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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热烈祝贺“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的出版！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得多么深刻！
本书系的出版，正是科普工作实干的具体体现。
    科普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事业。
1953年，毛泽东同志视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时说：“我们要多向群众介绍科学知识。
”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技术普及是科学技术
发展的双翼。
1995年，江泽民同志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而科普工作是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既是科普工作的指导方针，又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宣传内容；
不是科学的发展，实质上就谈不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科普创作肩负着传播知识、激发兴趣、启迪智慧的重要责任。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同时求美，优秀的科普作品不仅能带给人们真、善、美的阅读体验，还能
引人深思，激发人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与创造力，从而提高个人乃至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教育的宗旨，科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
只有全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中国才有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有可能实现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
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普事业经历了1949—1965年的创立与发展阶段；1966—1976年的中断与恢
复阶段：1977—1990年的恢复与发展阶段：1990—1999年的繁荣与进步阶段；2000年至今的创新发展阶
段。
6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科技水平已达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地步，而伴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的科普工作也早已是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结出了累累硕
果。
同时，展望明天，科普工作如同科技工作，任务更加伟大、艰巨，前景更加辉煌、喜人。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正是在这60多年间，我国高水平原创科普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书
系中一部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优秀科普作品生动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科普创作走过的光辉历程。
为了保证书系的高品位和高质量，编委会制定了严格的选编标准和原则：一、获得图书大奖的科普作
品、科学文艺作品(包括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歌、科学传记等)；二、曾经产生很
大影响、入选中小学教材的科普作家的作品；三、宏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时
代精神与人文精神俱佳的优秀科普作品；四、每个作家只选编一部代表作。
    在长长的书名和作者名单中，我看到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的名字，倍感亲切。
作者中有许多我国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老前辈，其中有些已经过世：也有许多一直为科普事业
辛勤耕耘的我的同事或同行；更有许多近年来在科普作品创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后起之秀。
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科普事业需要传承，需要发展，更需要开拓、创新！
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迅
速变化。
新的形势要求科普创作跟上时代的脚步，不断更新、创新。
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科普创作的队伍中来，只有新的科普创作者不断涌现，新的优秀科
普作品层出不穷，我国的科普事业才能继往开来，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不断为推动科技发展、为
提高国民素质做出更好、更多、更新的贡献。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承载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科普创作的历史——历史是辉煌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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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美好的！
未来是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
我深信，我国社会各界有志之士一定会共同努力，把我国的科普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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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囊括新中国成立以来，著名科学、科幻作家经典获奖作品，展现科学
