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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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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动物与生态

由“老马识途”谈起

春秋时期，齐桓公救燕国，亲自率领大军攻打山戎。在春天出发，

一直打到孤竹（今河北省卢龙东南）。得胜凯旋时，已经到了冬天，全
军在途中迷失了方向。仲父管仲向齐桓公献策说：“老马之智可用

也。”齐桓公命人在军中寻觅一匹老马，任它在前面走，全军在后面跟。

果然找到了归路，全军得以脱险。

人要抵达目的地，首要的是辨清方向，如果方向搞错，即使有惊人

的体力和速度，也只会愈走愈远，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中国人首先发
明了指南针，又叫罗盘，就是一种指示方向的仪器。

在自然界，很多动物并没有罗盘，但是，都有惊人识别方向的能
力。尤其是鱼类的洄游、鸟类的迁徙和兽类的迁移都可说明它们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出发和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才能到达目的地。往往是
内部生理刺激使它们知道什么时候启程，而前往目的地的方向通常依

赖外界的提示。

一只北极燕鸥被套了脚环，从北美洲的拉布格多半岛被释放，三

个月后在非洲东南部再次被捕，证明它已飞了１４５００公里。北极燕鸥
的最远旅程记录是２２５００公里。这只燕鸥是在苏联的北极海岸套环
释放的，结果在澳大利亚又被捕获。北极燕鸥可算是动物长途旅行的

冠军。家喻户晓的家燕每年春末飞来繁殖，秋后飞往南方越冬。在我

—１—



求知文库

国农户中常常会见到同对燕子飞回老巢繁殖，它们将旧巢修补，四五
年的老巢并不少见。大马哈鱼生活在北部太平洋中，每年夏秋一定时
间内结成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大群游入远东河口，再上溯游到我国松
花江内产卵，幼鱼孵出后又沿原路游回太平洋去生长发育。

我国四大渔产之一的黄鱼，在长江东部外海越冬，每年春天，结成
大群向北游经过舟山群岛外侧，到海州湾东南的五条沙产卵，以后一
部分在海州湾附近逗留，大部分向南返回原处越冬。美洲驯鹿在阿拉
斯加的马金利山区度夏，游荡在阿拉斯加的南坡，冬天来临，结成大
群，一路觅食苔藓而向北迁移，几乎年年都走同一条道路。加拿大的
一种蝴蝶能远距离飞行千余公里到墨西哥越冬，然后又飞回加拿大。

动物的导向能力有先天的，也有后天获得的。在鱼类洄游中，一
种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的淡水鳗鱼，在繁殖时期来临前，先游到欧洲
和北美洲两大洲沿岸的海域生活一段时期，然后再在海洋深处游往萨
克苏海水深３６０米处产卵，亲鱼产卵后就死去，卵于冬末或春初孵化，

成为２—３厘米的小鳗鱼，竟然都会沿着它们的前辈游来时的原路回
到亲鱼所栖息的不同海岸，然后再沿海岸上溯游好几公里回到亲鱼原
在的内陆淡水河流中栖息，鳗鱼的这种导向能力显然是先天的。在鸟
类迁徙中，通常一些大型鸟类，如鹤、雁等迁徙时是亲鸟带着幼鸟迁飞
的；小型的种类中，如家燕也是如此。但是，大多数鸟类的幼鸟都可以
在没有亲鸟的“教导”下飞往目的地。因为有些成鸟和幼鸟并不在同
一时期飞去。杜鹃并不育雏，而是产卵于别的鸟巢中，由别的鸟来代
孵和代育。但是，年幼的杜鹃到时候自会单个的找到正确的迁徙方向
飞抵越冬地。新西兰一种杜鹃迁往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越冬地
的时间，幼鸟要比老鸟晚得多，而且它们还飞越澳大利亚东部沿岸，也
就是说先往西北方向飞，然后再转向东北方向迁飞。

生物学家劳旺曾将一只自幼在笼中长大的乌鸦，套上脚环在阿尔
贝塔当地的乌鸦已经迁飞以后，在冬天释放，结果这只乌鸦在沿着俄
克拉荷州的方向上再次被捕。而俄克拉荷州正是阿尔贝塔地方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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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越冬所在地。表明这只乌鸦的导向能力是来自上代遗传的“方向感
觉”。波罗的海海岸的椋鸟每年都要从波罗的海东岸一带迁徙到英国
和法国北部去。科学家们给椋鸟套上脚环做椋鸟的导向能力的实验，

