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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奇古怪的人面植物稀奇古怪的人面植物

人面果人面果

在东部非洲肯尼亚的东部，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水果，果实
呈扁圆形。奇特的是果子前面是银白色，后面是赤黄色。
果实上有些突出的果疤，巧似人脸上的眼、鼻、眉，而且
分布的也如人的五官一样匀称。因此整个果实看起来仿佛
是一张小孩的脸。人们称它为“人面果”。

人面果是一种叫“婆其格利德树”的果实。这种树每年3月
开花，5月结出拳头大的果实。每当收获季节，那压满枝头
的累累果实犹如枝叶扶疏间的一张张小脸，特别惹人喜
爱。

在我国也有人面果，又名“银莲果”、“长寿果”，是我
国侗族语言翻译出来的水果名称。树高二三十米，因聚合
浆果呈球形，或似糯米饭团，故称人面果或大冷饭团。人
面果原生于原始森林，属野生植物水果。近年来在我国广
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经过移栽、优化、选育、繁殖，大面
积种植，生长良好。该水果参加全国农产品展销会，受到
了不少外商青睐。

人面花人面花

人面花，学名“三色堇”，原本生长在欧洲中北部地区。
成熟植株高0.15米至0.25米，叶片表面光亮平滑，呈现倒
卵形，深绿色，叶缘为波浪状。

花茎由顶部或腋部抽出，集中在每年冬、春两季开花，每
朵花有5瓣，颜色有白、黄、紫、蓝和红等多种颜色。由于



花色深浅搭配，加上花瓣纹路变化，因此让人看起来有一
种错觉，有时看似人面，有时又像猫脸，所以被人们称
作“猫脸花”、“鬼面花”。三色堇花姿优雅，花色绚丽
耀眼，具有层次感的花瓣宛若彩蝶，每当微风轻拂，常随
风翩翩起舞，优美迷人。

关于这种花还有个美丽的希腊神话故事：爱神丘比特在射
箭时，不慎因风向关系将箭射偏了，不小心射中了白堇
花，白堇花因而血泪交织，血泪干掉之后白堇花变成了3种
颜色，因此这种花也成了美丽的爱情使者。

人面竹人面竹

在我国蜀南竹海风景区，人面发现了42棵人面竹。这些奇
异的竹子长得并不高，与成人高矮差不多，大的直径约0.2
米，小的直径约0.1米。这些竹子的节纹并不是像普通竹子
一样水平生长，而是斜着向上交错，上下节纹间略有相
连，节面微凸，斜向交错的节纹活脱脱地勾勒出一位妙龄
少女的面颊。更令人称奇的是，有的人面竹在上下节纹间
还有一个天然的小孔，酷似人的嘴巴。

人面竹的干部圆实光滑，不长一根枝杈，顶梢则有密密的
竹叶。远观人面竹如同少女苗条健美的身影，所以又有人
称它为“美人竹”。这种竹10多年来在蜀南总共才发现40
多棵。人面竹是楠竹的一个变种。至于它何以异于高大挺
拔的楠竹而长得如此矮小，竹身如此酷似人面又是何种原
因，这些都还是一个谜。



自己种食物的雪人蟹自己种食物的雪人蟹

发现新物种雪人蟹发现新物种雪人蟹

2005年3月，雪人蟹被发现时，它正在南太平洋复活节岛附
近水下约2400米深处的热泉喷口周围漂动。

雪人蟹生活于距南太平洋复活节岛1500千米附近的深海。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细菌群落可以帮助雪人蟹对付那些来
自火山喷发口的有毒液体。

雪人蟹如何得名雪人蟹如何得名

雪人蟹，甲壳类动物，其模样同龙虾、螃蟹相似，全身覆
盖着丝绸般的绒毛。科学家给这种动物命名为“基瓦多毛
怪”，因为雪人蟹与其他甲壳类动物截然不同，科学家为
其新创了一个新动物科属。

据专家称，雪人蟹是被一支由美国人领导的潜水小组于
2005年在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以南1500千米和2300米的深水
中发现的。

发现雪人蟹的小组表示，尽管每年都会发现大批新的海洋
动物，但发现一种值得新创一个科属的海洋动物却十分罕
见。这个新科属以波利尼西亚神话中甲壳类动物的保护
神“基瓦”命名。

雪人蟹具有令人吃惊的特征，雪人蟹完全没有视觉功能，
身上布满了黄色的细菌群落。螯上覆盖着头发般细细的绒
毛，全身雪白，体长约0.15米。所以也被称为雪人蟹。

雪人蟹如何生存雪人蟹如何生存



雪人蟹如何生存雪人蟹如何生存

2006年，科学家在哥斯达黎加深海处发现了另一种新型的
雪人蟹，它们在深海热泉喷口喷出的富含硫化物的岩浆中
寻找食物，究竟食物是如何产生和食用的呢？

科学家发现这种蟹类可以在自己的爪子上培育细菌，然后
当食物吃掉。

这种海底生物因其细长的钳子上长满鬃毛而得名。它们在
喷口处挥舞着大钳子，从而在其鬃毛上滋生出各种有营养
的细菌，供其食用。

研究者们认为，这种深海雪人蟹在海底喷口处挥舞大钳子
的时候消耗了周围环境的大量氧气，大量硫化细菌群落在
其钳毛上滋生。而当它们饿了的时候，用嘴上一个像梳子
一样的工具将细菌从钳毛上梳下来送入口中消化吸收。



长生不老的灯塔水母长生不老的灯塔水母

发现灯塔水母发现灯塔水母

一般的水母通常会在繁殖下一代后死亡，但有一种水母在
达到性成熟阶段之后，又会重新回到年轻阶段，开始另一
次生命。这种能使自己返老还童的神奇生物，叫灯塔水
母。

这种灯塔水母长约四五毫米。灯塔水母最开始是在加勒比
海被发现的，由于其繁殖过程中个体不会减少，数量迅速
增多，因而会扩散到所有的海洋。

灯塔水母的不死之躯灯塔水母的不死之躯

灯塔水母属于水螅虫纲，是一种主要以更微小生物为主要
食物的捕食性生物，采用无性繁殖方式，多生活在热带海
域。

科学家们指出，灯塔水母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种能够从性
成熟阶段回复到的幼虫阶段的生物。据一位长期从事灯塔
水母研究的科学家介绍，他观察了大约4000条灯塔水母，
结果显示，它们全部都能“返老还童”，没有因自身原因
死亡过一条。

灯塔水母的再生能力灯塔水母的再生能力

如果把一个灯塔水母切开，它能在24小时内变成两条水蛭
虫，72小时后长出触角。就算把它打碎，只要它的细胞完
整，也可以变成一条水蛭虫，重新开始生命。



可以这样理解——灯塔水母的生命是没有终结的。也就是
说，灯塔水母在死前回到了生命的开端，重新演绎了自己
的生长、发育。

灯塔水母之所以可以永生，是因为它有再生基因。而这种
基因人类也有，只是不活跃，或是休眠了。

灯塔水母的不死之谜灯塔水母的不死之谜

至于灯塔水母究竟是如何完成“返老还童”这一神奇过程
的，其中的谜团还有待于海洋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们进行
解答。有研究人员认为，灯塔水母的“返老还童”过程可
能是通过细胞的转化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细胞的类型
和功能会发生改变。而伴随这种功能上的转化所出现的则
是器官的再生。或许正是细胞的这种变化过程为灯塔水母
打造出了不死之躯。



发现新物种旋额虫发现新物种旋额虫

发现仰泳游动的怪物发现仰泳游动的怪物

在我国云南省泸西县金马镇的山腰上有一个奇特的地方，
是一块面积约一亩的老水塘。这个老水塘虽然处在高处却
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涸，多少年以来就是如此。平时，村里
的水牛会在里面饮水、打滚，孩子们也喜欢到这里捞虾，
捉泥鳅。

该水塘中间水草丰盛，有大片沼泽。背靠一片山坡，坡上
有密密麻麻的松柏，另外三面都是山地。水塘水深平均一
米左右，里面多虾和泥鳅，还有一些小鱼。

2008年9月1日下午，金马镇村民孔维雷，像往常一样带了
一个小网兜，来到这里捉泥鳅。当他提起网兜来，除了几
条泥鳅，还在网里发现了几只奇特的小东西——上半身透
明，下半身呈橘红色，再放回水里，却是仰面游动！

这种似虾非虾的怪物，他从没见过，觉得十分奇怪，于
是，他连忙找村里一位老人看看，对方也说：“活了这么
一大把年岁，还没有见过这东西！”其他村民，也都从来
没见过，因此，产生了许多猜测。

老水塘发现怪物的消息也迅速扩散。因为没有人知道内
情，大家心里不免都有些担忧——会不会和某种灾难有
关？到这儿来饮水的牲口不会中毒吧？

怪物是什么怪物是什么

孔维雷和伙伴们，又前往老水塘捕捞几只怪物，用塑料瓶
装上观察。这个小东西有10多对细密的须足，在水里斜斜



地向前缓慢游动，腹面朝上背朝下，姿势十分优美！

好奇心很强的孔维雷，分别给泸西县水产工作站和泸西电
视台打了电话，称捉到了一种怪虾，希望知道是什么东
西。从事水产管理工作20年的殷建平，对于泸西境内的水
生动物，几乎是烂熟于心。当他和同事来到老水塘，看到
这种外形奇特的水生动物时，也感到“奇怪”，表示要带
回去找资料研究才能确定。然而，这却使村民们的疑惑越
来越多。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怎么会突然从水塘里
冒出一群大家都不知道的怪物呢？

再观察怪物再观察怪物

据观察，这些个体每只长约三四厘米，身体上半部分呈透
明的白色，下半身则呈鲜艳的橘红色。几乎可以看到内脏
的结构，肠道也清晰可见。

其头部的双眼比较突出，头上有一对触角。可以很容易分
出雌雄，雄性个体稍大一些，嘴部的第一大腭为钳状，而
雌性则为扇状。共同的是它们胸部都有11对足，也就是人
们看见的须。尾叉分开为两支，长有纤毛。

