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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美丽的地球家园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在一望无际的非洲大草原上，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正浩浩荡荡地前行，它们旅途中的每一步都面临着危
险；在广阔的天空中，一只雄鹰正展翅翱翔，它锐利的双眼机警地搜寻着地面的猎物；在号称“世界
屋脊”的青藏高原上，一群藏羚羊为了逃脱猎人罪恶的枪口正在飞奔；在大海的深处，凶猛的鲨鱼正
在用它敏锐的嗅觉搜寻海洋里的猎物⋯⋯它们不仅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维持着大自然的生态
平衡。
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加之人类的过度捕杀，许多动物已濒临
灭绝。
动物同样也是地球的生灵，同样需要我们以博爱之心去对待它们。
要善待它们，首先必须了解它们，这就是《科学揭秘动物世界》的出版宗旨。
 从阅读中获得知识，从图片中汲取印象，从常识链接中扩展见闻。
无论是藏在深海的贝母，还是徘徊在天际的雄鹰，都会在这套科普丛书中展现它们的精彩。
科学揭秘动物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为我们找到了了解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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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与习性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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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丛书由科普作家精心编撰，吸收前沿知识，所选资料翔实准确，文字简洁
生动，通过生动的故事、翔实的例证、具体的数据来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并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实
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从而使读者能够快乐阅读、轻松学习，是青少年读者了解动物世界奥秘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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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揭秘动物世界：无脊椎类》共六卷，分别介绍了鸟类、鱼类、海洋动物、哺乳动物、无脊
椎动物、两栖爬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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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行为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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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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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无脊椎动物小蜜蜂神通大独具匠心的蜂巢蜜蜂为人类健康造福蜜蜂当红娘蜜蜂蜇人与蜂毒蜜蜂将
成为探雷高手巧点马蜂百万兵蝴蝶迁徙飞行之谜蝴蝶救了澳大利亚蝴蝶舞与蚊子舞蝴蝶泉和蝴蝶馆蝴
蝶王国走进蚂蚁王国蚂蚁是座“营养宝库”蚂蚁巢穴轶事蚂蚁大力士的启示蚂蚁的秘闻蚂蚁趣事录蚂
蚁和植物的友谊毁坏建筑的杀手——白蚁屎克郎应邀出国当清道夫和星星争辉的萤火虫蚊子咬人的战
术蚊子是传播疾病的元凶触目惊心的蚊祸灭蚊生力军蚊子给科学家的启示苍蝇美丽的大眼睛苍蝇为我
们开启了防癌新途径苍蝇鲜为人知的秘密为蜻蜓请功法布尔和蜘蛛蜘蛛的天罗地网聪明的蜘蛛蚜虫和
它的天敌蚂蚁拍蚜虫的“马屁”古蚕再立新功飞蛾扑火和天文导航害虫的天敌——瓢虫传播蟋蟀文化
谈蝗色变潜伏的害虫——蝼蛄蚂蟥重新上岗声讨跳蚤雌螳螂杀夫作恶多端的蟑螂树上的吸血鬼——蝉
解剖臭虫的发现水果蔬菜的大敌——地中海实蝇第三代农药——昆虫的外激素爬行速度缓慢的蜗牛不
知疲倦的生物犁——蚯蚓多心脏的动物昆虫的趋性药物的天然宝库昆虫的资源开发昆虫飞行打破传统
定律昆虫的飞行技术昆虫的触角昆虫的口器昆虫的性爱生活农业害虫的死对头动物知天事的奥秘揭开
动物冬眠的秘密动物取食各有绝招动物的气味语言动物的自觉性破解蜜蜂的舞蹈密码五花八门的足奇
特的动物眼睛有趣的动物血液动物的葬礼动物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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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蝴蝶救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一种专门在夜间活动的蝴蝶，翅长4厘米，灰褐色。
