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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动物的休眠说起

读读读前前前３３３秒秒秒钟钟钟

休眠是由不良环境条件

直接引起的，是动物适应环

境、维持个体生存的一种独特

生理过程。

　　许多生物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便

会进入休眠状态，这是它们对不利的环

境条件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动物休眠

时不进食、不活动，陷入昏睡状态，呼吸

微弱，体温下降。在冬季到来时，有些动

物新陈代谢降低，于是进入冬眠，以度过

寒冷的冬天。如爬行类的蛇、两栖类的青蛙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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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严冬到来之前，都会躲在洞穴中、岩石下或泥

潭里进行冬眠。许多鱼类，像鲤鱼，由于环境温度

太低、食物短缺、氧气不足，也会出现类似冬眠的过

冬现象。此外，哺乳动物中的蝙蝠、鸟类中的蜂鸟

也都会进行冬眠。

晒太阳的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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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冬眠现象呢？对这个问题，到目

前为止，人们的解释还不太一致。有的科学家认为

主要是环境温度起作用，由于动物体内所产生的热

冬眠龟爬出来了

量不足以适应环境温度的改变，血液就会逐渐变

冷。动物体温降低，就会开始进入冬眠。有人对青

蛙冬眠作过试验，确认外界环境温度的降低，是引

起冬眠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有人主张，因为缺乏

食物，造成饥饿，或者由于环境和体内水分的损失，

水分代谢失去平衡，而引起动物的冬眠。无论何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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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冬眠都是动物对冬季寒冷环境的一种适应。

除了冬眠外，还有一些动物由于高温、干燥、食

物短缺而引起夏眠，如草原龟、黄鼠、美洲鼠、鲸

鱼等。

到了冬天，蛇也会冬眠

不仅动物有休眠，植物同样也有休眠的习性。

秋天，落叶植物把叶子落尽，大幅度降低新陈代谢，

进行冬眠，如温带的杨树、柳树等。到了秋天，树的

根茎枝条已经储满了养料，而叶子的生理功能已显

著衰退；由于气温的逐渐下降，根的吸收作用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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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先前那样旺盛，因此影响了叶子的继续活动，而

进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秋天空气干燥，叶

子的蒸腾作用依然十分旺盛。因此，为了迎接更

“差”的环境季节———冬季的到来，树木便落尽树

叶，以避免水分的大量散失，度过冬季。

南极鱼能抗冻

休眠并不是生物适应温度条件的唯一方式。

南极大陆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最低温度达到了

－８８．３℃，年平均温度为－２５℃，但这里依然生活

着芸芸众生，已知的生物有４００种地衣、７５种苔藓、

４种开花植物和７０余种动物，它们以各自特有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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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适应这里的环境。

生活在南极的鱼，经过长期的演化，它们体内

能够合成一种不同寻常的生物化学物质———抗冻

蛋白。由于有这种抗冻蛋白的存在，使南极鱼能以

独特的方式降低鱼体血液的冰点。通常的鱼没有

这种蛋白，在－１℃时就会冻结死亡。南极的鱼具

有了这种抗冻蛋白，鱼血的冰点便会降到－２．１℃，

南极海水一般为－１．８℃，这样鱼血的冰点就低于

了南极海水的温度，所以能在南极海域里生活。

蛋白质一般在５０℃开始凝固，普通生物很难在

超过这个温度的环境中生存。但是，也有不少生物

突破了这个界限。在赤道热带，温度超过６０℃的天

数不少，而许多生物包括人都照样生活得很好。美

国黄石公园有一个热得下不去手的温泉，水温达到

８８℃，水中却仍有存活的菌类。一般的种子沸水一

煮便熟了，但把澳洲的金合欢树种子放在沸水煮一

个小时，它发芽反倒更快。

在这种或高或低的温度环境中，生物以人们难

以置信的顽强生命力生活着，并将其适应性遗传给

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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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一些动物有冬眠的习惯，这些动

