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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奇的爬行动物》从爬行动物的产生及进化、爬行动物的种类、爬行动物的基本特征、典型爬行动
物介绍及趣闻等方面入手，以生动的文字表述为主，配以大量精美的图片，为青少年读者展示了一个
极具趣味性的爬行动物世界。

《神奇的爬行动物》本书由雅风斋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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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球曾经的统治者——爬行动物 爬行动物，顾名思义，就是在地面上爬着行走的动物，虽然这种
说法 不算错，但也有失偏颇，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爬行动 物。
早期的爬行动物由海洋走向陆地，由低级走向高级，演绎着进化的历 程。
它们与恐龙一样遥远和古老，和地球一样经历着沧桑和转变；它们是 现在动物中的珍品和奇迹，至今
仍与人类同行。
在约3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爬行动物。
中生代是爬行动物的全盛时期，陆海空各个领域都有爬行动物，例如陆上行走的恐龙，海中游泳的鱼
龙，空中飞行的翼龙。
到了中生代末期及新生代初期，爬行动物开始衰落，大部分种类都已绝灭，现在，世界上的爬行动物
只剩下6000多种，如人们 今天看到的龟、鳖、蛇、鳄、蜥蜴等。
爬行动物的基本特征 爬行动物一般体表都具有鳞片或骨板。
皮肤没有呼吸功能，也绝少有 皮肤腺，这样可以防止体内水分的蒸发。
它们爬行时腹面贴地，用肺呼吸，有一个心室，心室内有不完全隔膜。
虽然供氧能力增强了，但体温仍不 恒定，是变温动物。
冬季气温较低时，潜伏地下、树洞等处进行冬眠。
爬行动物是世界上仅次于鸟类的第二大动物种群。
爬行动物的价值 许多爬行动物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蟒蛇、鳄、大型蜥蜴等的皮可制 作乐器，玳瑁、海龟鳞甲可制工艺品。
龟板、蛇毒、蛤蚧、壁虎是中药材，蛇、鳖、鳄、海龟等的肉和卵可做名菜。
蛇和蜥蜴大量吞食虫蚁。
一些 蛇类还能捕鼠，防治鼠害。
当然，在环保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应当保护 这些动物。
爬衙动物的演变与进化 爬行动物的进化 科学研究发现，爬行类是从石炭纪末期的古代两栖类进化而
来的。
在 石炭纪时期，气候比较稳定，温暖而潮湿，但到了石炭纪末期，地球上发 生了造山运动，地壳有
了很大的变动，陆地上出现了大片的沙漠。
在很多 地区，原来温暖而潮湿的气候转变为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 季炎热，通过该时
期树干的年轮可以看出四季的变化。
植物界也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改变，适应干旱的裸子植物（松树和苏铁类）逐渐代替了沼泽生的蕨类植
物。
在这种条件下，很多古代两栖类绝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适应陆生 的体制结构（防止水分蒸发的角
质化皮肤、较完善的肺呼吸等）、适应陆生 的生殖方式（体内受精、卵外有硬壳和胚胎具羊膜）和有
比较发达的脑的爬 行动物。
什么是羊膜动物 爬行动物是在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羊膜动物，它们由两栖类中的迷齿类 进化而来。
由两栖类过渡到爬行类这一变化发生在石炭纪，所跨过的关口 以羊膜卵的产生为标志。
当然，羊膜的产生标志着动物向更高一级的进化，其生理结构也逐渐完善。
除了产羊膜卵这一最为重要的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爬行动物发育过 程不需要变态之外，爬行动物在
骨骼结构上也表现出诸多与两栖动物不同 的特征。
爬行类动物头骨比较高，不像迷齿两栖类那种通常的扁平形。
爬行类 顶骨以后的骨片有的变小，有的由头骨的顶盖部位移到了枕部，有的甚至 完全消失。
大多数爬行动物只有一个枕髁。
爬行动物的脊椎骨由一个大的椎侧体，和一个缩小成小楔状的椎间体 组成，类型椎间体消失。
原始的爬行类有两块荐椎骨，而两栖类动物只有 一块。
在许多进步的爬行动物当中，荐骨由很多块荐椎骨组成，有的类型 增加到8块之多。
肠骨也随着荐骨的扩大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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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爬行类肋骨从头部到骨盆之间是连续的，而且大致相似，但是 进步的爬行动物肋骨通常有颈肋
、胸肋和腹肋之分。
爬行动物的兴起 新兴的爬行动物，在生存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中生代初期，便将 两栖类排挤到
次要地位。
西蒙龙，又名蜥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从它的结构来看，它恰好介 于两栖类和爬行类之间，人们通过研究它的化石，了解了爬行动物的起源
。
随后，爬行动物的颠峰时期——恐龙时代，很块就到来了。
随着恐龙的灭绝，现代的爬行动物基本上就定型了。
在千百万年的漫 长岁月里，爬行动物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一直保持着它们原来的本色，直 到今天为
止。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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