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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生态

不讲情面的弱肉强食

大自然中的芸芸众生，并不是都能平安地生活在自己
的大家庭中。它们之中的绝大数都时时受到自己天敌的威
胁。每一种动物为了生存都要去“吃”食，同时，它自己又
成为食物被其天敌所吃。你只要看看非洲大草原上的一
幕，就会知道生存竞争是多么残酷: 正在草原上嬉戏、吃草
的羚羊发现了狮子，撒腿就跑，狮子并不是长跑能手，只要
羚羊跑出 100 米，狮子一般就难以追上。然而这只被突然
追击的羚羊懵昏了头，一下子竟然跑进了狮子群里。刹那
间，它吓得缩成一团。然而，狮子并无半点儿怜悯之心，几
只狮子飞扑上去，一阵尘土飞扬过后，狮子们已将可怜的羚
羊连骨头也一起嚼碎吞咽下去了。

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情面，有的只是血腥。
其实，狮子、虎、豹等猛兽的捕食本领都是跟猫

“学”的。因此，它们都属于猫科动物。猫捕老鼠的时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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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靠着足底的弹性肉垫，在毫无声响的掩护下，毫不留情
地猛扑上去。大多数的猫科动物都是靠着这样的本事去捕
食的。

狼则不同了，它们是长跑健将，因此狼在捕食时，多采
用“穷追”的方式，大有“不到黄河不罢休”的劲头儿，直到
将猎物追得精疲力尽，而最终束手就擒。

豺是诡计多端又凶狠残忍的坏家伙，它既有“穷追不
舍”的耐性，又善于耍花招。当它捕食比它还小的动物时，
就紧追不放，直到将猎物捉到。但当它面对比它还大得多
的动物时，它会使尽“坏点子”。豺的个子比狼还小。但是
它在袭击牛群的时候，首先凑到牛的屁股后面，轻轻搔挠，
迫使牛竖起尾巴，说时迟，那时快，它迅速用前爪伸进牛的
肛门，扯出牛的肠子，死死地拽住并将牛的肠子缠绕在树桩
上。直到牛疼得用力挣脱时，将大肠小肠全部拖拽出来，最
后倒地而死。这时，豺才冲上前去，将这头比自己大几倍的
牛作为美餐。看，多么坏的家伙!

大自然不仅是美丽的，而且也是残酷的。

你死我活的较量

如果说，狮子捕羊、猫捕鼠、豺捕牛只是种间斗争中的
弱肉强食的“吃”与“被吃”的关系，那么鹰与毒蛇的搏斗
则是种间斗争中你死我活的较量。鹰是一种大型的肉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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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它凶猛异常，提起毒蛇更是让人胆战心惊。鹰与毒蛇
谁更厉害呢? 它们之间谁也不服谁，两者交锋各有胜负。
老鹰在天空盘旋，当它看到毒蛇，便俯冲下来，靠着自己灵
活和强悍的利爪抓住蛇身，猛啄蛇头置蛇于死地而获胜;
但有时候，毒蛇也会缠住老鹰，并伺机噬咬。如果老鹰被毒
蛇咬着，则遭灭顶之灾，很快，鹰会中毒坠落，蛇免遭一死而
逃跑。

敢于和毒蛇较量的，除了有老鹰之外，还有一种叫做獴
的兽类。獴是哺乳纲，肉食目，灵猫科的动物，有些地区把
它叫做獴哥。它四肢短小，身体细长，大约 30 厘米 ～ 60 厘
米。这么小的家伙它竟然不怕毒蛇。獴与毒蛇的搏斗一点
儿不亚于鹰与毒蛇的搏斗。獴见了毒蛇，浑身的毛立即竖
了起来，它的身子好像加长了。毒蛇也张开大口，怒目横
睁。獴看准机会猛地咬住毒蛇的头部，然后敏捷的身体立
即跳开，如此重复的攻击，不让毒蛇有任何可乘之机。最
后，獴用尖锐的牙齿死死咬住蛇头而不松口，终于制服了这
可怕的毒蛇。

类似的大战在水中也时常发生。一种生活在热带海洋
中的獴鱼，身体如蛇状，它有着锐利的牙齿。当它遇到生着
八腕的肉食性章鱼时，两者必有一场恶斗。当章鱼比獴鱼
大时，獴鱼会把章鱼的腕一根根地咬断。

大王乌贼与抹香鲸的厮杀更是惊心动魄。这是无脊椎
动物与最大的脊椎动物的较量。两者“决斗”时，撕扯在一
起的鲸与乌贼，一会儿从水中跃起十几米高，一会儿又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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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摔入海水深层。随着刺耳的啸声，海水被血水染红。真
是一曲悲壮的乐章!