养育期间，水产站工作人员做了观察记录，并拍下影像资
料。不幸的是接下来的10天里，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先后死
去。孔维雷也养了一些在家里，再去看时，同样已经死
去。大家分析，死亡的原因首先是其生命周期很短，也可
能与食物的匮乏和对水体环境不适有关。

9月15日下午，水产站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老水塘采集了16条
进行饲养，并发现了一些较小的雌性个体，腹部有清晰可
见的卵粒。它们就要产幼仔了，大家都十分高兴。



怪物可能是仙女虾怪物可能是仙女虾

起初，水产站工作人员将影像资料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该所研究水生动物的舒树森通过
照片对比，初步认定为“旋额虫”，即节肢动物门、甲壳
纲、鳃足亚纲、钗额虫科、枝额虫属。旋额虫在美国被称
为“仙女虾”，只在1949年我国云南省昆明有发现记载。

为了真正弄明白该生物的属性，舒树森和同事带着更为先
进的仪器，于9月17日来到泸西老水塘亲自采样。对水体勘
测时，他们发现该水塘水体呈弱碱性，水温在20度左右，
浮游生物丰富。现场，科研人员采集到了多条水生动物，
给围观的村民们现场讲解：“这种‘仙女虾’在全世界很
多地方都有，在地球上也生活了两亿年，与恐龙是一个时
代的，大家不必惊慌！”他们还称，在1949年时，昆明就
曾发现过该物种，之后云南全境都没有发现，这次在泸西
确实是第一次发现，很新奇！

这次行动，舒树森和同事们采集到了30多条“仙女虾”，
回到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

最终，通过世界文献对比，国外专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认定这是一种地球上的古老物种，具体来说是属于旋额虫
科的旋额虫。在我国，它是旋额虫科被发现的第一个物
种。

旋额虫暂短的生命周期旋额虫暂短的生命周期

泸西县水产站对第二次采集的16条旋额虫，进行了跟踪记
录。他们发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雌性，腹部都有卵
粒。他们每天都分3次记录气温和水温，摸索食性和其生活
习性，试图弄清其活动和繁殖规律。



而卵粒经过7天至10天的母体孵化，大家在10月6日早上8时
多，惊喜地发现了10多条长约1厘米、全身透明的小幼仔。
从10月15日开始，10多天之后，就偶尔有个体死去，大家
这才发现属于正常的“老死”，不少个体在采集回来时，
就已经处于“中老年”。遗憾的是，这些小家伙没能长
大，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全部死去。该科物种的生命周期很
短，无论在野生还是人工饲养条件下，都只有两三个月寿
命。

专家们推断，该物种可能以前就存活过，但因生命太短而
没有被人们发现。此外，种群数量少也是难发现的原因。

旋额虫因何出现在半山坡旋额虫因何出现在半山坡

根据测量，旋额虫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专家们
称，泸西坝子属于喀斯特地貌，在过去百万年前，包括石
林一带都属于海底。后来，地面缺水而地下水丰富，因此
出现了很多靠地下水供给的不干涸的小湖泊和水塘。这给
古老的水生动物提供了生存场所。该物种的卵具有休眠特
性，为了适应生存，它可以休眠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遇
到合适的水体条件再孵化。

此后，当地政府和村民，都开始对这片水域进行保护。随
着冬天的到来，这种泳姿优美的可爱生物已经全部死去
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仍有休眠卵存在于这片水
域。



克隆繁衍后代的蜥蜴克隆繁衍后代的蜥蜴

餐馆里发现的新物种餐馆里发现的新物种

在越南的餐馆里有一道特色的菜，这种特色菜的原料是一
种蜥蜴新物种。但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这种蜥蜴是罕见
的单性繁殖动物。这一新物种蜥蜴并不是平常的爬行动
物，雌性蜥蜴完全可通过克隆进行后代繁衍，无需与雄性
蜥蜴交配。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瑞那大学爬虫学家李·格瑞斯莫尔协
助研究人员鉴别出这一新物种，他说：“越南居民已食用
大量的这种蜥蜴，在湄公河三角洲部分地区，当地餐馆以
这种单性蜥蜴作为一道特色菜，我们是在偶然之中才发现
它们。”

人们捕捉新物种人们捕捉新物种

格瑞斯莫尔的越南同事吴文智是越南科技学院研究人员，
他发现巴地头顿省的餐馆里出售一种奇特的活蜥蜴。吴文
智看到这种蜥蜴有点奇特，便拍摄照片发送给格瑞斯莫尔
父子，格瑞斯莫尔的儿子耶西·格瑞斯莫尔是美国堪萨斯
州大学的博士生。这一对父子猜测这可能是一全雌性物
种，它们的雌性和雄性应当在皮肤颜色上有直接区别，但
在发送的照片中并没有雄性踪迹。

为此，格瑞斯莫尔父子乘坐飞机抵达越南西贡市，联系那
些出售这种蜥蜴的餐馆，并希望他们保留这些活蜥蜴，经
过长达8小时的摩托车旅程最终抵达目的地。

当他们最终抵达那家餐馆时，疯狂的人们都已经喝得酩酊



大醉，店主已将这些蜥蜴烹饪成菜。幸运的是，其他餐馆
的这种蜥蜴都已停止出售，同时，还在当地学校学生们的
帮助下，在野外收集了更多的活蜥蜴。最后，格瑞斯莫尔
共收集了70只该物种蜥蜴，它们全部都是雌性。

研究人员研究新物种研究人员研究新物种

格瑞斯莫尔新发现的蜥蜴物种在前肢脚趾下长有一排骨质
鳞片——壳层，他称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蜥蜴物种。该项
研究发表在《动物分类学》杂志上。这种蜥蜴可能是母系
和父系相关的一种杂交体，这一现象常出现于两个栖息地
之间的过渡区域。比如，这种新物种蜥蜴的原生长地在平
珠福保自然保护区，该区域介于低矮林地和海滩沙丘地形
之间。

格瑞斯莫尔说：“在不同栖息地生活的蜥蜴物种聚集在一
起时，很容易繁殖生育性别杂交体。”他测试分析结果表
明该物种蜥蜴线粒体DNA分子是母系类型，这种DNA分子的
类型仅通过雌性进行遗传，然而却没有它的父系类型DNA。

然而，有理论可以证实性别杂交物种在短期内会更加健
壮。杂交体的细胞比非杂交体有更多的遗传多样性，这是
因为杂交体携带着每种亲系的基因。这意味着该物种会更
加强壮，会有更强的适应性。例如：骡子，这是马和驴的
杂交物种，它们不能生育，但它们却是一种非常强壮的动
物，在某些劳作任务中它们是首选的家畜。科勒称“因而
我们可以将这种蜥蜴看做是能够克隆自身的骡子”。



河流中的神秘鱼怪河流中的神秘鱼怪

老练的捕猎者六须鲶鱼老练的捕猎者六须鲶鱼

六须鲶鱼身长而无鳞，宽扁的鱼头上有一张惊人的阔嘴，
里面长满一排排砂纸般细细的牙齿，足有几百颗之多。它
们的上下颌上各长着一套触须，帮助它们在混沌的水域中
捕捉猎物，它们的身影遍布欧洲的大湖以及水流不急的河
流。

六须鲶鱼是老练的捕猎者，平时生活在水底，在水面有响
动时迅速上浮捕猎，一般在靠近河岸的地方捕猎。欧洲六
须鲶鱼捕猎时先划动胸鳍，制造出漩涡让猎物失去方向，
然后张开那张巨大无比的阔嘴，像吸尘器一样把猎物吸进
嘴里，囫囵吞下。

人们捕获巨型六须鲶鱼人们捕获巨型六须鲶鱼

2012年7月31日，在英格兰东南部的埃塞克斯郡橡树湖
区，31岁厨师詹姆斯·琼斯在湖边守了3天后，奇迹般捕获
一条巨型淡水鱼，并最终在湖泊主人的帮助下将它拖上
岸。不过，他又将这条鱼放归湖里。据悉，这条鱼是一条
六须鲶鱼，重达65.3千克，长约3.8米，为史上在英国捕获
的最大淡水鱼。而截止2000年，英国捕获的最大鲶鱼重达
28千克。

2005年捕获的湄公河六须鲶鱼重达293千克，为目前世界上
第一大鲶鱼。

六须鲶鱼吃人的可怕传说六须鲶鱼吃人的可怕传说



关于六须鲶鱼吃人的可怕传说可以追溯至15世纪，但2008
年柏林的一个湖中发生了大鱼攻击人的事件，由于在俄罗
斯曾抓到过一些六须鲶鱼，它们的胃里有人类的残骸，所
以很多人相信攻击者就是六须鲶鱼。

但大部分专家认为那些受害者在被六须鲶鱼吞下之前已经
淹死，六须鲶鱼只是吃了人类的尸体。不过，在它们的交
配季节中，六须鲶鱼表现出了极具攻击性的行为，所以让
人觉得如果当时有人进入它们的领地，六须鲶鱼会攻击人
类也是可以相信的。

六须鲶鱼真的会吃人吗六须鲶鱼真的会吃人吗

六须鲶鱼的生命可以长达80年，喜欢在水草间筑巢，交配
季节把卵产在巢穴内。六须鲶鱼会保护30万枚黄色的鱼
卵，直至它们孵化。在孵化期间如果有任何来犯者，六须
鲶鱼都会攻击，以防淡水虾或其他生物吃掉它们的鱼卵。

六须鲶鱼具备护卵、护巢的生活习性，对于六须鲶鱼，游
泳者就是侵犯者，所以会咬游泳者，这也就是六须鲶
鱼“吃人”的原因，之前的传说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