物以其奇怪的休眠方式而适应着这个世界。

冬眠时，四眼斑水龟把头和四肢蜷缩在壳内

四眼斑水龟　体型适中。头顶皮肤光滑无鳞，

上喙不呈钩状，头后侧各有２对眼斑，每个眼斑中

有一黑点，颈部有条纵纹。其背甲棕色且具花纹，

后缘不呈锯齿状或略呈锯齿状。腹甲淡黄色，每块

盾片均有黑色大小斑点，背甲与腹甲间接骨缝相

连。指、趾间具蹼。

四眼斑水龟性情胆小。一般喜栖于水底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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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如石块下、拐角处。连续多次将鼻孔露出水面

呼吸后，静伏于水底可达１５～２０分钟左右。每年

４～５月初，水温１５℃时少量活动，１８℃左右时可见

在水中游动。６～９月间随温度的上升，龟活动范围

增大，中午喜趴在岸边伸展四肢晒甲。１０月霜降后

陆续进入冬眠。１１月水温１３℃时龟进入冬眠，对

触摸、振动、刺激反应迟钝。翌年１月水温１０℃以

下时龟进入深度冬眠，无排泄现象。冬眠时龟头缩

入壳内，四肢、尾部均不缩入壳内，趴在池的深水处

或岸边石缝、草堆下。到翌年４月中旬、温度回升

到１８℃时开始逐渐苏醒，时常睁眼，微爬动，少数龟

略有进食。

鸭嘴兽　凡见过鸭嘴兽的人都说它长得实在

太怪异了。当初英国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发现鸭嘴

兽时，惊呼其为“不可思议的动物”。鸭嘴兽长约４０

厘米，全身裹着柔软褐色的浓密短毛，脑颅与针鼹

相比，较小，大脑呈半球状，光滑无回。四肢很短，

五趾具钩爪，趾间有薄膜似的蹼，酷似鸭足，在行走

或挖掘时，蹼反方向褶于掌部。吻部扁平，形似鸭

嘴，嘴内有宽的角质牙龈，但没有牙齿，尾大而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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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占体长的１／４，在水里游泳时起着舵的作用。

鸭嘴兽———“不可思议的动物”

雄性鸭嘴兽后足有刺，内存毒汁，喷出可伤人，

几乎与蛇毒相近，人若受毒距刺伤，即引起剧痛，以

至数月才能恢复。这是它的“护身符”。鸭嘴兽为

水陆两栖动物，平时喜穴居水畔，在水中时眼、耳、

鼻均紧闭，仅凭知觉用扁软的“鸭嘴”觅食贝类。其

食量很大，每天所消耗食物与自身体重相等。

母体虽然也分泌乳汁哺育幼仔成长，但却不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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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生而是卵生。即由母体产卵，像鸟类一样靠母体

的温度孵化。母体没有乳房和乳头，在腹部两侧分

泌乳汁，幼仔就伏在母兽腹部上舔食。

幼体有齿，但成体牙床无齿，而由能不断生长

的角质板所代替，板的前方咬合面形成许多隆起的

横脊，用以压碎贝类、螺类等软体动物的贝壳，或剁

碎其它食物，后方角质板呈平面状，与板相对的扁

平小舌有辅助的“咀嚼”作用。

鸭嘴兽在水中追逐交尾，卵似乌龟蛋状。小鸭

嘴兽孵化出世后，靠母乳喂养４个月方能自己外出

觅食。鸭嘴兽的生物钟是颠倒的，它们惯于白天睡

觉，夜晚活动。

鸭嘴兽能潜泳，常把窝建造在沼泽或河流的岸

边，洞口开在水下，包括山涧、死水或污浊的河流、

湖泊和池塘。它在岸上挖洞作为隐蔽所，洞穴与毗

连的水域相通。它是水底觅食者，取食时潜入水

底，每次大约有一分钟潜水期，用嘴探索泥里的贝

类、蠕虫及甲壳类小动物以及昆虫幼虫和其他多种

动物性食物和一些植物。鸭嘴兽分布在澳大利亚

南部及塔斯马尼亚岛，是现存最原始的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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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成高等哺乳动物的进化环节，在动物进化上有

