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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美丽的地球家园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丰富的动物资源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物质宝库。
科学揭秘动物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自然、揭示自身奥秘的金钥匙。

《科学揭秘动物世界》共六卷，分别介绍了鸟类、鱼类、海洋类、哺乳类、无脊椎类、两栖爬行类动
物。
丛书不仅篇幅精练、文字优美、插图生动、知识链接画龙点睛，更难得的是铺陈了若干动物故事，将
严肃的科普知识以生动有趣的故事形式娓娓道来，以全新的角度向读者阐释了动物的生活方式、生存
策略和习性特点，以及尚未破解的一些神秘现象，生动地展示了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生灵
怎样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大自然索求自己的生存空间，演绎美丽而神奇的生命旋律的过程。

《科学揭秘动物世界(鱼类)》就是其中之一，介绍了鲨鱼、鲑鱼、海鱼、鲤鱼等鱼类动物的科学知识
。

《科学揭秘动物世界(鱼类)》由于今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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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鱼类王国 鱼类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了，它们最初在海洋中自由邀游时，地球上 还没有
恐龙、大象等任何高等动物出现呢！
当然，就更没有我们人类了。
鱼类是最早出现的脊椎动物。
从远古到现在，鱼类经历了多种发展变化，直到 今天，它的种类仍比任何其他脊椎动物的种类多。
它们分布在内地的小溪、湖泊、河 流、大江直至海洋深处。
鱼类大部分像陆上的动物一样，以小群体的方式生 活，也 有些鱼喜欢漫游，居无定所。
它们多富掠夺性，以吃其他的鱼、水生动物或 昆虫为 生。
但是，鱼类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们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逐步发展 起来的。
我们知道，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单细胞发育而来，经过数万亿年才 有了今 天丰富多彩的物种资
源。
鱼类是第一种脊椎动物，可以说没有鱼类就没有人 类。
地球上有71．5％的面积被水所覆盖，除极少数地区外，不论是从赤道 到两极，还 是从海拔6000米的
高原山溪到洋面以下的万米深海，都有一种水中的精灵生 存着，它们就是鱼类——一种体滑而形如纺
锤、呈流线型、具鳍、用鳃呼吸的变温 水生脊 椎动物。
它们或成群结队，或独自邀游，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广袤无垠的水域 之中。
但 是有些种类并不符合以上所给出的定义，有的鱼体极长，有的极短；有的侧 扁，有 的扁平；有的
鳍大或形状复杂，有的已退化；口、眼、鼻孔、鳃开口形状位 置变化 极大。
这些都与鱼类长期栖息的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现代分类学家给 “鱼”下 的定义是：终生生活在水里，用 鳃呼吸，用鳍游泳并凭借上下颌 摄食的变
温水生脊椎动物。
目前，世界上已知鱼类约有 24000种，我国有3800多种。
鱼类是脊椎动物中最多的 一个类群，全世界的鱼类总数几 乎占整个脊椎动物数量的一半 左右，包括
圆口类、软骨鱼类和 硬骨鱼类等三大类群。
圆口类是现存最原始的无 颌脊椎动物，包括七鳃鳗和盲 鳗。
身体呈鳗形，无上下颌（所以又称无颌类），具口吸盘，以吮吸方式取食，全寄 生或半寄生生活，无
成对附肢，具软骨，脊索终生存在，有雏形脊椎骨，神 经系统、骨骼、循环系统、消化系统都较原始
。
现存圆口动物种数不多，仅70种左右。
按骨骼性质可以将鱼类划分为软骨鱼类和硬骨鱼类。
软骨鱼类的骨骼均为软骨，生活于海洋中，种类较少。
例如鲨鱼，其鳍 为鱼翅； 皮可制革；肝含油量高，可制鱼肝油。
全球软骨鱼类约有800种，中国约有 190种。
硬骨鱼类的骨骼大部分为硬骨，包括大多数鱼类，例如中华鲟、青草鲢 鳙四大 家鱼、大小黄鱼、草