六须鲶鱼身上同样有侧线用于观察水中的任何信号，包括
水流、水生植物及水生动物等。其头部的6根胡须像雷达一
样能够探测到任何水中的信息。



喜马拉雅山新物种喜马拉雅山新物种

叶麋叶麋

叶麋这是世界上最小的鹿物种，它属于毛冠鹿家族。1999
年，当时科学家在缅甸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进行实地
勘测时首次发现的。其直立时身高为0.6米至0.8米，体重
为11千克。

史密斯叶蛙史密斯叶蛙

1999年首次被发现，它是在印度阿萨姆邦被发现的5种青蛙
新物种之一，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外形最奇特的青蛙物种。

其体长仅有几厘米长，它们能够发出巨大的尖叫，能够膨
胀金黄色眼球。

橙斑蛇头鱼橙斑蛇头鱼

2000年被发现，生活在印度阿萨姆邦北部的亚热带雨林地
区，主要分布在丛林溪流、池塘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沼泽
中。

这种鱼类具有非常独特的特征，身体上具有鲜明的紫色和
橙色斑点，其体长可达到0.4米，外形也兼具蛇的特征。橙
斑蛇头鱼是一种食肉性鱼类，具有很强的掠食性，喜欢以
小型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为食。

格普瑞彻特绿蝰蛇格普瑞彻特绿蝰蛇

2002年被发现，这种绿色蝰蛇有毒，身体最大可生长至1.3



米。科学家预测全球范围内还有其他地区也存在该物种。

雄性和雌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雌性能够生长得更
长，身体较纤细，在头部长着蓝白色条纹，眼睛呈深黄
色。而雄性的体长相对较短，在头部长着红色条纹，长着
亮红色或深红色的眼睛。

尼泊尔蝎尼泊尔蝎

尼泊尔蝎是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地区被新发现的3种蝎子之
一，该物种在2004年首次被官方记录描述。

当时研究人员在尼泊尔奇旺国家公园里发现这种蝎子。它
体长达0.08米，红黑色的背部，光滑的甲壳，淡红褐色尾
尖，其中很可能包含着毒素。

阿鲁纳卡猕猴阿鲁纳卡猕猴

这是2005年在印度东北部的喜马拉雅地区被发现的一个新
物种。这种猕猴体型矮壮、尾短、身体呈棕褐色，生活在
海拔2000米至3500米的高山上。

该物种的发现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全球只在印度境内存在
的一支灵长目物种。研究人员指出，阿鲁纳卡猕猴比其他
近亲物种体型矮小结实，长着灰色面孔。它是生活在海拔
最高的灵长目动物。

瑙蒙短尾鹛瑙蒙短尾鹛

这种中等体型的鸟儿长着深褐色的羽毛，尾部较短，腿较
长，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较长的腿和长而弯曲的喙。较长
的喙用于在地面上寻找食物。



据悉，瑙蒙短尾鹛是于2005年被发现的。

西藏绒蒿西藏绒蒿

西藏绒蒿2007年被发现，它是近年来被发现的12种新罂粟
物种之一。

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延伸着一个较大的花卉植物带，在这
个神秘迷人的地区生长着大量的植物，在过去，平均每年
就发现20多种新植物。

孟加拉淡水明虾孟加拉淡水明虾

这是一种新物种淡水虾，它们是从孟加拉库奇比哈尔地区
通过某些途径抵达欧洲的，这种体色呈红褐色的淡水虾，
色彩非常艳丽，2008年被发现的。



澳洲十大最毒动物澳洲十大最毒动物

石鱼石鱼

这种鱼也许是世界上最毒的鱼类。它们以小鱼小虾为食，
其背上的13根毒刺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要成为鲨鱼等海洋动
物的猎物，即这种毒刺并不是用来捕食的，而是保护它们
自己的一种手段。石鱼因其外表而得名，它们很善于伪
装，一旦踩上它们，13根尖锐的背刺会穿透鞋底刺入脚
掌，产生剧烈疼痛和严重的肿胀，并使组织坏死，最后造
成截肢或死亡。

鸭嘴兽鸭嘴兽

鸭嘴兽是澳洲特有的珍贵稀有动物。鸭嘴兽憨态可掬，鸭
子一样的嘴巴和带蹼的脚掌使鸭嘴兽显得很讨人喜欢。但
是鸭嘴兽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种有毒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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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被毒刺刺伤，即引起剧痛，以至数月才能恢
复，但不会致命。雌性鸭嘴兽出生时也有剧毒，但在长到
0.3米时就消失了。

鸭嘴兽生长在河、溪的岸边，大多时间都在水里，其皮毛
有油脂能使身体在较冷的水中仍保持温暖。在水中游泳时
它们是闭着眼的，靠电信号及其触觉敏感的鸭嘴寻找在河
床底的食物。

蓝环章鱼蓝环章鱼

这种章鱼十分美丽，但在美丽的外表下却隐藏剧毒。蓝环



章鱼目前仅发现于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腕足上有美丽的蓝
色环节，遇到危险时，身上和爪上深色的环就会发出耀眼
的蓝光，向对方发出警告信号。

蓝环章鱼能够产生河豚毒素，而且蓝环章鱼是已知生物中
除河豚外唯一能产生河豚毒素的生物。河豚毒素对神经中
枢和神经末梢有麻痹作用，只要0.5毫克即可致人中毒死
亡。

一只这种章鱼的毒液，足以使10个人丧生，严重者被咬后
几分钟就会毙命，目前还无有效的抗霉素来预防它。

海蛇海蛇

海蛇身体扁平，尾呈桨状，适于水生生活。尽管外形看起
来像鳗鱼，但是海蛇并没有腮，而是通过鼻孔呼吸。海蛇
喜欢在大陆架和海岛周围的浅水中栖息，海蛇能够在水底
潜很长时间，因为它们的肺足有身体那么长，而且能够通
过皮肤进行呼吸。

海蛇咬人无疼痛感，其毒性发作要经过一段潜伏期，被海
蛇咬伤后30分钟甚至3小时内都没有明显中毒症状，然而这
很危险，容易使人麻痹大意。

实际上海蛇毒被人体吸收非常快，中毒后最先感到的是肌
肉无力、酸痛，眼睑下垂，颌部僵直，有点像破伤风的症
状，能导致呼吸麻痹，同时心脏和肾脏也会受到严重损
伤。被海蛇咬伤的人，可能在几小时至几天内死亡。但多
数海蛇是在受到骚扰时才伤人。

箱形水母箱形水母



澳大利亚箱形水母是十分好看的海洋生物。箱形水母是一
种淡蓝色的透明水母，形状像个箱子，有4个明显的侧面。

据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表示，箱形水母有大
约15条触须，每条触须上布满了储存毒液的刺细胞。人一
旦被触须刺中，3分钟之内就会死亡。

澳大利亚箱形水母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水母，是世界上最
毒的海洋生物之一。箱形水母以小鱼和甲壳纲动物为食，
它们的剧毒毒液能够使猎物瞬间毙命。

一旦被箱形水母的触须刺到，除非立即救治，否则很难活
命。因为箱形水母的毒液会使人剧痛难忍，陷入昏迷无法
游回到安全地区。

悉尼漏斗网蜘蛛悉尼漏斗网蜘蛛

这是一种黑得发亮的剧毒蜘蛛。所有的蜘蛛都有毒性，只
是毒性大小不同。比较著名的毒蜘蛛，如美国的黑寡妇蜘
蛛、隐士蜘蛛，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海岸的流浪汉蜘蛛，但
这些蜘蛛都不比悉尼漏斗网蜘蛛来得致命和危险。

然而更可怕的是悉尼漏斗网蜘蛛经常出现在城市里。它们
原产于澳洲东岸，这种易怒的生物堪称世界上攻击性最强
的蜘蛛，它们的一次蛰咬可在不到一小时内杀死一名成年
人。悉尼漏斗网蜘蛛释放毒液的器官是一对强劲有力、足
以穿透皮靴的尖牙。其成体的体长可达0.06米至0.08米，
尖牙长度可达0.013米，发起袭击时毒牙像匕首一样向下猛
刺，因此漏斗网蜘蛛要昂首立起，才能露出毒牙向下猛
咬。

被蜇咬后数分钟内即可感受到超强毒性的影响，漏斗网蜘



蛛的毒液会迅速蔓延，患者会产生痉挛性的瘫痪，最后会
陷入昏迷状态。毒素会侵袭呼吸中枢，致使患者最终窒息
而死。

数十年来，澳洲人对这种剧毒蜘蛛的恐惧始终不减，但在
1981年，经过10多年的研究之后终于制造出一种抗毒剂，
拯救了数百条人命。

棕蛇棕蛇

棕蛇被发现于澳洲大陆，是世界上第二大毒蛇。其不仅能
够产生剧毒毒液，还极富攻击性，遭遇挑衅后这种毒蛇能
够发动反复攻击。这种毒蛇一般为深褐色、橘黄色或黑
色，腹部是白色。

棕蛇用毒液攻击猎物，有力的缠绕能够使猎物窒息。它们
以蜥蜴、青蛙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棕蛇的剧毒毒液，含
有阻止血液凝结的成分，因此一旦被棕蛇咬伤，就会有大
出血的危险。

太攀蛇太攀蛇

太攀蛇分布于澳洲北部、新几内亚，栖息于树林、林地，
以小哺乳动物为食，体长约两米。

太攀蛇是陆地上最毒、连续攻击速度最快的蛇，快的程度
可以让你双眼看不见，它咬一口所释放的烈性毒素约有110
毫克，毒液能杀死100个成年人、50万只老鼠。

这种蛇与其他蛇不同，一般的蛇攻击时都会咬着猎物不
放，而将毒液注入，但太攀蛇只要咬一口就能将毒液注
入，所以太攀蛇会先咬一口，然后立即后退看看情况如



何，等到猎物倒下，它们就会上前将其吃掉。

后全身机能会慢慢停顿，导致瘫痪窒息而死。

拟眼镜蛇拟眼镜蛇

拟眼镜蛇分布在澳洲中部、东部、北部以及新几内亚，栖
居在干燥的森林、林地、草原及干燥的灌丛林中。

这种蛇的分布极为广泛，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栖地中都可发
现，出没时间可能在白天，也可能在晚上。