动物群的自我调节

1993 年 6 月上旬，我国新疆北部阿勒泰草原上发生了
一件使当地哈萨克牧民惶恐不安的事: 在阿勒泰、塔城两地
区的草原上突然鼠尸遍地，在福海县布伦托海，不仅湖边草
滩上有大量的死鼠，而且湖面上也漂浮着大量死鼠，在和
布克赛尔县的一水闸口处就捞起死鼠 30000 只。新疆自治
区畜牧部门和防疫部门对此十分重视，迅速派大批技术人
员到现场调查，结果报告是这次大量自毙的野鼠叫黄兔尾
鼠，主要以草籽和草根为食，是一种草原害鼠，自毙鼠死前
行动缓慢，表情呆滞，有的甚至成群结队跳入湖、河溺死，现
场解剖死鼠未发现有明显病变。牧羊犬天天食死鼠也没有
不良反应。在鼠死多发地区也没有发现人、畜患病或死亡。
目前，死鼠的数量已明显减少，上述地区草原上的黄兔尾鼠
数量也急剧下降。原来到处可见的活动鼠，现在几乎绝迹。
牧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据新疆有关部门分
析，这次黄兔尾鼠大批死亡，极有可能是种群内部以流行性
疾病方式实现种群数量的自我调节。一些报刊对此事以
《阿勒泰草原野鼠集体自杀》的标题作了报道。

其实，野鼠又怎么会自杀呢? 蝼蚁尚且贪生，在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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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类思想复杂，有时想不通会自寻短见外，其他动物是
不会自杀的。确切地说新疆这些黄兔尾鼠生前非但没有自
杀的念头，而是想活命而活不成。类似新疆黄兔尾鼠短期
内大批死亡的现象，在自然界早有发生。典型事例如北欧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里的旅鼠，这种小鼠通常生活在高山上，
在大发生年代，由于旅鼠的数量增加超出了环境的负载力，
食物不足，隐蔽场所缺乏，迫使它们成群结队地山高山迁出
到低地觅食。在短时期内，该旅鼠种群就会崩溃。随着，当
地以旅鼠为生的食肉动物种群也因此而缩小。几年后，高
山上被吃掉的覆盖植被重又生长起来，使少数残存的旅鼠
得以藏身，同时，旅鼠的天敌国旅鼠减少而减少，给旅鼠的
威胁也随之减少。此时为数不多的旅鼠已能取得足够的食
物，在此适宜的情况下，旅鼠群很快得到增长，于是新的循
环开始，这种现象在种群生态学上叫种群数量的自我调节。
种群就是在一定空间内同种个体的集合，种群是由众多的
个体组成的，因此密度就是种群的特征之一，种群密度就
是测定单位面积内所存个体数目，单位面积内个体数目多，
密度也就大。在某一定特定的生态系统里，一些种群可能
在发展，另一些种群却在衰亡，这取决于种群数量的变动，
常称为种群动态。在自然界中，种群动态很大程度取决于
该种群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 迁出和迁人) 之间的比
率。出生率和迁入是使种群增加的因素，死亡率和迁出是
使种群减少的因素。如果年复一年，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种
群便增长; 如果死亡率大于出生率，种群便衰退。如果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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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死亡率大致相等，则种群保持稳定。在自然界中，由于
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出生率和死亡率两者之间的比率，所以
出生率和死亡率一般都不可能保持不变。任何一种动物如
果持续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都能活到生理寿命的终点。
那么，只要繁殖几十代，其种群就能迅速增长，甚至布满全
球。以图表示这种情况下的种群增长线应是直线上升，即
呈几何级数增长。但是，在自然界中，这种持续理想条件并
不存在，种群不可能长期持续地呈几何级数增长，当种群在
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增长时，随着种群密度的上升，出现食物
短缺，栖息地不足，过分拥挤以及遭受天敌的捕杀和疾病，
都会使种群丧失越来越多的成员，使种群存活率下降，这种
情况使雌雄动物体质越来越差，出生率开始下降，迁移率也
开始增加，从而降低种群的实际增长率，最后，若出生率和
死亡相接近时，种群密度就会稳定在某一水平上。所以，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种群增长图线常以“S”型出现，也就是所
谓的逻辑斯缔曲线。