之真、善、美，传播知识、激发兴趣、启迪智慧！

    本书是丛书系列之《动物的智慧》。
本书分生存篇、谋食篇、避敌篇、通信篇、家庭篇、智慧篇、启示篇七个模块，内容包括动物的“钟
表”、好吃懒做的动物、动物的节能术、奇妙的合作、动物的友情、飞行的眼睛、神奇的眼睛、动物
的顺风耳、动物的超级感觉等。

    《动物的智慧》由王义炯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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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42年12月生，浙江慈溪人，编审。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人体及动物生理专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担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学画报》编辑室副主任、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与人》杂志主编和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助理、策划部主任等职务。
    曾编著《动物谋生术》、《动物发明家》、《动物的语言》和《趣味生物辞典》等科普图书。
编辑的科普图书《自然的启示》1983年获全同优秀科普图书一等奖，199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撰写的科普图书《人体面面观》1997年获台湾第二届“小太阳奖”。
1992年和1995年分别被授予“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和“上海市优秀科普编辑”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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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生存篇动物的“钟表”好吃懒做的动物动物的节能术奇妙的合作动物的友情飞行的眼睛神奇的眼睛动
物的顺风耳动物的超级感觉长鼻巨兽鼻形怪兽跳跃能手无足而行螃蟹“横行霸道”的背后动物识途昆
虫旅行家动物的冬眠脱水动物会给自己治病的动物生命的奇迹谋食篇动物的选食准则唇枪舌剑会爬的
牙齿在肠子外面消化捕蛇能手吃尸体的秃鹫啃食木材的昆虫啃金属、饮眼泪的昆虫蛇吞象的奥秘蚂蚁
“牧人”电鱼发电水中恶魔大海中的“剑侠”动物世界中的小偷狐的捕食术狮子狩猎术幸运的大蜥蜴
避敌篇打肿脸充胖子隐身妙法斑马的斑纹变色的魔术师动物的合群群猴越“狱”通信篇鸟类歌唱家水
下音乐会动物舞蹈家动物的“信号旗”萤火虫的“对话”水黾发“电报”及其他气味走廊与化学语言
家庭篇“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鸟中巧匠“土木建筑师”河狸鼹鼠的地下宫殿营冢鸟的孵蛋器动
物保姆哺乳虫和哺乳鸟动物的儿童教育智慧篇动物胚胎的智慧动物动脑筋动物的阴谋动物数学家金花
鼠的运筹学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动物做梦大象画家海豹音乐家金丝雀合唱队黑猩猩乐团动物影视明星马
戏场上的小演员黑猩猩上考场猿猴照镜子猴子做生意小章鱼，大智慧乌鸦的智慧最聪明的鸟会说话的
海豚大猩猩语言大师动物的集体智慧启示篇动物发明家天然丝织厂生物化工厂蟑螂的地动仪电子警犬
猪鼻子与防毒面具鱼鳃与人工鳃动物与飞机动物与船舶新奇的_、汽车超级黏合剂机器壁虎机器蟹和
机器蛇铁螳螂和铁蜘蛛生物电控制电子线路中的动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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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物的‘钟表”    夏日傍晚，沉沉暗去的天空，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蝙蝠，好像有什么号令，一下子
把它们从古庙阴暗的角落、湿漉漉的山洞或者密不透光的树丛里唤了出来。
而在山村人暮时分，人们常常可以听到猫头鹰凄厉的鸣声，每天几乎总是在同一个时候。
    只要稍为留神一下，你就会发现，在江南的田野上，鸟儿都是按时“起床”的：东方欲晓，公鸡就
一跃而起，首先“引吭高歌”；接着，鸭群苏醒了，争先恐后地发出“嘎嘎”声；隔一会儿，一种白
脸的山雀醒来了，它的鸣声尖锐清越，就像带有颤音的笛声；没多久，早起的麻雀也叽叽喳喳地喧闹
开了；白头翁是喜欢睡懒觉的，金色的阳光早已普照大地，它们才慢腾腾地放开歌喉。
    大自然为每一种动物安排了一张“作息时间表”。
猪、牛和羊等家畜总是在白天活动的，可是猫却喜欢在白天睡大觉。
每当夜幕降临，猪、牛和羊开始入睡时，猫才伸伸懒腰，活跃起来。
鼯鼠的“作息时间”有一点和猫类似，它白天呆在树洞里，夕阳西下后才钻出来活动，在树林里张“
翼”滑翔，捕猎食物，一直忙到天将破晓才回洞穴休息。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个奇特的农场，100多匹毛驴是这个农场的职工，它们承担了那儿所有的农活。
有趣的是，正午时所有的毛驴都会自动停止工作，到了中午12点，谁也无法强迫它们继续干活。
而到了下午6点，它们又会分秒不差，重新干起活来。
    动物不光知道钟点，还知道日程呢！
燕子每年都要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冬天，燕子南飞，到南洋群岛、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避寒”；春暖花开的时节，它们又成群结队地
北上。
早春二月，它们飞到我国的广东，三月间到达福建、浙江及长江下游，四月初就可以在秦皇岛看到它
们的踪迹。
    在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沿海，一年一度总有一群来自北冰洋的远方客人——灰鲸前来“拜访
”。
北半球漫长的冬天开始后，成百头灰鲸告别北冰洋，以每小时6．4千米的速度南游，穿越白令海峡，
横渡浩瀚的太平洋，在二月初到达墨西哥，旅程长达1万千米。
引人注目的是，它们从不“失约”，每年到达的时间，最多相差四五天。
    最奇妙的要算一种叫琴师蟹(也叫招潮小蟹)的动物了，这是生活在海滩上的一种小蟹，它的雄蟹有
一只巨大的螯，使雄蟹看上去就像一位正在拉小提琴的琴师，为此人们就把它叫做琴师蟹。
白天，琴师蟹藏在暗处，这时它们身体的颜色会变深；夜晚，它们四处活动，身体的颜色又会变浅。