很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冬季不活动或冬眠。雌兽挖相当于１６米长的

洞穴，将卵产于用湿水草筑成的巢内，每次产一卵，

有时三卵。卵比麻雀卵还小，彼此粘在一起。孵卵

期洞口堵塞，孵出的幼兽发育很不完全，鸭嘴兽既

无育儿袋也无乳头，成熟的乳腺直接开口于腹部乳

腺区。幼兽用能伸缩的舌头服食乳区的乳汁，哺乳

期大约五个月。

鸭嘴兽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历经亿万年，既

未灭绝，也无多少进化，始终在“过渡阶段”徘徊，真

是奇特又奥妙，充满了神秘感。这种全世界唯有澳

大利亚独产的动物，但因追求标本和珍贵毛皮，多

年滥捕而使种群严重衰落，曾一度面临绝灭的危

险。由于其特殊性和稀少，已列为国际保护动物。

澳大利亚政府已制定保护法规。

旱獭　又名士拨鼠、草地獭，属哺乳纲，松鼠

科，旱獭属，又叫哈拉、雪猪、曲娃（藏语）。是松鼠

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是陆生和穴居的草食性、冬

眠性野生动物。我国有四种旱獭：蒙古旱獭、长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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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獭、喜马拉雅旱獭、阿尔泰旱獭。

旱獭多在洞穴中生活

体形肥大，体长５０厘米，颈部粗短，耳壳短小。

四肢短粗，尾短而扁平。体背棕黄色，山麓平原和

山地阳坡下缘为其高密度集聚区，过家族生活，个

体接触密切。洞穴有主洞（越冬）、副洞（夏用）、避

敌洞。主洞构造复杂，深而多口。有冬眠性，出蛰

后昼间活动。

以禾本科、莎草科及豆科根、茎、叶为食，亦食

小动物。出蛰后交配，年产１胎，每胎产２～９只，３

岁性成熟。喜马拉雅旱獭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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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海西州均有分布。毛皮质好，肉细嫩鲜美，肉、

油、骨、肝、胆均可入药。旱獭体短身粗，长３７～６３

厘米。无颈，尾、耳皆短，耳壳黑色。头骨粗壮，上

唇为豁唇，上下各有一对门齿露于唇外，两眼为圆

形，眶间部宽而低平，眶上突发达，骨脊高起，身体

各部肌腱发达有力。体毛短而粗，毛色因地区、季

节和年龄变异。背毛多为棕、黄、灰色。母獭有６～

７对乳头。

旱獭栖息于平原、山地的各种草原和高山草

甸。集群穴居，挖掘能力甚强，洞道深而复杂，多挖

在岩石坡和沟谷灌丛下。从洞中推出的大量沙石

堆在洞口附近，形成旱獭丘。白天活动，食量大，每

日啃食大量优良牧草，耐饥饿，不饮水，喜食含水量

大的多汁饲料。爱吃雨后草及露水草。喜群居，易

驯化，不伤人，不耐热，怕曝晒，抗病力强。当气温

长时间低于１０℃以下时，就自然冬眠，时间可长达

３～６个月，当气温转暖后自然苏醒。旱獭的寿命可

长达１５～２０年，繁殖年限为１０～１５年。公母比例

以１∶１０为宜。春季是旱獭配种的季节。一般年

产１～２胎，雌獭怀孕期为三十天左右，有的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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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产仔。每胎产仔６～８只，多者达１２只以上。

刺猬全身都是硬刺

刺猬、鼩鼱　本目动物主要以虫类为食，故

称食虫目。除澳大利亚、南美洲的中南部及南

极、北极外，其他地区均有分布。如营地上生活

的刺猬、鼩鼱；地下掘土生活的鼹鼠；水陆两栖生

活的水鼩鼱；树上生活的树鼩等，均为本目代表

动物。

刺猬，体表披满硬刺，当遇刺激时能将身体

蜷缩成球状。吻尖、眼小、耳小、脚矮、尾短。有

利爪适于掘土。栖息于山林、草丛中。夜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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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以昆虫为主，也吃小鼠、鸟卵、小蛇等。有冬

眠习性，入眠前贮存大量皮下脂肪。

鼹鼠正在捕食蚯蚓

麝鼹，俗名鼹鼠、地排子。终生地下穴居。

体粗短，密被不具毛向的绒毛。前肢短而强健，

宽大的足掌向外翻转，趾端有长的利爪，适于掘

土。食物包括蝼蛄等地下昆虫、蚯蚓及植物的

根，其挖掘时常破坏植物的根系，对农作物有害。

非洲睡鼠　分布于非洲东部、东南部和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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