它们十分危险，澳洲大多数的因蛇致死事件几乎都与它们
脱不了关系。它们一旦受到威胁，就会积极反击，首先会
将身体前端抬高并弯绕成“Ｓ”型、撑平颈部，张开嘴
巴，然后迅速猛烈攻击。

不过拟眼镜蛇的咬击只有一半带有毒素，对于伤口而言威
力较其他毒蛇稍微轻微。被咬后伤者可能会出现即时的突
发性虚脱，而且此毒素最显著的效果是令伤者出现凝血异
常，产生蛇毒引致凝血功能损耗症，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红背蜘蛛红背蜘蛛

红背蜘蛛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剧毒蜘蛛之一，它的原名叫黑
寡妇蜘蛛，个头小但毒性大，因其背部有一红色条斑而得
名。在澳大利亚特别是乡村地区，每年都有被红背蜘蛛咬
伤致命的案例。红背蜘蛛比较喜欢乡村或市郊草木比较繁
茂又不太潮湿的地方。被红背蜘蛛叮咬后，开始时很难察
觉，5分钟后伤口才开始发热发痛，3个小时左右开始大发
作，大量盗汗，肌肉无力、恶心、呕吐、耳鸣、心跳加速
或不规则跳动、发烧、痉挛等症状，不及时处理可导致死



亡。

不过在其攻击案例中约95％都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然而如
果不幸被一只红背蜘蛛咬中皮肤较薄的部位，无疑会被极
度的疼痛所折磨。

红背蜘蛛喜欢将网织在一面能面向阳光，另一面比较阴凉
的地方，如屋檐下、阴沟等地方。

红背蜘蛛还是典型的自食其类者，不但母蜘蛛在交配完后
将公蜘蛛吃掉，在生活条件艰难，缺少食物时，它们更是
自食其类。红背小蜘蛛的成长完全是靠食其同伴而成长
的，完美地表现其强者生存的优化能力。



新物种中的怪物新物种中的怪物

撒旦叶尾蜥蜴撒旦叶尾蜥蜴

撒旦叶尾蜥蜴的颜色为棕色或灰色，伪装能力惊人，会把
自己变成黄色、绿色、橙色和粉色。这种蜥蜴白天不活
动，只有被打扰时才会动起来。

它们会用嘴巴和直立的尾巴对刺激做出反应。在夜间，蜥
蜴会捕猎昆虫。叶尾蜥蜴家族有9个成员，体长0.08米至
0.3米不等。

较大的家族成员周身长有须边。当它们在盖有树枝的苔藓
和青苔上休息时，很难识别出来。

叶尾蜥蜴擅长伪装，大大的眼睛有助于这种夜间活动的动
物捕食，大嘴能咬住体型较大的猎物。这种蜥蜴非常适合
在原始雨林生活，它们的伪装技术极具保护性，所以我们
今天仍能发现叶尾蜥蜴及其物种。当地人对这种蜥蜴心存
恐惧，称之为“魔鬼”。这种蜥蜴受到惊扰后，较大的会
张开大嘴，发出吓人的“嘶嘶”声。

这种蜥蜴能逼真地模仿干枯的树叶，可以像一片卷曲的树
叶一样借助自己的叶尾卷起自己的整个身体。如果不仔细
看，很容易会把它们认作是飒飒秋风中的枯叶。

非洲帝王蝎非洲帝王蝎

非洲帝王蜴是世界上第一大蝎子。亚洲雨林中的帝王蝎外
表与非洲帝王蝎极为相似，但非洲帝王蝎体型较大并且粗
而圆，螯呈半圆，表面十分粗糙，凹凸不平，尾端的毒针
呈现红色。而亚洲雨林帝王蝎体型消瘦，螯较狭长光滑，



尾端毒针则呈现黑色或灰色。

非洲帝王蝎为栖息在高温、高湿度的蝎种，黄昏之后才开
始有活动。非洲帝王蝎采主动攻击的方式猎食，它们会悄
悄靠近猎物，待进入攻击范围后再用其强壮巨大的双螯牢
牢抓住猎物。

由于具备强而有力的巨螯，非洲帝王蝎不太需要用到毒
液，因此其毒性并不强。其食物为蟋蟀和其他小型昆虫，
但非洲帝王蝎体型颇大，所以它们还会捕食小型哺乳动
物，如老鼠等。当抓住猎物后，它们并不直接吃猎物的
肉，而是吐出大量的消化酶，把猎物化成肉汤再吸食。当
食物不足时，它们还会残杀同类。

孔雀纺织娘孔雀纺织娘

孔雀纺织娘是2006年在圭亚那阿卡莱山脉被发现的。这是
一种大型雨林昆虫，它们通常采用两种有效的策略来保护
自己不被捕食者捕猎。

乍一看它们好像是一片枯死且部分损坏的树叶，如果受到
威胁，它们会立即展示出一对像巨大眼睛一样的斑纹，并
开始兴奋地起舞，这就会给攻击者造成一种假象，即它是
一只拥有巨头大眼的鸟类，并随时可能会啄向对方。

长鼻树蛙长鼻树蛙

这种树蛙是科学家于2008年在印尼发现的，它们长着一种
很奇特的长鼻子，像小木偶一样会变。这种长鼻树蛙喜欢
爬到树上，在叶子的下面产卵。雄性长鼻树蛙拥有突出的
尖鼻子，当它发出叫声时，它的鼻子就会指向上方。但当
树蛙不太活跃时，鼻子就会收缩。



食鸟蛛食鸟蛛

这种食鸟蛛重约170克，可能是世界上最重的蜘蛛。这一物
种被发现于2006年，发现地为圭亚那。

南美洲的热带丛林是食鸟蛛的故乡。它们性喜独处，卵
生，一般能活10多年，甚至30年。

食鸟蛛是自然界中最巧妙的猎手之一。它们有喷丝织网的
独特本领，在古树枝间编制具有很强黏性的网，一旦食鸟
蛛喜食的小鸟、青蛙、蜥蜴和其他昆虫落入网中，必定成
为食鸟蛛的口中之食。

食鸟蛛一般多在夜间活动，白天隐藏在网附近的巢穴或树
根间，一有猎物落网，它们就迅速爬过来，抓住猎物，分
泌毒液将猎物毒死以作为食物。由于食鸟蛛十分凶悍，人
类也得提防。

南美树栗鼠南美树栗鼠

南美树栗鼠被发现于1997年，发现地为秘鲁维尔卡巴马山
脉，与著名的印加王朝遗址马丘比丘非常接近。它们的颜
色呈浅灰色，特点在于其头部有白色条纹。

吸盘嘴鲶鱼吸盘嘴鲶鱼

吸盘嘴鲶鱼被发现于2005年，发现地为苏里南。吸盘嘴鲶
鱼的吸盘状嘴巴可以帮助它们吸附于栖息地任何物体之
上，即使在湍急的水流中它们也可保持不动。

食木鲶鱼食木鲶鱼



这种带甲鲶鱼是2006年在亚马孙雨林被发现的，这种鲶鱼
利用它们独特的牙齿从没入水中的木头表面啃掉有机物质
为食。

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新闻》网站报道，这种新发现的食木
鲶鱼尚未被命名，是已知10多种能够消化木头的鲶鱼种群
之一。

喙蟾蜍喙蟾蜍

一支由“保护国际基金会”派出的科考队深入到南美哥伦
比亚的丛林中，去寻找几种已有数十年未曾出现，被怀疑
是否已经灭绝的蛙类。

考察的结果是，还是没有发现那些已经消失不见的种类，
但是却在考察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种，其中之一
就是喙蟾蜍。

这种蟾蜍体色和枯树叶很像，它属于仅有的几种不经过蝌
蚪阶段而直接从卵孵化的蟾蜍种类之一，非常罕见。

这种蟾蜍体型非常小，体长仅有约0.02米，这使得它们很
容易躲进枯树叶内，从而避开掠食者。这种蟾蜍最引人注
意的特征是它们长着一个猪鼻子。

雌虎蚁雌虎蚁

这种雌虎蚁没有老虎那么大，但是它们在雨林世界的树叶
王国里却像老虎一样凶残和危险。这种蚂蚁长约0.25厘
米。



它们在爬行的时候，嘴巴总是张得大大的，这样它们可以
随时以闪电般的速度捕食较小的猎物。这种雌虎蚁被发现
于2009年，发现地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勒山脉。



科学家确认的新物种科学家确认的新物种

豌豆小海马豌豆小海马

生物学家在红海和印尼近海海底的珊瑚礁丛中发现了5种新
的小型海马，这5种微型海马都非常小，最大的也不超过
0.025米，它们是目前已知的最小脊椎动物。

这5种微型海马分别是：瓦里岛矮海马、德贝柳斯矮海马、
塞费恩矮海马、萨托米矮海马和庞托赫矮海马。

其中萨托米矮海马身长不到0.0013米，这种海马也是世界
上最小的海马。两只萨托米矮海马将尾巴伸直，总长度才
有一个分币的直径那么长。

百转蜗牛百转蜗牛

这种马来西亚蜗牛之所以独特，皆因其贝壳能向四面旋
转。大多数蜗牛的贝壳紧紧缠绕在一起，形成等角螺线形
状。它们以3个轴为中心盘成一圈。但是，百转蜗牛却以4
个轴为中心缠绕，这通常是腹足动物的习惯。与此同时，
螺环分成了3圈，看上去环环相扣。这种奇特的蜗牛似乎仅
仅生活在石灰岩地形：马来西亚霹雳州昆仑喇叭牧区。

自毁棕榈树自毁棕榈树

这是一种开花后不久即倒下死去的棕榈树，它会开出很多
大花。大多数棕榈树一生都会开花结果，但该种棕榈树只
开花一次，即结束生命。结了果实以后，也意味着它们的
生命走到了尽头。