新疆阿勒泰草原的黄兔尾鼠从 1990 年以来鼠密度一
直在上升，于 1992 年秋天达到极限，当种群数量大增超过
其环境的负载力时，由于食物不足，导致身体虚弱，出生率
降低，幼仔发育不良，抗病力也随之降低，死亡率就会增高。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以往生活的乐土已不能满足黄兔尾
鼠生存的需要，黄兔尾鼠不会坐以待毙，更不会自杀，而是
大批结群迁移到别处去求生，实际上就等于是逃荒。在迁
移过程中遇到不利情况，如前有大湖挡路，也会奋不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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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往前抢渡。一些黄兔尾鼠由于体力不支，便丧生湖上，体
力较好的幸存者继续前进，不久也会全军覆灭。等过几年
后，草原上被破坏掉的覆盖植被重又生长起来，使少数残存
的黄兔尾鼠得以藏身，也能取得足够的食物，到那时黄兔尾
鼠的种群又会增长，开始新的循环。当然，流行疾病也能造
成大量黄兔尾鼠死亡，但这次经鼠体解剖，并未发现有任何
明显病变，当地人畜也未受到感染，因此，病死不可能是主
要原因，而可能是黄兔尾鼠短时间内大量自然死亡为种群
自我调节又添了一个典型例证。

动物中的相互依赖

有一则寓言:凶猛的老虎捕食野兽，捉到一只狐。狡猾
的狐对老虎说: “你不可吃我，因为我是天帝任命掌管百兽
的长官，你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旨意，如果你不相信，尽
可让我走在前头，你在后面跟着，看看百兽见到我有谁敢不
回避的。”老虎同意了，便跟着狐走，果然野兽们见了都纷
纷逃避。老虎以为野兽们真是见到了狐害怕得逃走，而不
知其实是野兽们害怕狐后面的自己才逃跑的。以后，人们
常用“狐假虎威”这句成语来比喻仗别人的威势来吓唬人。

在自然界，狐假虎威是当然不会发生的。然而，类似狐
假虎威的现象却是确实存在，事例还不少呢!

如果说老虎是兽中之王，那么鲨鱼可以称为鱼中之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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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鲨鱼是食肉软骨鱼类，游速极快，行动敏捷。虽然是主
要噬食鱼类，但是凡能被鲨鱼捕获到的，包括海龟、海鸟、海
兽和人，可说无所不食。鲨鱼凶残成性，特别嗜血，航海者
都可能有这个经验，如果海水中一有血腥，不久就会招来
鲨鱼。

鲨鱼非常贪婪，常常咬毙比自己食量还要大的生物。
所以海洋中的动物都非常惧怕鲨鱼，见之远避。但是海洋
中有一种硬骨鱼———鱼印鱼就敢主动与鲨鱼为伍，并且从中
得到好处。这种鱼身体细长，头背部长有一个吸盘，是第一
背鳍特化而成的。吸盘椭圆形，上面有 11 ～ 24 对阔的横条
软肉。横条的后缘根据需要可以竖立起或放低。当悄悄
地靠近鲨鱼腹面，用吸盘吸附时，将横条后缘坚起，形成吸
盘内一部分真空，便将自身吸附在鲨鱼腹面下。鲨鱼没有
受到任何损伤，毫无觉察。鱼把鲨鱼充当交通工具，毫不
费力地随着海中霸王到处巡游，海中动物见到鲨鱼纷纷逃
避，鱼自身的安全度因此大大提高。这同寓言中的狐假
虎威何其相像! 鱼的高明更在于当鲨鱼捕到猎物，饱餐
后，鱼将吸盘横条后缘放低，悄悄地脱离鲨鱼去享受鲨鱼
吃剩的残屑。有时，鱼也自行猎食。附着的对象当然也
不仅限于鲨鱼，鲸、海龟以及船舶常被光顾。

