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无脊椎到有脊椎，由低级到高级进化演变而来。
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始终离不开海洋，海洋充当了生命的母体和摇篮。
　　海洋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多样性。
海洋中藻类就有上万种，已知名的鱼类也有1万余种，不知名的还有数万种。
科学家把这数以万计的植物和动物，分成几大类：漂浮植物和动物、原始腔肠动物、无脊椎的原体动
物、甲壳动物、棘皮类动物、头索类动物、有脊椎软骨鱼类动物、有脊椎硬骨鱼类动物、两栖爬行动
物、依托海洋生存的鸟类动物、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等等。
　　这数以万计的生物，在“优胜劣汰”生存斗争中，各自占据一定位置，创造了生存规律，这就是
海洋中的食物链金字塔。
构成这座金字塔最底部的是一群微小的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它们以自己身体喂养一批数目较少、
形体较大的动物，后者又喂养一批数目更少、形体更大的动物。
金字塔的顶端是那些比较稀少的大鱼和其他大型海生动物。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泥沙”。
如果没有金字塔底下这许多层动物供上层动物“品尝”，它们是生存不下去的。
　　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贝里，在他一本著作中曾这样写着：一条座头鲸在它那一类动物中还不能算最
大的，它饱餐一顿，需要一吨鲱鲜鱼，约五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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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鲱鱼要吃饱，就要吃进六七千条不小的甲壳动物，每个小甲壳动物一餐又要吃13万个硅藻。
换句话说，要使一条体型中等鲸类几个小时不饿肚子，至少要有四千亿个黄绿色小硅藻生命才行。
由此可见，动物体型越大，构造越复杂，供养它生存所需的下层动物数量越庞大。
　　科学家还计算出，在这座海洋生物的金字塔中，每一层的消耗与生产之比大约为十比一。
这就是说，1000千克的浮游植物生产出100千克浮游动物，然后生产出10千克的鱼类。
　　这就是海洋中成千上万种生物，它们互相依存，构成能够繁衍生息的生态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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