发现小椋鸟先天就有朝西南方向飞的习性。在海牙捕到几只徙途中
的套环椋鸟，被带到日内瓦去释放。结果小椋鸟仍朝西南方向飞，后
来在西班牙被捕；而老椋鸟起先也朝西南方向飞，但是，不久就转向日
内瓦西北方向飞去。这个实验证明这种椋鸟的导向能力有先天的，也
有后天获得的。

动物导向定位呢？人们虽然做了大量的研究，也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至今尚无一种比较令人满意的解答，仅是些资料而已。狗能识
途，常言狗不嫌主，对主人忠心。将狗牵到离家很远的方，甚至千里之
遥，它也会回到主人家中。狗的嗅觉灵敏度可达单个分子水平，能感
觉到百万种物质和不同浓度的气味。狗在外出时，不断将“外激素”信
号留在途中的物体上，再嗅闻这些信号来识别回家的路。大马哈鱼的
嗅觉也非常灵敏，能觉察到浓度为百万分之一的吗啉稀溶液，看来它
在洄游中主要靠气味来导向的。在萨克苏孵出的幼鳗，在它那漫长旅
途的初期是顺海流漂浮向它们各自原属的北美洲或欧洲的海岸，等到
进入沿岸浅海区，当浪退时，便潜伏海底；浪涌时立即浮上潮头顶层。

不断起落的浪潮把幼鳗推送到沿岸半淡水区，继续向前到达海口后，

它们在退潮时尽力逆潮上游，而回到父母生前的旧居———淡水区。有
人认为它们是根据淡水分解的物质发出的气味来导向淡水所在地。

一些具有回声定位技能的动物，如蝙蝠和鲸等，凭自己发出的超
声波的回声来导向。吉士达夫·克拉默用椋鸟做实验。将一些椋鸟
关入笼内，用激素处理使椋鸟进入迁徙状态。当阳光射入笼内时，椋
鸟都朝着它们在自然界时迁徙的方向扑翅欲飞，当用玻璃将阳光折射

９０°射入笼中时，椋鸟都转身朝着相等的角度的方向扑翅。把企鹅送
到远离巢地处释放，晴天它们沿直线走向原巢地。而在阴天，则无定
向地到处乱走，天一放晴，它们又按正确方向前进。可见有些鸟类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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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太阳来导向的。索尔用欧洲苇莺做实验，把它们放在天文馆内，当
大厅圆顶上放映出春季的夜空时，鸟群向着它们正常的徙途方向扑
翼，当没有星辰时，则向四方扑翼；放映秋天的夜空，试验结果也一致。

看来一些夜间迁飞的鸟类是靠星辰来导向的。有人用雷达干扰带磁
片的信鸽，发现信鸽的导向能力丧失了。人们虽然已成功地制造出一
些精确的定向导航仪器，但是，同生物的导向定位能力相比，就会自感
不如。研究动物的导向定位，对人类设计制造更好的定向仪器会有所
启迪。

以食为本

“民以食为天”这句中国古话，一语道出了“食物”的至关重要。人

和所有的动物要维持生命就必须吃到食物。在长期演化历程中，各种
动物都有自己的取食技能。

绿眼虫是原生动物，它整个身体只有一个细胞，它用细胞质内含
有的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糖类，在黑暗的环境
中，则借体表的渗透作用来吸收营养和用鞭毛煽动水流摄取随水流入
胞口的食物微粒。变形虫伸出伪足把细菌和小动物等包裹入体中。

双胚层动物中的水螅，捕食时利用口周围的触手，缠住猎物，同时用刺
细胞的刺丝将毒液射入猎物体中，使它麻痹，然后纳入口中。节肢动
物中的蜘蛛张网捕捉飞虫，并用尖利的毒针注入毒液，使粘在网中的
猎物麻痹后，慢慢享用。蚂蚁喜欢吃蚜虫分泌的液体。但是蚂蚁并不
伤害蚜虫，而是经常游牧在蚜群间，保护它们，舔吸蚜虫腹管分泌出的
汁液。好像人们放牧奶牛，喝牛奶一样。软体动物中的乌贼搜捕潜藏
在海底沙中的小虾时，先喷射出一股水柱，把泥沙掀起，小虾被惊动，