鱼和鲨鱼的这种关系在生物学上称为共栖。指两种
生物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一方受益，另一方谈不上有多
少益害的一种关系。共栖有很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在自然
界，找寻食物同时又要避免自身被其他动物所食是动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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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重要条件。因此就会有不少动物与其他动物共栖，并
从中得到益处，包括食物、庇护、空间、基底和携带等。一
般来说，依附者是主动的，被依附者是被动的。共栖的形式
可有多种多样，除鱼临时依附在鲨鱼体表这种形式外，还
有依附者生活在被依附者身旁或体内的，也有依附者永远
固着在被依附者身上等形式。

在我国南海分布有一种少女鱼。身体很小，嘴唇很厚，
头和体侧有 4 条横带，色彩艳丽，行动活泼，这种小鱼常和
海葵生活在一起。海葵是海产的腔肠动物，身体圆筒形，下
端附着在固体上，游离的上端中央有口，口周称口盘，四周
有许多触手，伸长开来，形状像葵花，故名海葵。口的下面
有口道通消化腔。触手上有许多刺细胞，能放出刺丝将猎
物麻醉。触手非常灵敏，一触马上就会收缩，同时放出刺
丝。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少女鱼在海葵触手间来回穿梭，海
葵触手竟会毫无反应。少女鱼色艳夺目十分招摇，常被一
些鱼类捕追。当危急时，它会巧妙地躲进海葵体内。而尾
随而来的追捕者稍微触碰一下，海葵触手马上收拢，放出刺
丝将它麻醉，送入消化腔中消化，少女鱼则安然无恙。由此
看来，似乎少女鱼无意中也给了海葵一点报酬。

有一种热带小鱼，称作光鱼，全身透明，体型较细长，背
鳍和臀鳍都延长，没有腹鳍，很适合钻窜活动。光鱼喜欢同
海参生活在一起。海参是著名的海鲜，属于棘皮动物，长圆
形的身体，体表有许多棘状突起，口和肛门各在身体两端，
消化道较长，肛门通入一个很大的排泄腔。海参过海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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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通常将身体埋入海底泥沙中，仅露出两端。光鱼常常在
日间从海参的肛门钻入到排泄腔，把那里当作休息室或避
难所，夜间再钻出来活动。有时一条海参的排泄腔可容纳
几条光鱼。这些“房客”进进出出的打扰，还看不出对海参
会带来什么好处，但是海参对此竟然没什么反感。这是一
个利用空间的共栖例子。

藤壶是一种过固着生活的节肢动物，外形有些像一只
倒盖的碗，身体外面包有石灰质的硬壳板，常成群地固着在
海岸、礁石、码头船坞的木桩、绳缆和船底上。如果船底附
着许多的藤壶，航速势必会减慢。因此，造船业不得不花费
财力和人力去解决藤壶固着问题。就是这种藤壶也常常固
着在鲸的体表或一些软体动物的贝壳上，利用它们的身体
作为固着基底。这样可以随着被围着者的移动，大大地增
加自己的生活范围。无疑可得益匪浅。对被固着者来说，
如果是鲸一类海兽，一般不会像非生物的船只那样容忍成
群的藤壶固着。至于几只小藤壶固着在鲸那样大的身体上
是不会有多大感觉的，如果是软体动物贝壳上固着有藤壶，
除了加重一些负担外，如同披上一件盔甲，倒也可以起到
一些保护作用。藤壶的共栖是一种基底共栖，也是一种携
带共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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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艾鼬国外立功

1996 年 6 月 22 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陈凯里的报
道: 中国艾鼬，越洋为“师”。这使人想起，1978 年 8 月 24
日，我国博物学家黎先耀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螳螂南
行》。这两篇文章分别介绍美国和澳大利亚引进我国动物
物种，去重建那里的生态平衡。这是很有意思的。