自毁棕榈树只生长于马达加斯加西北部阿纳拉拉瓦地区，
迄今为止，科学家仅确认了不到100株。

身体最长的昆虫身体最长的昆虫

这种竹节虫身体的长度可以达到0.356米，如果加上腿和触
须，总长可达到0.567米。这种外形像手杖的竹节虫是在马
来西亚婆罗洲被发现的。

最古老脊椎动物最古老脊椎动物

母鱼是已知最古老的产下幼仔的脊椎动物。其化石是在澳
大利亚西部菲茨罗伊河附近被发现的。这次极为罕见的科
学发现，显示了母鱼在距今大约3.8亿年前产子的情况，令
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泥盆纪弗拉斯阶初期。

无咖啡因的咖啡树无咖啡因的咖啡树

卡里尔咖啡树是科学家在喀麦隆发现的一种无咖啡因的咖
啡树，这是在中非首次发现此类咖啡树。

喀麦隆向来是咖啡属咖啡树多样性的中心，而这样的野生
物种可能对育种项目至关重要。比如，卡里尔咖啡树可以
用于培育天然的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豆。



世界近年发现新物种世界近年发现新物种

地下蜗牛地下蜗牛

2009年，一个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的科研小组经过4年
的调查，在澳大利亚的地下王国中发现850种新物种，其中
包括小型甲壳类、蜘蛛和蚯蚓在内的低等动物，身长约
0.013米的地下蜗牛便是其中之一。

新发现的地下蜗牛物种，它们是钉螺家族成员，生活在澳
大利亚心脏地带的地下蓄水层，居住地位于艾丽斯·斯普
林斯西北部大约180千米。

黄色染色工雨蛙黄色染色工雨蛙

在巴拿马西部山区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的亮黄色青
蛙物种，它属于一个种类丰富的青蛙群——雨蛙，它们没
有蝌蚪阶段，直接在卵内发育成小青蛙。这种青蛙大小不
到0.02米，是在2010年由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专家及其同
事们实地考察巴拿马西部地区时发现的。

当时，研究人员发现这种蛙的雄性交配鸣叫不同于他们以
前听到的所有鸣叫，因而怀疑它们是新物种，经过更多努
力才最后确定它们在茂密植被中的位置。

当终于捕捉到第一只时，却发现这只蛙将捕捉它的人的手
指染成了黄色，于是就以这一特点将其命名为黄色染色工
雨蛙。为了确证它是新物种，生物学家研究了它们的身体
结构、颜色、分子遗传数据和发声法，并与密切相关物种
的数据进行比较。

另外，考虑到黄色颜色可能有毒，研究人员还进行了皮肤



分泌物分析，从中找不到任何有毒成分，也不能确定染料
是否是有益于捕食性防御。也许，这种颜色没有特定功
能。然而，新物种的这种特性仍难以理解。

用手走路的鱼用手走路的鱼

2010年5月，在澳大利亚海岸发现9种新手鱼，包括“粉红
手鱼”和“黄鳍长手鱼”，手鱼是通过形状像手的鳍在海
底快速行走的。但是，它们可能不会存活太久，手鱼极易
受环境的影响，如水温和污染，因此，它们正在快速消
失。

这种粉红色长手鱼身长约0.1米，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鱼类，
迄今为止只发现4条，均是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霍巴
特周围区域捕获的。

竖琴海绵竖琴海绵

2012年，海洋生物学家在美国加州海底发现竖琴海绵，它
们的外形结构颇似一个竖琴。

来自美国加州摩丝码头的蒙特利湾水族研究所的研究小组
发现加州北部海域生活着一种奇特的深海掠食者，它们被
命名为竖琴海绵，这是因为它们的基础身体结构类似于竖
琴。

这种海绵枝状分肢覆盖着倒钩刺，能够诱捕小型甲壳类动
物，之后用纤薄的体膜将猎物包裹起来，缓慢地将猎物消
化。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认为竖琴海绵生活在海底深
处，进化形成独特的枝状结构，从而增大接触洋流的身体
面积，增大捕获猎物的概率。



数十只眼睛的新物种数十只眼睛的新物种

当一只长了数十只眼睛的黄色怪物盯着你的时候，你多半
会惊声尖叫。在英国一处自然保护区内就有这样一只怪物
现身，不过由于它体形娇小，发现者不但没有感到惊恐，
反而觉得它非常可爱。

2012年7月，英国贝德福郡、剑桥郡和北安普敦郡联合野生
动物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埃弗夏姆在剑桥郡的一处自然保护
区内草丛中发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黄色扁形虫。仔细看过
之后，发现在它仅仅0.0012米长的小身板上竟然“塞
进”了五六十只眼睛。

瓢虫新物种瓢虫新物种

2012年10月，科学家称他们发现了一种可将自己头部像乌
龟一样缩回身体内部的瓢虫新物种。据了解，该新物种是
由一名来自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往届昆虫学毕业生罗斯·
温顿发现的。这只昆虫被他在蒙大拿州西南部沙丘上所设
的圈套中捕获，起初温顿还以为这只小巧的古铜色昆虫仅
是一只无头的蚂蚁或臭虫。

但是，经过检查发现，这只身长仅0.001米的昆虫竟是一只
雄性瓢虫，并且它并不是没有头部，而是头部缩在了其胸
腔内的一根管状物内，就像乌龟将头部后半部分缩进龟壳
中一样。

科学家们还发现，据悉，此前也在距美国爱达荷州90英里
的地方发现过类似的雌性臭虫，温顿的发现使研究人员确
认了这两类样本属于同一个物种，并将其命名为
Alleniusiviei。



据蒙大拿州立大学昆虫学者迈克尔-艾维（MichaelIvie）
称：“这种小物种仅有两种个体，一种为雄性，一种为雌
性，他们有资格被誉为美国最罕见的物种。该物种十分不
寻常，不仅因为他们身形小巧，独特的生活习惯以及其罕
见程度，更是因为他们可以将头部收缩回胸腔内的管状
物，这在生物学中是十分神秘的。”

章鱼新物种章鱼新物种

2007年7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科学家们发现4个南极新
章鱼物种，这些章鱼身上所携带的防冻毒液能够保证它们
在零度以下的南极海域中生存。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都知道南极地区有章鱼生存。但
是，令科学家们惊讶的是，当地章鱼物种同样存在生物多
样性，从两英寸（约合5.1厘米）长的小章鱼到大型章鱼，
品种很多。

墨尔本大学科学家弗雷认为：“进化选择的压力慢慢地改
变了它们的毒液，这种毒液可以帮助它们逐渐向越来越冷
的海域拓展生存空间，最终适应了这种极冷水域。”对于
这种毒液，科学家们还希望发现其药用价值。

狐猴新物种狐猴新物种

2010年12月，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叉斑狐猴。
这种不停“点头”的狐猴很有可能是狐猴的一个新物种。
这种动物的头部不停地上下晃动，就好像在点头一样，另
外它们还有一副大嗓门。

目前已知的叉斑狐猴根据身上颜色的不同分为4个物种，而
所有叉斑狐猴的共同点是头上都有黑色Y型线条，两条黑线



从眼睛上方开始，一直延伸至头顶的位置相交，形成了一
个“Y”型。目前科学家们正在对这个新发现的物种进行基
因测试，测试结果将显示它到底是不是第5种类型的叉斑狐
猴。

“这又将是一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杰出发现，这里是世界
上最能体现生物多样性，也是地球上最不寻常的地方之
一。”里特迈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在这里继续寻找叉斑
狐猴新物种，以及其他新动植物物种的意义是非凡的，这
个国家受到相当严重的环境问题影响，已经失去了百分之
九十甚至更多的原生植被和动物物种。”

乔科皮带蛇乔科皮带蛇

2012年，在厄瓜多尔西北部的乔科山区热带雨林里，研究
者们发现一种未知的钝头蛇物种，之后该物种被正式命名
为“乔科皮带蛇”。

这种蛇长了一对大眼睛，但是头部极小，再加上如长绳般
的身体，乔科皮带蛇的身体比例非常奇怪。这种夜行的蛇
靠捕食青蛙和蜥蜴为生。这种蛇的栖息地应该是在墨西哥
和阿根廷附近，它们和其他种类的蛇不同之处就在于特别
纤细的身体，不成比例的细脖子，大眼睛和钝头。

这种蛇的头部和颈部特别小的原因，和它们的栖息地以及
捕食习性有关——它们生活在树上，需要用自己后半段身
体的重量来支撑，将前半段身体摆到半空中去。同样，捕
食时它们用身体底部缠住树枝，然后用余下的部分去捕获
猎物。这种蛇具有轻微的毒性。

从DNA检测结果看，这种物种在之前从来就没被发现过——
和它们最亲的近亲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端的亚马孙河



流域。



我国近年发现新物种我国近年发现新物种

天门山杜鹃天门山杜鹃

天门山杜鹃是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天
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于2006年合作研究发现，并用“天门
山”命名的植物新种——天门山杜鹃。

其与雪山杜鹃相似，但又有很大差异。隶属于常绿杜鹃
组、大理杜鹃花亚组，该亚组是在湖南首次出现。

天门山杜鹃分布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森林公园，为常绿灌
木或小乔木，高２米至４米，当年生小枝黄褐色，无毛。
叶革质，长圆状椭圆形。花常５朵至７朵组成短总状花序
顶生，花萼小，杯状。花期为４至５月，果期为８至９
月。

北京宽耳蝠北京宽耳蝠

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树义与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劲硕、韩乃坚和一些外国摄
影师在北京房山一处洞穴内摄影，突然发现了一群不同的
蝙蝠，便带回了研究所，确定了一个哺乳动物纲翼手目新
种，并将其命名为北京宽耳蝠。

