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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生活的这个蔚蓝色的星球是生机盎然、充满活力的。
在这个星球上，除了最高级的灵长类——人类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动物伙伴，让这个原本安静的星球
变得热闹起来。
　　在生物界，人们经常用“朝生暮死”的蜉蝣来比喻生命的短暂与易逝，但是如果放眼历史的长河
，我们人类的生命之短暂又何尝不能用“朝生暮死”来形容呢？
　　这或许正是生物界的魅力所在——没有一种永恒的存在，任何生物都是一个从存在到消失的过程
而已！
就像统治了地球1.6亿年的恐龙最终也会消失一样。
而从新石器时代真正的“人”产生到现在只不过是7000多年，仅仅走过了恐龙时代长度的几万分之一
。
　　或许，上面的话带有些许末世论的悲观色彩，但是当你对浩瀚的生物家族有了深入的了解后，你
就会从另一个积极的层面上感悟到人类不但要珍视自己的生命，更要珍视地球上的其他生命。
　　本书出版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希望读者们通过对一些动物的了解和认识，不但能够丰富自己的知
识，并且能够提高环保意识，进而成为环保卫士。
　　在内容上，本书精选了生物界中的各种动物：从色彩缤纷的水中生物到翱翔于天空的鸟类，从形
形色色的昆虫到迄今为止生物界最高级的哺乳动物，本书都有涉及，且资料翔实，语言生动。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力求达到科学性和趣味性相结合，希望给您的阅读增添些许快乐。
另外，书中还设立了“知识链接”，以帮您了解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
　　由于本书内容涵盖较为广泛博杂，如有失当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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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科大讲堂：动物大世界》精选了生物界中的各种动物：从色彩缤纷的水中生物到翱翔于天空
的鸟类，从形形色色的昆虫到迄今为止生物界最高级的哺乳动物，《动物大世界》都有涉及，且资料
翔实，语言生动。
　　《百科大讲堂：动物大世界》力求达到科学性和趣味性相结合，希望给您的阅读增添些许快乐。
另外，书中还设立了“知识链接”，以帮您了解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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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胆——钢针勇士　　海胆又称海肚脐、刺海螺，大连人称它是刺锅子，属棘皮动物门海胆纲。
我国海域里常见的有4种，即马粪海胆、细雕刻肋海胆、北方刻肋海胆和大连紫海胆。
　　海胆虽然满身是刺，但是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胆，而是过着比较隐蔽的“昼伏夜出”的生活
。
通常情况下，海胆生活在潮间带以下的岩石中和珊瑚礁底，白天潜伏于海底，夜间出来活动，依靠管
足和棘在海底爬行，以腹足类和其他棘皮动物及各种海藻为食。
　　每逢繁殖季节，海胆的生殖腺就极为发达，几乎充斥了整个体腔。
海胆是雌雄异体，繁殖期为6～8月，体外受精，受精卵从细胞分裂到胚胎发育，再到幼海胆，要经过3
次变态，全过程需30天左右。
　　现存的海胆种类约有850种，它们的样子大多像带刺的半球。
那么，海胆为什么会长这么多的刺呢？
　　我们仔细观察海胆，就会发现海胆有一身很完美的装备！
它的壳板上分布着大量有关节的棘刺，与管足一样是可以活动的，它们的长短、粗细、数目因品种而
异。
海胆的棘刺有着重要的作用，除可支撑躯体外，还可协助管足运动。
由于棘刺伸向四面八方，因而使水流不会在躯体周围产生涡流，所以能平稳浮在水中，不致摇摆不定
。
海胆满身的刺，正是适于这种水流环境的有利结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少数海胆的刺有毒，这也是海胆的一种独特的自我保护措施。
　　海胆的药用价值很高。
它石灰质的全壳，药材名就叫“海胆”，据记载有“治心痛”的功效。
民间早已用石笔海胆的笔状棘刺磨碎注入耳内，用以治疗耳炎。
　　盲鳗——大食客　　盲鳗属圆口类动物，生活在海里。
如今发现的盲鳗有10多种，产于我国沿海的只有1种蒲氏粘盲鳗。
　　那么，盲鳗的名字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种鱼真的什么也看不见吗？
　　由于这种鱼长期在大鱼的肚子里生活，所以双眼已经退化。
不难想象，鱼的肚子里一点光线也没有，一片漆黑，视力再好也毫无用处，久而久之自然就退化了。
　　盲鳗在生殖方式上是雌雄同体，它在交配时先充当雄体，一段时间后，又充当雌体。
受精卵不经变态可直接发育成小盲鳗。
　　在生物界中，历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可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偏偏还有小鱼吃大鱼的，盲鳗就
是其中一种。
它有一种非常恐怖的饮食方式，能从大鱼的鳃部钻入腹腔，在大鱼的肚里咬食内脏与肌肉，边吃边排
泄，最后咬穿大鱼的腹肌，破洞而出。
　　盲鳗食量极大，一条盲鳗在大鱼腹内呆7个小时，可以吃进比它自身重量大18倍的鱼肉，有时甚至
能将一条鱼吃得只剩下皮和骨骼。
　　那么，盲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生活方式呢？
　　这与它的身体结构有关。
盲鳗身体像河鳗，但头部无上下颌，口如吸盘，生着锐利的角质齿。
鳃呈囊状，内鳃孔与咽直接相连，外鳃孔在离口很远的后面向外开口，使身体前部深入寄主的身体组