艾鼬是一种细毛哺乳动物。人们用一个美好的名字
“艾虎”称呼它。按我国民俗，端午节人们佩戴艾虎，即用
艾做成的虎。希望它可以辟邪除秽。有诗云: “钗头艾虎
辟群邪，晓驾祥云七宝车”。产于我国东北的艾鼬，性情凶
猛，野外适应能力很强，是捕鼠能手，和美国的黑足鼬有很
近的亲缘关系。

黑足鼬是分布在北美洲西部的一种珍贵动物。80 年
代野生黑足鼬已经灭绝。美国动物保护专家人工繁育了
18 只，使这种珍贵物种得以幸存。科学家试图将它们放归
大自然，重建黑足鼬野生种群。但是，人工饲养长大的黑足
鼬已经不再捉老鼠，把它放归大自然后，不是被饿死，就是
被猛禽吃掉。它们已经失去了自我生存的本领。

美国科学家想到了中国东北的野生鼬，并同中国科学
家进行这两种动物的比较生态学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
建章教授主持了这项研究。他们采用最先进的无线电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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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生物化学手段，在内蒙古自治区八达尔湖农场 40 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对艾鼬展开全面研究。经过 4 年多的努
力，弄清了该区艾鼬的昼夜活动规律，它的食物结构和天敌
分布等生态学特征。

中国科学家不仅对美国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全部技术
资料，并且赠送 12 只我国东北野生艾鼬。美国科学家根据
中国专家提供的资料，有针对性地对黑足鼬进行夜间捕食
和天敌躲避等一系列野外生活训练，特别是有中国送去的
12 只中国艾鼬的“言传身教”，终于帮助美国黑足鼬重新获
得了野外生存的本领。它的种群很快发展为 500 多只。北
美大草原重新出现黑足鼬野生种群，在抑制鼠害保护草原
中“建功立业”。

螳螂，是一种昆虫，俗称“屎壳郎”，专门以食牛羊粪便
为生。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每当夜幕降临时候，草原上就有
成千上万的螳螂出来活动，把牛羊排出的粪便运走并埋藏
起来。它们是草原的有效的清扫者，草原生态平衡的维护
者。试想，要是没有它们的“服务”，粪便堆积起来，不仅会
把草地弄得又脏又臭，而且还要覆盖大片的草场，最后就没
有长草的地方了。

螳螂的活动，首先是把粪便搓成球。它搓的粪球比它
们的身体还大许多倍。粪球搓好后，它们把粪球推出几米
远，找到一个适宜埋粪球的地方，以便把粪球埋起来。在推
粪球时，雄虫用头抵着地，后足拉动粪球，雌虫爬在粪球上。
如果雄虫拉不动，两者就一前一后，通力合作，直到把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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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到适于埋藏的地方。到了目的地，雄虫挖掘埋粪的洞，挖
好后雌虫和粪球一起落入洞内。粪球埋好后，它们均以此
粪球为食并进行交配，雌虫产卵一粒。它们吃剩的粪球是
幼虫的食料，能够保证幼虫发育所需的食物和水分。

为了完成这些活动，螳螂发育有强大的腿，有像铲子一
样的前胚节，并呈球拍状，适于把粪便拍成球形; 后两腿细
长而向外弯，适于奔走和能围抱住粪便以利于做成球;后腿
的胚节有向后的刺，便于在向前推进时得到良好的推动力;
它的头部迎面有像推土机似的推土铲，这样就使得它的全
部活动配合得十分和谐，因而有较高的效率。

澳大利亚有广阔的草原，饲养有几千万头牛羊，是畜牧
业很发达的国家。这些牛羊每天排出几亿堆粪便，要覆盖
百万亩草场。而且牛粪还滋生蝇类，成为一个很大的
问题。

为了发展畜牧业，建设草场的生态平衡，1978 年澳大
利亚从我国进口螳螂，让它们去那里吃牛粪，打扫澳大利亚
的牧场。

难道那里就没有“屎壳郎”吗?
有的。但是本地的“屎壳郎”只吃袋鼠的粪，不问津牛

粪。他们那里没有吃牛粪的螳螂。
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以牛粪为食的螳螂呢?
这里有地质史和生物进化史两方面的原因。
在古老的地质时代，澳大利亚与欧亚大陆相连。只是

到了一亿多年前，由于地壳运动引起大陆漂移，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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