该成果发表在《哺乳动物学杂志》上。这是迄今为止唯一
一种以北京命名的兽类，也是第一种由中国人命名的蝙
蝠。

据统计，中国人迄今为止命名并得到国际承认的哺乳动物
只有10余种，而其中部分种类目前还存在争议。在发现和
命名北京宽耳蝠之前，在全世界被发现的1100多种蝙蝠



中，还没有中国人命名的种类。

宽耳蝠属是哺乳纲翼手目蝙蝠科下的一属，共包含3个物
种：欧洲宽耳蝠、亚洲宽耳蝠和北京宽耳蝠。北京宽耳蝠
比另外两种宽耳蝠体型大；耳朵外缘的耳突呈拱形突起，
而欧洲宽耳蝠的耳突呈纽扣状，亚洲宽耳蝠则没有耳突；
牙齿方面，北京宽耳蝠上齿列的第二前臼齿几乎与其第一
臼齿等大，甚至稍宽，比欧洲宽耳蝠和亚洲宽耳蝠的第二
前臼齿要大且强壮；回声定位叫声方面，北京宽耳蝠的超
声波主频比其他两种略低。

由于新种的发现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因此该地
成为新种的模式标本产地。仅在北京房山区的洞穴和隧道
内发现北京宽耳蝠，有北京宽耳蝠存在的洞穴数量很少，
即便有通常也只是一群，而每一群只有三五只。因此，估
计北京宽耳蝠的种群数量十分稀少。

草原鼠兔草原鼠兔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治蝗灭鼠指挥部高级农艺师沙依拉吾
介绍，2008年9月4日，他们在克拉玛依市郊的加依尔山区
进行鼠类调查时，在海拔1533米的圆柏灌木丛中意外捕获
两只陌生种类的老鼠。

一只为当年出生的雄性个体，一只为越冬的雌性个体。返
回乌鲁木齐市后，相关人员立即将标本送到自治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进行鉴定。经几位专家半年多的研究鉴定，两
只老鼠为草原鼠兔，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兔目新物种。

最早记录我国境内分布有草原鼠兔的是一位俄罗斯学者。
这次发现说明，草原鼠兔分布可能遍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的山地，只是数量稀少，不易被发现。



草原鼠兔属兔目动物，鼠兔科，原产阿富汗，我国内蒙
古、甘肃、青海和西藏等省区分布有多种草原鼠兔的近
亲。草原鼠兔一般体型较小，在亚洲栖息于海拔1200米至
5100米之间。挖洞或利用天然石缝隙群栖。白天活动，常
发出尖叫声，以短距离跳跃的方式跑动。不冬眠，多数有
储备食物的习惯。

轮叶三棱栎轮叶三棱栎

2012年1月中旬，华南农业大学、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
园、海南省鹦哥岭自然保护区专家和科研工作者40多人，
深入到海南鹦哥岭核心区马或岭一带原始热带雨林，进行
了为期一周的科学考察。科考人员在这里意外发现轮叶三
棱栎大群落种群，有些植株直径达一米以上，十分罕见。
三棱栎进化特征较独特，有一定科学研究价值。鹦哥岭海
拔在1000米以上，具有较大面积的台地和人为破坏较少，
可能是该种群得以幸存的重要因素。

鹦哥岭山脉位于海南岛白沙、乐东、琼中和五指山四市县
交界处的中南部地区，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蜘蛛新物种蜘蛛新物种

2012年10月5日，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双河洞进行科考的
专家们，在洞内发现了一种蜘蛛新物种。“这种物种，是
类球蛛科小类球蛛属物种，这种新生物的生殖器结构，和
其他物种不一样。”专家说，这是它成为新发现物种最有
力的证据，目前该物种还未被命名。

此外，科学家们还在水洞里发现了透明蝌蚪。贵州省生物
研究所一位专家指出：“这种蝌蚪，是我国特有的两栖类



红点齿蟾蝌蚪。”这种蝌蚪长成青蛙后，腹部两侧会有红
点，因此得名。

中华攀雀中华攀雀

2012年5月，辽宁省庄河北部山区发现一个新的物种——中
华攀雀，中华攀雀是山雀科攀雀属的小型鸟类。该物种已
被列入国家林业局2000年8月1日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分布于俄罗斯的极东部及我国东北，迁徙至日本、
朝鲜和我国东部。

中华攀雀一般栖息于近水的苇丛和柳、桦、杨等阔叶树
间，主要以昆虫为食，也吃植物的叶、花、芽、花粉和汁
液。捕获猎物的方式和一般山雀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攀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鸟类中
的能工巧匠，筑巢技艺令人叫绝，它的吊巢不需要任何支
撑点，整个巢穴凌空系在树梢头，悠悠地在空中晃荡。

在庞大的鸟类社会里，攀雀种类非常少，即使算上所有的
亚种，也只有白冠攀雀、中华攀雀、欧洲攀雀等10余种。



海洋生物家族新物种海洋生物家族新物种

独一无二的海洋蜗牛独一无二的海洋蜗牛

这种蜗牛发现于日本海岸附近的海底火山，外壳覆盖一排
排细细的毛发，是迄今发现的此类蜗牛种类中唯一的一
个。这个尚未命名的海洋蜗牛是海洋生物普查发现的多个
新物种之一。

新类型的海洋蜗牛被发现于深海热泉，即极端压力、高温
和永远黑暗之地。以生活在其腮下的共生细菌为食。

珊瑚新种类珊瑚新种类

2009年11月，在海洋生物普查项目科学家对澳大利亚赫伦
岛附近珊瑚礁研究期间，他们发现了这种外形像一簇卡通
花朵的新种类珊瑚，它们属于珊瑚和水母的近亲。

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海洋生物学家南希·科诺尔顿表
示，虽然热带珊瑚礁是被科学家研究最多的海洋生物栖息
地之一，但仍然有大量物种未被发现。

科诺尔顿还是“海洋生物普查”珊瑚礁普查项目科学家。
她指出：“这次为期10年的普查表明，珊瑚礁比我们想象
的类型还多样。”

有“育儿袋”的原足目动物有“育儿袋”的原足目动物

这种像虾一样的微小生物被发现于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属
于原足目动物。据海洋生物学家科诺尔顿介绍，这种原足
目动物体长不超过0.013米，具有像袋鼠一样的“育儿



袋”，相比于相对出名的鱼类和珊瑚，它是未被研究过的
诸多奇异小生物群落之一。

冰海天使冰海天使

2005年的一次远征北冰洋的海洋生物普查，捕获了一
个“冰海天使”，它生活在水下大约350米。

科学家曾在2009年12月表示，不管它的绰号怎么叫，这个
小天使显然根本不在意展露少许的肌肤：实事上它是一种
没穿外壳的祼体蜗牛。

美国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家格蕾琴·霍夫曼在2008年的一份
声明中曾说，这种海洋蜗牛——大多数只有一个扁豆大小
——是许多海洋物种的食物，可以说是海洋里的“炸薯
片”。

令科学家们震惊的是，海洋生物普查发现了数百种同时生
活在南北两极的物种，冰海天使便是其中之一。

蠕虫新物种蠕虫新物种

当海洋生物普查项目科学家发现它时，这个毛发竖立、身
体分节的潜在蠕虫新物种正在日本海湾以下约925米处享用
一条死鲸。据科学家介绍，当许多鲸鱼死去，沉于海底
时，它们会向深海喷射营养物，吸引独特的食腐动物前
来，其中包括许多科学家不知道的动物。

圣诞树蠕虫圣诞树蠕虫

只要被轻轻一碰，这些“圣诞树蠕虫”就会飞速缩回洞
里，速度之快令人超乎想象。这是圣诞树蠕虫的防御机



制，它们中的大多数栖身在活珊瑚上挖出的“地道”里。

圣诞树蠕虫的彩色螺旋其实是高密度呼吸结构，它们没有
专门为运动和游泳的附属肢体，不能游到管子外面去。它
们有两个很漂亮的冠，让它们看起来就像一棵圣诞树，圣
诞树蠕虫也因此而得名。那些冠其实是它们的嘴，很敏
感，即使是影子它们也会马上有反应。

这些迷人的圣诞树蠕虫有很多种颜色，黄的、橙的、蓝
的、白的都有，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热带海洋。

胖头杜父鱼胖头杜父鱼

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称，这条胖头杜父鱼是2003年
在新西兰的一次海洋生物普查中被发现的，他们亲切地给
它起了个绰号“松胖先生”。

胖头杜父鱼，以它们巨大的球形头部和软塌塌的皮肤得
名。它们生活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约100米至2800米
之间的区域里。胖头杜父鱼现保存在澳大利亚博物馆的溶
液中，博物馆网站指出，它的鼻子现在已经皱缩，将“不
再拥有‘可爱’的形象。”

乌贼蠕虫乌贼蠕虫

2007年，科学家操作一台远程遥控潜水器对菲律宾附近深
海进行了扫描，发现了一种外形奇异的蠕虫，看上去既像
乌贼，又像是正在吃乌贼的蠕虫。

这种全新蠕虫接近0.09米，因其看上去像覆盖触毛的头部
而获得了这一名称。它的前端布满8条手臂，每条手臂都与
其全身一样长，用于呼吸，两个长而松散卷曲的附肢用于



捕食。

乌贼蠕虫还有6对覆盖羽毛的感觉器官，统称为“鼻子”，
这些鼻子从其头部突出来。这种新蠕虫全身上下彩虹色
的“短桨”则用于滑行。

深海小飞象深海小飞象

这种深海小飞象被发现于2009年，是一种深海“飞行章
鱼”，它们看上去有一种浑身长满耳朵的感觉。事实上这
些突出物是它们的鳍，帮助它们在海下约1600米漆黑的环
境中向前推进。

在向大西洋中脊远征进行海洋生物普查期间捕获了一只深
海小飞象，它是普查中发现存在的数千种此前不为人知的
物种之一。它长约2米，重约6000克，是目前发现类似章鱼
的烟灰蛸属软体动物物种中体型最大的。