织而不影响呼吸。
盲鳗凭借吸盘吸附在大鱼身上，然后寻找机会从鳃钻人鱼腹。
它的嗅觉和口端4对触须的触觉非常灵敏，这样它就能迅速感知大鱼的到来。
　　盲鳗在经济上无多大价值，但在生物进化上却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因为，尽管盲鳗还没有上下颌，但这种远古鱼类已经开始有了脊椎，所以它可算是最早的脊椎动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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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蜇——海中降落伞　　海蜇属腔肠动物门，钵水母纲。
　　海蜇广布于我国沿海，从辽东半岛直至广东沿海均有分布。
　　海蜇靠吸口吸食海水中的藻类、原生动物和小型甲壳类等微小生物。
海蜇触手上的刺细胞能放射毒液，可御敌捕食。
　　海蜇有“海中降落伞”之称，这是因为它的身体可分为伞部和腕部。
伞体隆起呈馒头状，直径达50厘米，最大的可达1米。
海蜇在海中漂游，身体柔软晶莹，触手乳白色。
有口腕8枚，每枚又裂成许多瓣片。
　　海蜇的口腕上长有许多小触手，小触手上长有很多有毒的刺细胞。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小刺，人在海中游泳时，如皮肤碰到海蜇，会被螫伤，引起局部或全身疼痛
。
一般螫伤后会感到灼痛，出现线条状红斑，有点儿像鞭子抽过的伤痕，俗称“鞭伤”。
症状轻者全身发冷，肌肉酸痛，恶心胸闷；严重者出现心率减慢，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等症状。
　　那么，海蜇是怎样使人们具有如此大的反应呢？
　　原来当人体或是小动物碰到刺针时，刺细胞里盘曲的刺丝就会弹射出来，将毒液注入人体或动物
体内。
海蜇就是依靠身上的刺细胞来释放毒液，麻痹游到它身边的小动物，然后捕获取食。
所以被海蜇螫伤的症状不可忽视，应当作急救处理。
一般先用海水或清水冲洗后，再用明矾水或1%的氨水冷敷，必要时送医院诊治。
　　电鳗——水中“高压线”　　电鳗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及奥里诺科河。
它是鱼类中放电能力最强的淡水鱼，成鱼输出的电压为600～800伏，因此有水中“高压线”之称。
　　从外形上看，它像鳗鱼，但从解剖学的构造来鉴别，它更像一种接近鲤科的鱼类。
电鳗身长2米余，体重可达20千克，称得上是—种大鱼。
　　电鳗发电不仅是用来自我保护，还是猎取食物的一种方式。
平时，电鳗一动不动地躺在水底，有时也会浮出水面。
当它遭到袭击的时候，会立即放出电来，一举击退敌人的进攻。
电鳗会用放电的方式杀死鱼虾，然后饱餐一顿。
可恶的是，它所电杀的猎物远远超出了它的胃口所能容纳的食量，因而不少人认为电鳗是造成某些地
方鱼类产量锐减的罪魁祸首。
　　随着人们对电鳗了解程度的提高，人们发现，电鳗不仅利用放电来寻找食物和对付敌人，还可以
将它用于水中通信导航。
有人发现，当雄电鳗接近雌电鳗时，电流的强度会发生变化，这是它们在打招呼。
　　那么，对于这种厉害的能够发电的动物，人们是怎样捕捉的呢？
　　南美洲土著居民利用自己独特的办法来捕获电鳗。
他们抓住了电鳗连续不断地放电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和补充丰富的食物，才能恢复原有的放电
强度的特点，先将一群牛马赶下河，使电鳗被激怒而不断放电，待电鳗放完电精疲力竭时，就可以直
接捕捉了。
　　人们是怎样发现这种鱼会发电的呢？
　　关于电鳗发电有一个离奇的故事。
据说，在南美大陆的丛林中，有一片极为富饶的区域，那里的树木上都挂满了纯金。
为了寻找这个天然宝库，由西班牙人迪希卡率领的一支探险队，沿亚马孙河逆流而上，来到一大片沼
泽地边缘。
那时正值旱季，沼泽几乎干涸了，只有远处的几个小水塘在中午的阳光下闪烁着波光。
　　于是，探险队来到水塘边。
这时，探险队雇用的印第安人大京失色，眼神中充满了恐瞑，拒绝从浅水塘里走过去。
迪希卡命令一名西班牙士兵做个样子给印第安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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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名士兵满不在乎地向水中走去。
可是，没走几步，他就像被人重重击了一拳一样，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他的两个伙伴连忙冲上前去救他，也同样被看不见的敌人打倒在地，躺在泥水之中。
几个小时以后，见水中毫无动静，士兵们才小心翼翼地走到水里，把3个伤兵抬了出来。
可是，这时他们3人的脚都已麻痹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不明的袭击者原来就是淡水电鳗。
　　不过，事物往往是利弊参半的，人们也可以从生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对包括电鳗在内的发电动物的研究，对人类也有重要的作用。
比如世界上最早、最简单的电池——伏打电池，就是19世纪初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根据电鳐和电鳗
的电器官设计出来的。
还有，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模仿电鱼的电器官在海水中发电，那么船舶和潜水艇的动力问题便能得到很
好的解决。
　　一些科学家打算模仿电鱼的发电机理，创造新的通信仪器。
这一切也都是仿生学给我们的启示。
在这方面，电鳗和象鼻鱼（一种生活在非洲中部河湖中的电鱼）可以提供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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