引人注目的是，琴师蟹体色最深的时间，每天会推迟50分钟。
要知道，大海涨潮和落潮的时间，每天也恰好推迟50分钟。
看来，动物与大海之间也有着某种默契。
    每年五月，在月圆以后，美国太平洋沿岸会出现一次最大的海潮。
闪闪发光的银鱼，就是被这一年一次的巨大海潮冲上海岸的。
在海岸上，银鱼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又被海浪卷回大海。
    为什么燕子和灰鲸在长途旅行中这么准时？
为什么银鱼从不错过这一年一度的大好时机？
究竟是谁向动物报告时间的？
原来，在动物的体内有一种类似时钟的结构，这就是生物钟，正是它使动物的活动显示出了极强的规
律性。
    科学家用蟑螂做了一个实验。
每当傍晚时分，它们都显得特别活跃。
科学家把蟑螂关在一个黑暗的笼子里，发现它们的活动周期是23小时53分，这跟地球的自转周期多么
相近！
蟑螂的生物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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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蟑螂的食道下方，终于找到了这个生物钟，它是一种神经组织，这一组织能在蟑螂体内有节
律地产生控制蟑螂活动的激素。
    如果把一种绿蟹的眼柄摘除，它们的体色随昼夜变化的规律就会消失，这说明绿蟹控制这一规律的
生物钟就在眼柄内。
    近年来发现，鸟儿的生物钟就在它脑部的松果腺细胞里。
一到黑夜，鸡的松果腺细胞便分泌一种叫黑色紧张素的激素，使鸡知道该去睡觉了；如果把一只麻雀
的松果腺摘除，这只麻雀每天的活动周期就消失了，这时若将别的麻雀的松果腺移植进去，活动周期
便恢复了。
    现在已经知道，生物钟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有和昼夜相适应的日钟，有和潮汐相适应的潮汐钟，
还有和地球公转、季节变化相适应的年钟。
正是这些生物钟，使动物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正常地生活、觅食和活动。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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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荏苒。
转眼间，我从出版社退休已有10年了。
我钟情于科普创作已有40多年了。
动物世界一直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是因为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人体及动物生理专业，对动物世界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同时，又
由于这是一个老少皆宜、拥有很大读者群的题材，是科普作品中充满魅力的“永恒话题”。
    在科普创作中，我逐渐领悟到：应该对动物刮目相看了，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为了在大自然中赢得一席之地，动物世界的芸芸众生都激发了各种潜能，使出了浑身解数。
结果，它们一个个都身怀绝技，成了生存斗争中的强者。
在生存智慧方面，动物要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得多。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动物是没有语言的。
可是如今的研究揭示，各种动物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百鸟啼鸣、虎啸狮吼，是动物的声音语言
；美妙的舞姿、绚丽的色彩、芬芳的气味、闪烁的“灯”光，则成了它们的无声语言。
    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只有“万物之灵”的人类才有智慧。
可是近年来的考察与研究表明，动物也有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大批光彩夺目的动物明星已经崛起。
会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掌握“运筹学”的金花鼠和“语言大师”大猩猩等，也成了大名鼎鼎的动
物智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连动物的胚胎也有自己的智慧。
当然，这些动物朋友的语言和智能水平，与人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普及动物世界的有关知识，不仅可以帮助读者重新认识动物，而且有助于人们树立资源保护意识和
生态道德意识，保护好与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块土地上生存的动物朋友。
因此，每当我提笔撰写动物科普作品时，我感到驱使我的不光是一种创作激情，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
社会责任感。
    感谢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盛情邀约，如果没有他们的精心策划和妥善安排，这本小册子是不可能
与读者见面的。
限于本人的水平，拙作肯定会有不够全面或欠妥之处，恳请专家、同行和读者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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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普事业需要传承，需要发展，更需要开拓、创新！
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迅
速变化。
新的形势要求科普创作跟上时代的脚步，不断更新、创新。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承载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科普创作的历史——历史是辉煌的，今
天是美好的！
未来是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
书系囊括新中国成立以来，著名科学、科幻作家经典获奖作品。
本书是丛书系列之《动物的智慧》，由王义炯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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