水母新物种水母新物种

这种2005年发现的管水母新物种，是一种群体动物。由大
量同类动物组成，例如泳钟、泳鳔，占一半以上，为这
个“部落”提供推动力。

在2009年的一次海洋生物普查远征中，观察到的大量管水
母生活在300米至1500米的深水中。专家们说，管水母可长
达约3.1米，有些管水母是深海中的巨无霸。在一次海洋生
物普查远征时发现的婴儿版滑板龙虾，尽管它们成长的时
候会包着一层厚厚的外壳，但它们仍是完全透明的。



紫蛙是如何被发现的紫蛙是如何被发现的

发现紫蛙发现紫蛙

紫蛙是自然界中堪称活化石的动物，它们是在2003年10月
17日，在印度喀拉拉邦高止山脉西部被科学家发现。对于
科学家来说，高止山脉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

这种奇怪蛙类的发现者把这项发现刊登在《自然》杂志
上。他们在杂志中指出：“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发现一种
生活在白垩纪恐龙时代的蛙科可能有许多分支种类，目前
我们仅发现在塞舌尔的4个种类，以及新近在印度发现的一
个种类。”

经DNA分析表明，这种蛙不仅是早先未曾发现的蛙类，而且
还隶属于一个未知蛙科。目前，人们发现世界上有4800种
蛙类，隶属29个蛙科。

紫蛙的特征紫蛙的特征

紫蛙体长0.07米左右，比普通青蛙略大而且显得比较肥
胖，通身呈亮紫色，不同于其他蛙类的显著生理特征，是
紫蛙的眼睛非常小，而且吻部突出像个猪鼻子，所以紫蛙
又叫“猪吻蛙”。

紫蛙之所以这么晚才被发现，归因于它独特的生活习性，
这种动物常年生活在4米以下的地下，到了繁殖季节才爬到
地面上寻求配偶，而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间不超过
两个星期，再加上它体们色暗沉不易被发现，所以直至21
世纪才走进动物科学的记录。

紫蛙栖息于地下潮湿的环境中，以白蚁和其他穴居昆虫为



食，视力已经严重退化，主要靠嗅觉和听觉捕捉猎物。关
于紫蛙的交配繁殖，科学家知之甚少，只知道它们在池塘
和河流中交配，而蝌蚪孵化为紫蛙后不久就爬入地下生
活。

紫蛙的目前状况紫蛙的目前状况

紫蛙属于一个仅存于塞舌尔群岛的蛙类。塞舌尔群岛大约
在一亿年前同印度次大陆分离。物种历经数百万年进化，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也许，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纵然人
类灭亡了，这些活化石仍会存在下去。紫蛙是一个非常古
老的物种，DNA分析表明，紫蛙的祖先在1.75亿年前就已经
和恐龙各领风骚了。而且它还隶属于一个迄今未知的蛙
科，与现有29个蛙科中的4800多种蛙类格格不入。



皱鳃鲨是何时的物种皱鳃鲨是何时的物种

发现皱鳃鲨发现皱鳃鲨

2007年1月21日，日本栗岛海洋公园的工作人员接到渔民的
报告，说他们在海洋中发现一只怪物。工作人员随即赶到
现场，发现这头奇异的动物长有1.6米。

经过确认，这是一种名为皱鳃鲨的远古时代鲨鱼。据悉，
皱鳃鲨平时生活在深海水中，数十亿年来几乎没有发生大
的物种变异，素有“海洋活化石”之称。

栗岛海洋公园的工作人员称：“这头皱鳃鲨被发现时身体
状况非常糟糕。发现之后，工作人员很快就将它放进了专
门的海水池中，并用摄像机对它游泳以及张开嘴巴等动作
进行了拍摄。”

这种鲨鱼一般生活在600米至1000米的深海中，而人类则很
难到达如此的深度。工作人员认为，这头鲨鱼之所以会浮
出了水面，很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或者是因为附近的水
面太浅的缘故。非常可惜的是，这头皱鳃鲨在被放入人工
海水池后，不久就死亡了。

皱鳃鲨的外形特征皱鳃鲨的外形特征

皱鳃鲨体长1.5米左右，雌鲨最长可达近两米。和普通的鲨
不一样，皱鳃鲨的口不是附着在下方，而是在前方，吻极
短。上下颌牙同形。每牙具3个长齿尖，侧面的线纹成沟
状，鳃孔有6对，牙齿成“山”字形，很像约在4亿年前出
现的鲨的祖先——枝齿鲨。

这种鲨鱼有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身体和类似尾部的鳍，身



体延长呈鳗形，吻部极短，眼睛没有瞬膜。在这种鲨鱼的
身体两侧有6条鳃裂，鳃间隔延长而褶皱，而且相互覆盖，
所以命名为“皱鳃鲨”。最前面的一条鳃裂延伸到喉咙的
下方，在鳃的边缘还有类似于皮肤的细长片。背鳍只有一
个，位于臀鳍后上方，小于胸鳍。尾鳍宽长，末端较尖。

皱鳃鲨的生活习性皱鳃鲨的生活习性

皱鳃鲨栖息于较深海中，大多在水深600米至1000米的地方
出没。雄鲨有极发达的鳍脚。春天受精，卵囊一端突起，
发育在母体内进行，幼鲨在夏季出生。据说它的怀孕时间
特别长，需要一两年，每胎只能生8条至12条小鲨鱼。幼鲨
出生时约为0.4米。

皱鳃鲨满口的三角牙证明皱鳃鲨是凶猛的捕食者，但科学
家认为它不会攻击人类。和深海里的其他鲨鱼相似，皱鳃
鲨的牙齿也像针头一样。皱鳃鲨主要以其他鲨鱼、鱿鱼和
硬骨鱼为食。

科学家质疑的皱鳃鲨历史科学家质疑的皱鳃鲨历史

皱鳃鲨是一种史前品种的深海鲨鱼，截止到2012年科学家
在皱鳃鲨研究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争执——它们究竟是3.8
亿年前还是0.95亿年前的远古物种。这还是一个没有解开
的谜。

目前人们仅发现两条皱鳃鲨，都是在日本海岸附近发现
的，时间是19世纪末和2007年。与很多深海动物一样，皱
鳃鲨在来到海面后不久便死亡了。



腔棘鱼真的灭绝了吗腔棘鱼真的灭绝了吗

腔棘鱼成为活化石腔棘鱼成为活化石

腔棘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鱼种之一，也通常被看做是一种
活化石。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4亿年前，这种腔棘鱼就先
于恐龙出现了。等到恐龙灭绝后，因为人们在很长一段时
间都未再见到过它们的踪影，于是便认为它们也随着恐龙
一起消失了。

但是，从1938年开始，腔棘鱼的后裔矛尾鱼的踪影被人类
陆续发现，从此腔棘鱼便被称为“恐龙时代的活化石”。

腔棘鱼是如何被发现的腔棘鱼是如何被发现的

1952年12月10日，在位于非洲东海岸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
的科摩罗群岛附近捕捉到一条活着的腔棘鱼。其后至1955
年7月，在科摩罗群岛近海150米至270米的深处，共捕捉到
15条这种鱼。

基于上述事实，那些将信将疑的学者们终于相信腔棘鱼存
在的事实。德国一位科学家还在科摩罗群岛附近的西印度
洋水深近200米处拍摄到6条腔棘鱼照片。长约1.5米的腔棘
鱼时而倒立，时而仰游，时而倒游，还做出一些其他不平
常的动作。

乍看，它们全身的鳍在没有规律地摆动，好像在跳“迪斯
科”，仔细观察才发现，它们的每个动作都是密切配合
的，犹如骏马奔腾时四蹄协调一样。

腔棘鱼的生活习性腔棘鱼的生活习性



腔棘鱼属夜习性动物，白天都躲藏在170米至230米深的洞
窟里，研究发现经常会有很多条腔棘鱼一起在同一个洞窟
里的情形，是否有群居性及彼此会不会进行沟通等都尚未
被解明。

腔棘鱼主要用其尖锐的牙齿紧紧咬住猎物，它们只会捕捉
口部正前方的猎物，不会左右巡回寻找食物，像这种依赖
偶然性的狩猎方式的成功率很低。所以它们在攻击时，动
作敏捷又准确，并且能在短时间加速，在猎物来到眼前的
瞬间腔棘鱼就已经抓住它了。它们主要捕食的对象是深海
鱼类。

腔棘鱼如何生存至今腔棘鱼如何生存至今

腔棘鱼是错过了其祖先向两栖动物进化的机会而遁入海底
的那部分鱼的子孙。腔棘鱼起初是生活在淡水中的，后来
随着地理、气候等环境变化，一部分爬上陆地，向两栖类
动物进化；而另一部分则移往海中，在深海的底部安家。

由于深海水温几乎不变，水流也很缓慢，既没有陆地上那
样剧烈的环境变化，也没有像陆地那样有那么多敌害，环
境十分安定，进化的必要性不大。所以它们才跨越巨大时
空，以几乎是原始的形态幸存。英国史密斯博士经过14年
的苦苦追寻，终于在科摩罗群岛捕获了活的腔棘鱼。腔棘
鱼成了生物进化史上的活见证。为什么大量腔棘鱼都被淘
汰，而为数极少的却活了6500万年而没有灭绝呢？这还没
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鸭嘴兽的奇特之处鸭嘴兽的奇特之处

鸭嘴兽四不像的外貌鸭嘴兽四不像的外貌

在澳大利亚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哺乳动物一一鸭嘴兽。说它
奇特，是因为地球上确实不存在一种比鸭嘴兽的外貌更加
四不像的动物，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鸭嘴兽一样引起过
众多的学术争议。以前，科学家们根本不相信有鸭嘴兽这
种动物存在，因为它们的长相实在古怪，既像爬行动物，
又像哺乳动物，还有点像鸟类。