乌贼立即伸出长长的触腕把小虾捉住，如果小虾不动，乌贼觉察不到，

也就游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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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动物取食的技能就更是多种多样。八目鳗虽然被叫做鳗，但
它不是鱼，因为八目鳗没有上下颌，也没有偶鳍，口周围的皮肤褶皱形
成圆形的口吸盘，所以它是圆口类。在口吸盘的内侧壁以及口两侧都
长有角质齿，口下方有一条长有角质齿的舌，就像一把锉刀。八目鳗
营半寄生生活，取食时，它悄悄地游近鱼体，用口吸盘吸附在鱼身上，

舌起着活塞作用，利用角质齿划破皮肤吸食血肉。生活在中美洲和南
美洲的电鳗，在身体两侧的肌肉中有强力的发电器官，它的每一个组
成部分都由许多特殊的肌肉组织薄片组成，薄片间隔有结缔组织，发
电器与神经相通能放出很高的电压。电鳗取食时，悄悄游近鱼群，放
电使它们被电击毙，电死的鱼数远远超过它的食量。生活在东印度和
波利尼西亚群岛附近的射鱼，常常沿着岸边巡游，当发现水边植物上
停有昆虫时，便将头探出水面，从口中喷出一股水柱，准确地将猎物射
落水中，然后捕食。

两栖动物中的蛙类，口腔很大，它的肌肉质的舌，与其他动物不一
样，基部附着在口腔底部的前端，平时舌尖向后贴置，当发现眼前有飞
虫时，舌尖可立即向前翻出口腔外，舌体都有黏性，可以粘捕距离较远
的飞虫，其命中率之高和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有一种爬行动物，叫避
役，皮肤中有色素细胞，受神经支配，有随周围环境而改变体色的能
力，所以又叫变色龙。它的捕食本领比蛙类有过之而无不及。避役的
舌平时缩在口腔内，捕食时，舌呈圆筒状，伸出口外很远，甚至可超过
体长，舌端带有粘物，能准确地粘住飞虫，再立即把舌缩回，将虫带入
口中。残忍的鳄鱼常常从水下突然冒上来，袭击岸边和浮在水面上的
猎物。鳄鱼悄悄地游近猎物，猛然地用尾一扫，将在岸边饮水的猎物
打落水中，然后拖入水下，咬成块吞食。一些非洲地方在水边干活的
妇女和嬉戏的儿童，稍不注意就会惨遭不幸。

有不少鸟类，如海雕、军舰鸟和贼鸥等都有海盗式的取食行为。

海雕常强抢鹗捕得的鱼，追击鹗使它慌乱中丢下爪中的鱼，然后将落
入水中的鱼抓起，而军舰鸟则强抢鲣鸟的猎物，贼鸥常抢劫海鸥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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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的食物。非洲草原有一种食蛇鸟叫书记鸟，它的脚长而强劲有力，

并有锐利爪和勾嘴，捕蛇时，先用脚猛踢猛踩蛇身，由于脚长，蛇不易
咬到它，经过一阵踩踢后，蛇被搞得晕头转向，书记鸟瞅准时机，用嘴
啄咬蛇头，把蛇啄死撕食。有少数几种鸟类会利用工具来取食，如啄
木鸟取食时，先啄开虫洞，如果虫洞太深，它的嘴够不着洞内的虫体
时，它会衔来一根细枝，伸入洞内巧妙地将虫剔出洞外再啄食。

有些猛兽喜欢单独行猎。金钱豹较多地采用伏击狩猎，常独潜伏
在树上或隐蔽在草丛中，等候猎物经过，然后突然扑下或跃起，将猎物
按倒，咬住它的颈项，直至咬死为止，金钱豹常将猎物拖回大树上，搁
挂在树杈间，慢慢撕食。善奔跑的猎豹和狼等常用追捕的方式猎食，