可别小看这种夜蝴蝶其貌不扬，虽远不如其他花蝴蝶五彩缤纷，招人喜爱，但正是它们曾在20世纪初
从仙人掌毁灭性的侵害中拯救了澳大利亚。
1860～1870年间，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从美国南部引进了两种仙人掌，当地人本是为了用它们作为牧
场四周的绿篱的，可始料不及的是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多刺植物一遇到当地异常适宜的生长条件，便以
惊人的速度繁衍起来。
几颗种子不用多久便长成一大片“带刺的丛林”，十年工夫几千公顷面积的牧场便成了一片荒野。
1887年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了同仙人掌的大规模斗争。
人们用力砍，用火烧，连根拔，但都收效甚微。
没等老的除净，新的又冒出来了。
在昆士兰州甚至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领导这场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项工作中断了。
战后，回到家园的士兵们被四周的景象惊呆了：3000万公顷土地全被这可恶的多刺植物占领了，而且
它们还在以每年50万公顷的速度向外扩张，使大片沃土变成对畜牧业和农业毫无用处的荒地。
后来，在用尽了各种办法之后，陷入困境的试验者将眼光转向专吃仙人掌的昆虫，可是在本土却难以
找到能发挥极大效力的仙人掌克星。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年轻的昆虫学家阿连·铎特决定利用夜蝴蝶试一试。
他把从阿根廷收集的2750枚夜蝴蝶虫卵带到澳大利亚，终于获得了成功，夜蝴蝶在这里迅速繁殖，“
像火与剑一样”扫荡了仙人掌世界。
到1935年，3000万公顷土地又重新变成了农耕地和牧场。
如今澳大利亚已不存在仙人掌肆虐的问题了，虽然在一些桉树林地偶尔还有它们的踪迹，但夜蝴蝶绝
不会给它们大量繁衍的机会。
感恩不尽的农场主人为了对澳洲大陆的大救星表示崇敬之情，在当初放养第一批夜蝴蝶的地方竖立了
纪念碑，又在布纳尔格城建造了纪念碑，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段有趣的历史。
不仅如此，蝴蝶还在其他方面做出了贡献。
前苏联生物学教授尤·萨列斯基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证实，蝴蝶可以预报天气变化。
尤其是其中的花麻蛱蝶，是最可靠的气象预报员。
例如，这种漂亮的花麻蛱蝶悄悄地躲藏在幽静的花草之下，就意味着天气很快要下雨了；如果雨停了
，而这种蝴蝶没有离开它隐蔽的地方，就预示不久将还要下雨；倘若蝴蝶从自己隐蔽的地方飞出来“
游玩”，就说明乌云将要散了，明亮的晴天马上就会到来。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说，蝴蝶特别擅长虚张声势。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动物学家阿德里安·瓦林说，孔雀蛱蝶是鸟类最爱吃的一种美味，它们经常一动
不动地装死，然后把带有眼状斑纹的翅膀突然展开。
这足以把捕食鸟吓退，保住自己的小命。
虽然蝴蝶的眼状斑纹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它们吓退捕食者的武器，但是没有什么实验性证据来证明这一
点。
瓦林和他的同事们对此进行了试验，他们用笔将孔雀蛱蝶翅膀上的眼状斑纹涂掉，然后将它们交给捕
食鸟蓝冠山雀。
结果发现，20只斑纹被涂掉的孔雀蛱蝶中有13只被鸟儿吃掉了。
而在34只斑纹没有被涂掉的蝴蝶当中只有一只被吃掉。
一个很大的疑问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什么鸟儿不去招惹这些无害的蝴蝶呢？
格拉斯哥大学的生态学家格雷姆·鲁克斯顿说，可能是因为鸟儿担心，这些蝴蝶可能不仅仅是虚张声
势，招惹它们的后果会很严重，鸟儿们其实会把这些蝴蝶误认为猫头鹰。
他说：“蓝冠山雀做事小心，但也会因小心而放过唾手可得的食物。
”这一点也启示了人们，并把它应用在航空上。
对于飞机来说，鸟类是个很大的威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揭秘动物世界>>

世界上每年都要发生多起飞机与鸟相撞的事故。
如何防止飞机与鸟相撞，这在当今世界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不久前，“全日本航空公司”采用一种新方法，避免飞机与鸟相撞。
这种方法最初是一位日本昆虫学家发明的。
这位昆虫学家发现，鸟不吃有大眼斑的蝴蝶，于是他将一些画了“大眼睛”的气球放在稻田和菜园里
，果然大多数鸟类就不来光顾了。
后来他又将“大眼睛”画在旗帜上，悬挂在城市建筑物和寺庙等处，以防止鸟做巢，也收到了很好效
果。
当“全日本航空公司”向他请教时，他建议在飞机上画“大眼睛”以驱赶鸟类。
“全日本航空公司”在试验以后发现，若将这种“魔眼”画在飞机发动机风扇的叶片转轴上效果最好
，它能有效地防止飞鸟与飞机的关键部位——发动机相撞。
该公司在其38架客机上都画上了这种“魔眼”，结果飞机与鸟相撞事故大大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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