鸭嘴兽常常在半明半暗的黎明或黄昏，从河边的地洞里钻
出来。它们那扁扁的嘴就像鸭子的嘴一样。不同的是，鸭
嘴兽的嘴有传递触觉的神经，可以弯曲，对振动也很敏
感，并不像鸟类的喙是坚硬的角质。鸭嘴兽那对又小又亮
的眼睛长在头的高处，不仅可以看清两岸，还可以扫视天
空。连着眼睛向后伸展的两道沟纹就是它们的耳。鸭嘴兽
的耳没有耳壳，这可以帮助它们适应水中的生活。

在鸭嘴兽胖胖的身体外面披着一层褐色而有光泽的密毛，
这种毛入水时不会透水，出水时也不会被水濡湿。它们身
体后面的大尾巴扁平而又有力，起着舵的作用，可以帮助
它们快速潜泳。鸭嘴兽的四肢又短又粗，五趾间有蹼，特
别是前肢的蹼非常发达。在陆地上的时候，它们会把蹼合
起来。而当它们一旦进入水中，就会把厚蹼展开，活像是
几个大桨。在雄性鸭嘴兽后腿上还有一个弯曲的毒具，和
蝰蛇的毒牙很相似，带有致命的毒液。

鸭嘴兽如何捕食鸭嘴兽如何捕食

鸭嘴兽在捕食的时候会紧闭双眼，擦着河泥向前行进，依



赖感觉敏锐的嘴去寻找食物。大概一两分钟后，它的面颊
里就会装满食物。这时，鸭嘴兽就会浮出水面，睁开眼
睛，贪婪地享受美味。鸭嘴兽最爱吃虾、蚯蚓、昆虫的幼
虫以及软体动物。鸭嘴兽的胃口很大，每天至少要吃掉上
千条蚯蚓和几十只小龙虾。

鸭嘴兽如何哺育后代鸭嘴兽如何哺育后代

鸭嘴兽让人感到奇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虽然属于哺乳
动物，但却是下蛋的。鸭嘴兽的蛋需要10多天的孵化，幼
兽就出世了。起初幼兽并不进食，但过不了几天，鸭嘴兽
妈妈就会用自己的乳汁来喂养它的小宝宝。仅从卵生这一
点来看就不难知道，鸭嘴兽作为哺乳动物是相当原始的。
刚刚孵化出来的幼仔非常柔弱，眼睛还不能睁开，浑身无
毛，完全依赖母乳喂养。鸭嘴兽有乳腺，却没有乳头。在
它腹部有个“袋子”，分泌的乳汁经由内侧皮肤上的小孔
流出，供幼仔舔食。

母乳喂养持续三四个月后，鸭嘴兽妈妈会短时间外出觅
食，随着小宝宝的不断长大，鸭嘴兽妈妈外出觅食的时间
会越来越长，直至幼兽能从洞口爬出自己觅食。

鸭嘴兽为何生存千百万年鸭嘴兽为何生存千百万年

其实鸭嘴兽的祖先早在1.8亿年前的侏罗纪就出现了，那时
它们分布很广。可是到了后来，许多更加先进的哺乳类动
物大量繁殖，像鸭嘴兽这些古老的动物就逐渐灭绝了。

但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动物却非常幸运。由于地壳
运动，澳大利亚大陆同其他大陆分开了。所以，后出现的
哺乳动物就不能到达这块地方。鸭嘴兽的祖先就得以在此
生息繁衍，并且一直保存着原始的生蛋的状态。



鸭嘴兽是原始哺乳类动物，在经历了千百万年的沧桑变化
后而生存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科学家通过解剖发现，
鸭嘴兽的大脑比较发达、机警，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其自
我防卫能力也是相当强的。



有四只眼睛的鲎有四只眼睛的鲎

四眼活化石鲎四眼活化石鲎

鲎，俗称“三刺鲎”、“两公婆”、“海怪”，因其长相
既像虾又像蟹，因此人们又称之为“马蹄蟹”，是一类与
三叶虫一样古老的动物。鲎的祖先出现在地质历史时期古
生代时期，当时恐龙尚未崛起，原始鱼类刚刚问世，随着
时间的推移，与它同时代的动物或者进化，或者灭绝，而
唯独鲎从4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
所以鲎有“活化石”之称。

鲎有4只眼睛，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小眼睛对紫外光
最敏感，说明这对眼睛只用来感知亮度。在鲎的头胸甲两
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眼睛是由若干个小眼睛组成。

人们发现鲎的复眼有一种侧抑制现象，也就是能使物体的
图像更加清晰，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系统中，提
高了电视成像的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为此，这种
亿万年默默无闻的古老动物一跃而成为近代仿生学中一颗
引人瞩目的“明星”。

美洲鲎分布于墨西哥湾沿尤卡坦半岛到美国的缅因州沿
岸。南方鲎，分布于印度、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圆尾鲎，分布于印度、孟加拉、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我国
广西钦州地区沿海也有分布。

“海底鸳鸯”的美称“海底鸳鸯”的美称

鲎为暖水性的底栖节肢动物，栖息于20米至60米水深的砂
质底浅海区，喜潜砂穴居，只露出剑尾。它们经常以小型



甲壳动物、小型软体动物、环节动物、星虫和海豆芽等为
食，有时也吃一些有机碎屑。中国鲎在我国福建沿海从4月
下旬至8月底均可繁殖，自立夏至处暑进入产卵盛期。大潮
时多数雄鲎抱住雌鲎成对爬到沙滩上挖穴产卵。每当春夏
季鲎的繁殖季节，雌雄一旦结为夫妻，便形影不离，肥大
的雌鲎常驮着瘦小的丈夫蹒跚而行。此时捉到一只鲎，提
起来便是一对，故鲎享“海底鸳鸯”之美称。

像宝剑一样的剑尾像宝剑一样的剑尾

从外表上看，鲎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瓢，全身棕褐色，灰
不溜秋的，唯独有一个长长的，好像剑一样的尾巴，其他
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其实，鲎的身体仔细看可以分为
头胸部、腹部和剑尾三部分。在头胸部长有6对足，其中后
5对围绕在嘴巴周围，当它吃东西的时候，这5对足就
像“牙齿”一样，帮助它咀嚼食物。在鲎的腹部长有坚硬
的腹甲和腹足，这样它不仅可以用胸足在泥沙上爬行，还
可以利用腹足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泳，并且借助剑尾的帮
助钻入泥沙中。鲎那长长的剑尾不仅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还是它防御敌害的有力武器。坚硬的剑尾就像宝剑一样，
可以刺入敌害的身体，给敌害重重的一击，致敌害于死
地。

蓝色的血液蓝色的血液

鲎的血液竟然是蓝色的。我们人类和大多数动物的血液是
红色的，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含有铁离子，当铁离
子和氧结合后，形成血红蛋白，使血液呈红色。而鲎的血
液当中含有铜离子，当铜离子和氧结合后，形成血蓝蛋
白，使血液呈蓝色。这种血液应用于医学当中，能马上检
查出病人是否有细菌感染，能为急症病人的诊治作出快速



诊断。



海洋中的活化石海洋中的活化石

鹦鹉螺为何被称为活化石鹦鹉螺为何被称为活化石

鹦鹉螺属软体动物头足纲，早在5亿多年前就出现了，分布
在全球范围内有350多种。与它同类的章鱼、鱿鱼、乌贼等
在进化发展中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的外壳有的转
入身体里面。

可是唯独鹦鹉螺的壳自从演变成现在的模样后就没有多大
变化，所以它是现存软体动物中最古老、最低等的种类，
也是研究生物进化、古生物与古气候的重要材料，因此
有“活化石”之称。鹦鹉螺稍有变化的是它们的生活环境
从原来的浅海移居到200米至400米的深海中。白天在水
下，晚间才浮出水面。

鹦鹉螺奇妙的结构鹦鹉螺奇妙的结构

鹦鹉螺的足在头部，所以称“头足类”，它们依靠身体前
端的几十只触手搅动水流进食。如果鹦鹉螺要做前后水平
运动，则是靠吸水排水；要做上下垂直运动则靠的是壳内
众多的气室，气室间有一根充满血液的连接小管，充满气
体就上升，排除气体就下沉。鹦鹉螺的气室是一间一间形
成的，最外边的一间是最新的，也是最大的，最多的有38
间。鹦鹉螺壳的构造不仅美丽而且坚固，能够承受2000千
克的压力。

鹦鹉螺的精密构造也是造物的奇迹。人类模仿鹦鹉螺排
水，吸水的上浮、下沉方式，制造出了第一艘潜水艇。
1954年世界第一艘核潜艇也命名为“鹦鹉螺号”。



鹦鹉螺有海底天文学家之称鹦鹉螺有海底天文学家之称

鹦鹉螺气室上有许多环纹称为生长线。同一个时代的鹦鹉
螺化石，其生长线数目是一样的。但是，这些生长线数目
随年代的不同而变化，通研究鹦鹉螺化石发现，从远古至
现在，生长线数目越来越多。据研究，生长线的数目与当
时月亮绕地球一周所需要的天数是一致的，远古时期，月
亮距离地球近，绕地球一周的天数少，所以生长线的数目
少。现在的鹦鹉螺的生长线有30条，正好与现在月亮绕地
球一圈所用的时间一致。鹦鹉螺壳记录了月亮与地球的旋
转的关系，所以鹦鹉螺有“海底天文学家”的美誉。

鹦鹉螺化石发现鹦鹉螺化石发现

鹦鹉螺类化石的形状多种多样。世界各地都发现有鹦鹉螺
类化石，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鹦鹉螺类化石是在我国的东
北。1999年10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湖北省宜昌长
三峡地区发现了3块大型鹦鹉螺化石，其中最长的一块长
1.62米。这次发现的古鹦鹉螺化石名为中华种，全称
为“中华震旦角石”，其活体的生存时代为距今4.6亿年前
的奥陶纪中期。2011年9月，一个5岁的英国小女孩在英国
洛斯特郡的科茨沃尔德水上公园玩耍，在泥石中发现一块
形状像蜗牛壳、浑身带刺儿的“大石头”。经古生物学者
内维尔鉴定，这是一块鹦鹉螺化石，可追溯至距今1.6亿年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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