发现目标后，先潜行靠近，至一定范围内，突然出击，穷追不舍，与猎物
比速度，比耐力，直至猎物筋疲力尽，被追及咬死为止。非洲野狗常结
成十余只的群体进行围猎，只要有一只野狗咬住猎物，其他野狗便一
拥而上，咬头咬尾，往往一只斑马，不消多久就被撕食得只剩白骨一
堆。鬣狗常结群抢劫猎豹口中之食，十来只鬣狗合力将猎豹赶跑，然
后争食它留下的猎物。而狮子有时会跟在鬣狗后面，待它们捕到食物
后，狮群就上去把鬣狗赶开，抢它们的猎物。海獭是哺乳动物中除了
灵长类之外唯一会使用工具取食的动物，海獭仰卧水中将一块石块搁
在腹面，然后用两只前爪紧抓牢一只鲍，用力往石块上敲砸，通常砸三
次以上就能将鲍壳砸碎，然后吞食鲍肉，一般同一块石块可用２０次或
更多。

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动物是蓝鲸。体长３０米左右，重量可达１６０
吨，如此庞然大物，吃的主食竟是小小的磷虾，南极的磷虾长到最大也
只７．５厘米，但是它们的存在量非常多，可能有５００到７５０百万吨。

蓝鲸属须鲸，上颌两侧有须板，须板虽然不长，但很宽，每侧２００枚以
上，蓝鲸常数头或数十头结群而游。取食时，它们会先将磷虾围起来，

然后张大口将磷虾吞入口腔内，随后须板降下，下颌拾起，将口微闭，

这样磷虾被须板阻隔在口腔内，让水流滤出，再将食物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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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人利己

人们常把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生活斥之

为过寄生生活。在动物种间关系中，有一种损人利己的特殊形式，这
就是寄生关系。这是指一种动物生活在他种动物身上，从中吸取营养
而使他种动物受到损害的一种关系，前者叫寄生者，后者叫寄主或宿
主。寄生现象普遍存在于动物之中。可以说在自然界中很难找到一
种不被其他寄生者寄生的动物。寄生关系非但形式多样而且非常复
杂。按寄生的部位可以分为体内寄生和体外寄生，如蛔虫寄生在寄主
体内就是体内寄生；跳蚤、虱、蜱和螨等寄生在寄主体表就是体外寄
生。一种寄主的体内或体外被一种寄生动物寄生的现象叫单寄生。

这种寄生事实上不多见，因为，在自然界一种动物常被多种寄生动物
寄生，叫共寄生。例如从一只蝙蝠的毛皮上可以发现蜱、螨等多种体
外寄生动物，在它体内的器官中同时也可发现线虫等多种体内寄生动
物。更复杂的是复寄生或叫重寄生，动物的取食方式远远不止这些，

这里仅是略举一些例子而已。

如甲种昆虫可被乙种昆虫（一级寄生动物）所寄生，而乙种昆虫又
可被丙种昆虫（二级寄生动物）所寄生，甚至可多达四五级。人们习惯
把寄生者叫寄生虫。其实寄生者并不一定限于虫，还有很多不是虫的
动物，甚至高等的脊椎动物也有过寄生生活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时全世界２５亿人口中有半数以上人受到疟疾
的威胁。法国内科医生拉弗兰从病人血液中鉴定出寄生物，指出病因
是一种原生动物（叫疟原虫）寄生在人体红细胞和肝脏的实质细胞中
所致。一位在印度的英国外科医生罗斯指出是按蚊传播这种疾病。

我国最为常见的间日疟原虫的生活史中有两个寄主：一个是人，另一
个是按蚊。感染疟原虫的雌蚊叮人时，疟原虫的子孢子随蚊子的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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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人体，在肝细胞和红细胞中进行无性繁殖，分裂成很多裂殖子，一
些裂殖子可继续侵入新的红细胞，不断循环裂体生殖，第一循环周期
为４８小时，所以病人每４８小时出现一次发冷发热，俗称“打摆子”。