鱼等。
尽管鱼类的种类和数量繁多，但由于环境变化和过度捕捞，其种类和数 量都呈 锐减趋势。
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称，如果目前过度捕捞和海洋污 染得不 到控制与治理，到2048
年，海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将明显锐减。
由美国和加拿大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科学小组，历时4年完 成了一 项名为“生物多样性缺
失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调查。
学者们的足迹遍布 北美、欧 洲以及澳大利亚的12个沿海地区，他们对64处大型海洋生态系统进行了调
查，并 进行了32项小规模对比实验。
此外，他们还对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提供的 1950 ～2003年鱼灰和无脊椎动物数据作出了分析。
专家们发现，物种丰富的海域生态系统更为稳定，单位面积内的生物数 量比物 种贫乏的海域高出809
／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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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渔业资源更为 丰富和高产。
调查报告主笔鲍里斯·沃尔姆说，299／0的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种群的 捕捞量减 少了90%以上，说明
这些种群正濒临灭绝。
这种形势在所有海洋生物中普遍 存在，而且还在恶化。
“如果长期如此，那么到2048年，海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将 锐减。
”汉城大学海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朴敬爱在一份报告中说，全球气候变暖 可能使 东海的海洋物种发
生迅速变化，使海水质量下降，在150年后使生化需氧量 降到目 前的百万分之三，东海的鱼类可能
在150年后绝迹。
她援引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 理局1985～2001年的数据说，在这段时期内，东海的海水温度上升了1
．5℃。
这个 数字表明，东海水温平均每年上升0．087℃，是同一时期全球海水温度平均 升幅的6 倍。
她指出，水温的大幅上升使东海的含氧量明显下降。
她说：“全球气候 变暖使西 伯利亚高气压减弱，削弱了冷风的力量，这使北部海域水面温度上升，
阻碍 了冰块 和寒流的形成。
”近年来，乌贼、鲭鱼等生活在暖流中的海洋生物的捕获量占东海捕鱼量 的一半。
由此可见，寒流中生活的沙丁鱼等其他物种的数量已急剧减少。
专家们说，水温的 上升会对鱼类造成伤害，海水温度上升1℃给鱼带来的伤害相当于人体体温 升高1℃
对人的伤害。
穷凶极恶的杀手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一篇游记中记述过这样一件触目惊心的事：在 美洲海 湾，
有个捕捉马林鱼的古巴人，因不慎失足落水，立刻便有一群马林鱼飞袭 而来，饿 狼似的将那个渔夫
撕成碎片。
马林鱼体态扁平，前颌挺着一根锋利的刺剑，灵活善游的它经常出没于 大洋深 处。
马林鱼生性凶猛，据南洋渔民传说：曾经有一条约50千克的马林鱼同一 条40 吨的鲸鱼决斗，结果海水
被染红了。
1980年，美国“玛丽”号海洋考察船在纽约长岛东端航行时，连续遭到 马林鱼 的攻击。
有一次，船长塞尔叉到一条马林鱼，想乘小船去捕捞。
不料，那条 马林鱼 突然向小船冲来，将它前颌的刺剑戳进船板，简直像屠夫叉肉一般。
塞尔船 长幸亏 离得远，不然身体可能被刺穿。
塞尔船长后来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马林鱼凭那杆圆锥尖枪，到处寻衅。
同是1980年，英国有一艘船在赴匹 米尼途 中，突然听到“嘭”的一声，船长到舱底一看，马林鱼的刺
剑戳入船身，刺 尖还深 深地留在金属制的 煤气箱里。
马林鱼的利剑 虽然厉害，但还不 如虎鲛的尖齿可 怕。
在澳洲沿岸，海滨浴场四周都竖 立了防鲛网，但是 游泳者被白鲛、蓝 鲛、虎鲛或鲭鲛攻 击啮死的事
件屡有 发生。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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