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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同仁们常议当年读书之难，奔波四处，往往求一书而

不得，遂以为今日之憾。忆苦之余，遂萌发组编一套丛书

之念，望今日学生不复有我辈之憾。

现今科教发展迅速，自非我年少时所能比。即便是

个小地方的书馆，也是书籍林总，琳琅满目，所包甚广，一

套小小的丛书置身其中，无异于沧海一粟。所以我等不

奢望以此套丛书贪雪中送炭之功，惟愿能成锦上添花之

美，此为我们奋力编辑的目的所在。

有鉴于此，我们将《科学目击者》呈献给大家。它事

例新颖，文字精彩，内容上囊括了宇宙、自然、地理、人体、

科技、动物、植物等科学奥秘知识，涵盖面极广。对于致

力于奥秘探索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变幻无

穷、具有无限魅力的科学世界。它将以最生动的文字，最

缜密的思维，最精彩的图片，与您一起畅游瑰丽多姿的奥

秘世界，一起探索种种扑朔迷离的科学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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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目击者》所涉知识繁杂，实非少数几人所能完

成，所以我们在编稿之时，于众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多有借

鉴，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时间仓促，纰漏在所难免如果给

读者您的阅读带来不便，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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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豺智取黄牛

狗一样大小的豺袭击头有双角体壮腰粗身体比它大

几倍、力气也远比它大很多的黄牛，这样的传闻很早就

有。但是豺这个小兽是怎样把黄牛残害致死的呢？浙江

豺

省云和县的一位少年亲眼目睹了群豺袭击黄牛的场面。

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７日下午，他上山赶牛，发现一群灰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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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似家狗的动物正在追赶自己的３头黄牛，一见这情景

他马上想到这毛茸茸的动物就是豺狗。他曾听大人讲

过，见到群豺追牛，千万不要惊叫，否则，激怒了豺狗还会

对人进攻，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不敢吱声，躲到一块大

石头的后面，眼看着这群豺狗在半个小时内把３头黄牛

都残害死。

黄牛

这群豺狗共有１９只，其中有只最小的深灰色，别看

它个儿小，可它是这群豺狗中的罪魁祸首，是发号施令的

头儿，是个豺“司令”。其他１８只分成了３个组，每组６
只，将３头黄牛分割开来逗弄，牛被逗弄得筋疲力尽，站

在地上喘粗气。这时，那个指挥进攻的豺“司令”才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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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跳下来，它小心翼翼地接近一头最小的牛，在它的肛

门附近轻轻搔痒，小牛不觉竖起了尾巴，哪知这下中了豺

头儿的计，豺头趁牛竖起尾巴时，迅速把那双前爪伸进了

小牛的肛门，眨眼之间扯出了牛肠子，其他６只豺狗一拥

而上像拔河一样死死拉住牛肠，并迅速往一截树桩上缠

绕几圈，小牛哪架得住这毒招儿，痛得乱跑，这又中了豺

狗一条计，直到大肠小肠全被拖出肚子躺倒在地为止。

这时，那个豺头儿才蹿上去，到了下嘴饱餐的时候，用锋

利的前爪挖出牛的眼和肝，独自享用起来。此刻别的豺

狗不得靠近，豺狗头儿吃完了牛的肝和眼，又带领群豺照

招儿行事，如法炮制咬死第二条小牛。最后集中力量咬

死了大母牛，全部战斗指挥得当，颇有章法。

有趣的是，３头牛被咬死在地，群豺军纪严明，没有

敢上前争食的，只是有秩序地排列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

它们的豺头享用牛肝牛眼，直到它吃饱重新跳到石头上，

“嗷嗷”发出几声号令后，１８只豺狗才上前张开它们的大

嘴竞相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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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组队飞行

大雁是出色的空中旅行家。每当秋冬季节，它们就

从老家西伯利亚一带，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我国的

南方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经过长途旅行，回到西伯利

亚产蛋繁殖。大雁的飞行速度很快，每小时能飞６８～９０
千米，几千千米的漫长旅途得飞上一两个月。

大雁组队飞行

在长途旅行中，雁群的队伍组织得十分严密，它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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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它们一边飞着，还不断发出

“嘎、嘎”的叫声。大雁的这种叫声起到互相照顾、呼唤、

起飞和停歇等的信号作用。

那么，大雁保持严格整齐的队形即排成“人”或“一”

字形又是为了什么呢？

大雁

原来，这种队形在飞行时可以省力。最前面的大雁

拍打几下翅膀，会产生一股上升气流，后面的雁紧紧跟

着，可以利用这股气流，飞得更快、更省力。这样，一只跟

着一只，大雁群自然排成整齐的“人”字形或“一”字形。

另外，大雁排成整齐的“人”字形或“一”字形，也是一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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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本能的表现。因为这样有利于防御敌害。雁群总是由

有经验的老雁当“队长”，飞在队伍的前面。在飞行中，带

队的大雁体力消耗得很厉害，因而它常与别的大雁交换

位置。幼鸟和体弱的鸟，大都插在队伍的中间。停歇在

水边找食水草时，总由一只有经验的老雁担任哨兵。如

果孤雁南飞，就有被敌害吃掉的危险。

科学家发现，大雁排队飞行，可以减少后边大雁的空

气阻力。这启发运动员在长跑比赛时，要紧随在领头队

员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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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如何解决“环境问题”

随着地球上人口日益增长，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带

给人类一系列的困扰，前景非常令人担忧。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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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现蜜蜂的集体和社会组织却通过富于智能的

方法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难题，它们能调节巢的温度和湿

度，排除污浊的空气，清理外来的异物和尸体，消灭自身

和食物中的细菌。

平均每窝蜜蜂有５万只，比任何人类的集体居住地

都要稠密，这其中当然潜伏着毁灭的因素。蜜蜂是如何

消除隐患的呢？

蜂巢内的温度能够连续１０个月一直保持在３３℃左

右，蜜蜂用扇动翅膀的方法为巢换气，让新鲜空气进来，

赶走污浊的气体。

从花中采来的蜜含水量达９０％以上，多余的水分在

蜂房中进行风干蒸发，维持了巢内湿度。

蜜蜂的食物是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蜜和花粉，首要

问题是防止细菌侵入引起食物腐败。科学家们发现，将

细菌加入蜂蜜中，４８小时内这些细菌全部死光。原来工

蜂在酿蜜时，在蜂蜜中加入了葡萄糖氧化酶，这种酶能与

蜜中的葡萄糖反应，生成了杀菌力很强的过氧化氢。因

此蜜蜂也很好地解决了食物防腐的问题。

工蜂的寿命大约是五星期，他们一生忠心耿耿为集

体服务，从建造房屋开始，到辛勤采蜜，直至生命结束。

在夏季，一个蜂巢平均每天死亡１０００只工蜂，但它们绝

不死在蜂巢内，甚至也不会死在蜂巢附近，而是到远离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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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的地方，这样就避免了处理尸体引起的污染问题。

显然蜜蜂用最佳的办法解决了目前人类尚未解决的

环境问题。对于蜜蜂群体的深入研究所取得的结果，倘

若能应用于人类，必将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不可估量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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