最后有一些裂殖子形成配子母体，当雌蚊叮病人时，配子母体进入蚊
体，在蚊胃中完成雌配子和雄配子的结合成合子，完成有性繁殖，最后
形成千万个子孢子。

扁形动物中具有吸盘的种类全部过寄生生活：如对人类危害很大
的华枝睪吸虫。人被感染后，肝肿大，胆囊炎，并可并发原发性肝癌。

它有２个中间宿主和１个终末宿主。成虫寄生于人、猫和狗等的胆管
内，进行有性繁殖，虫卵随粪便排出，被第一中间宿主沼螺吞食，在螺
体中发育成尾蚴。离螺体入水，侵入第二中间宿主淡水鱼体，形成卵
圆形的囊蚴。如果人吃了没有煮熟的带有囊蚴的生鱼，囊蚴进入肝
中，一个月后就形成成体，其寿命可长达１５—２０年。

曾经威胁过我国江南水乡人民的日本血吸虫也是一种扁形动物。

儿童被寄生，不能正常发育，成为侏儒；成人则丧失劳动力；妇女不能
生育，甚至丧失生命。它有一个中间宿主和一个终末宿主。成体寄生
于人、牛、猫等肠系膜的静脉血管中，雌体在肠壁产卵，有的卵由肝门
静脉入肝，有的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出毛蚴，进人中间宿主钉
螺，发育成尾蚴，离螺体在水中游动，经人的皮肤而入人体。

寄生动物更换寄主的现象是由于与寄主们在进化过程中相互关
系形成的，在系统发展中较早出现的种类应是最早的寄主，后来寄生
动物的生活史才扩大到较后出现的类群中去。这样较早的寄主就成
为中间寄主，而最后的寄主便成为终末寄主。此外，寄生生物大量的
无性增殖是对寄生生活的一种适应，只有大量增殖才能使寄生动物繁
衍，尤其是需要更换寄主种类得到寄主的机会增加。否则，就会在进
化的过程中被淘汰。

人疥螨是一种蛛形纲的小动物，寄生于人体皮肤内，形成疥疮。

有些人患了酒糟鼻，破坏了形象，也是一种螨类寄生所造成的。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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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动物的疾病传播给人，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由鼠疫杆菌引起
的鼠疫一般先在鼠类中流行，山鼠蚤叮咬而传染给人。据史载，欧洲
在古代和中世纪发生过十二次由鼠疫形成的浩劫，最大的一次是１４
世纪鼠疫的流行，延伸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在牛津大学当时每３个学
生就有２个因此而死亡。在农村和城镇人口减少。结果从经济上的
衰退导致政治和宗教上的混乱。以后虽然再也没有如此大的流行，但
威胁尚存。在近代，１９４１年美国洛杉矶就发生过一次。１９４７年我国
东北也发生过一次鼠疫，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于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５年的

８年间，丧心病狂地在我国各地实施细菌战，导致鼠疫流行，百姓遭
殃，受害者达三万人。

七鳃鳗是一种圆口纲的水栖动物，它是现代脊椎动物中构造相当
原始的类群，过暂时性的寄生生活，常用它的口吸盘吸在鱼体上，用角
质齿和舌锉破皮肉，吸食血肉，给渔业造成很大危害。有一种深海鱼
叫角，雄鱼居然用口吸附在雌鱼身上，吸取养料，完全过寄生生活，在
生物学上叫性寄生。许多种杜鹃，以及黄莺科和指示鸟科的一些鸟
类，自己不筑巢，而把卵产在别的鸟巢中，并由别的鸟代为孵育，在生
物学上称为社会寄生也叫巢寄生。有些科学家认为寄生现象起源于
共栖，以后发展成体外寄生，然后再进而形成体内寄生。

人们对动物寄生关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消灭和防
治对人畜有害的寄生虫病，如防治血吸虫病的关键措施是消灭血吸虫
的中间宿主———钉螺和沼螺，使血吸虫不能完成其整个生活史。以及
在感染区注意个人防护，不要让皮肤直接与可能有血吸虫尾蚴的水接
触。防治疟疾最主要是消灭蚊子，防治人体蛔虫是饭前便后洗手，粪
便不能随处乱倒。因为蛔虫的传染途径是虫卵经口而入人体的，生吃
瓜果要去皮或用高锰酸钾等消毒液加以消毒。二是利用寄生关系进
行生物防治有害的昆虫，如世界各国都采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地老
虎和棉铃等害虫。因为赤眼蜂产卵于这些虫的卵中，整个发育过程都
在被寄生的卵内完成，这样就可达到在害虫为害之前就把它们消

—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