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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神奇的宇宙和我们生活的地球，以及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组成了神奇的大自然。
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水、空气、阳光以及人类吃、穿、住、用所需要的材料等。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这个绿色的大自然中不断地生息繁衍。
《自然知识通》是一本集知识性、趣味性、新颖性于一体的科普读物，它向读者讲述了大自然中的动
物、植物、微生物、海洋、气象、矿产以及浩瀚宇宙的奇妙知识，揭示了火山、地震等地质现象及风
雨雷电等气象变化的成因，展示了充满生机的花草鸟兽以及鱼类的生活世界。
本书文字通俗易懂，并配以精美的彩色图片，展现了精彩绝伦的大自然风貌，是一本难得的自然百科
全书。
本书分动物知识、植物知识、微生物知识、海洋知识、宇宙知识、气象知识及矿产知识七个部分，全
面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让读者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希望本书能在带领您领略亘古雄伟的大自然奇妙风采的同时，唤起您对大自然的拳拳爱心，让人类回
归自然，崇敬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让家园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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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让读者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希望能在带领您领略亘古雄伟的大自然奇妙风采的同时，唤起您对大自然的拳拳爱心。
让人类回归自然，崇敬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让家园更加美好。
    本书文字通俗易懂，图片精美绝伦，展现了大自然的无限风貌，是量本难得的自然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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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物的分类世界上各国有各国的语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同一种动物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名
称。
这就给生物学家在研究它们时，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带来了麻烦。
为解决这个问题，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使用统一的标准来命名动物和植物，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名
。
就像我们的名字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一样，动物的学名也由两部分组成：属名和种名。
属名相当于我们的姓，告诉人们自己属于哪个家族；种名相当于我们的名字，可以在属内进一步对这
一物种给予确认。
学名是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在18世纪建立的。
属是动、植物分类的一个单元，分类是生物学家为了更好地研究生物之间的彼此关系而建立的一个系
统。
类似的物种可归并成一属，类似的属可归并为一科，类似的科可归并为一目，类似的目可归并为一纲
，类似的纲可归并为一门，类似的门最终归并为一界。
形成界、门、纲、目、科、属、种等单元组成的完整的分类系统。
动物的冬眠冬眠是动物对冬季不利的外界环境条件的一种适应方式。
只有冷血动物(或叫变温动物)才冬眠。
因为它们的体温能随气温的变化而变化。
气温高'时，它们的体温也高，新陈代谢也比较旺盛，所以表现得比较活跃。
当秋天来临，气温开始下降时，它们的体温也会随之而降低。
体温的下降所带来的是血液循环减慢，新陈代谢非常微弱。
当气温进一步下降后，它们的新陈代谢作用也会随之进一步减弱。
由于它们会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冬季到来之前，它们就抓紧时间大量地摄取食物，贮存脂肪
，然后钻人地下睡大觉。
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气温升高后，它们的新陈代谢就会逐渐旺盛，所以冬眠的动物到了春天才会醒
过来。
例如：青蛙、蛇和乌龟等两栖类或爬行类的动物，一到冬天即转入地下，变成假死状态越冬，一般称
此为冬眠。
动物的发声能发声的动物是极多的，麻雀四季都在唧唧喳喳，盛夏时节鸣蝉“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从蜘蛛、虾蟹、昆虫到鱼类、蛙类、鳄类、龟鳖等，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动物们各式各样的叫声。
而以鸟儿的鸣叫声最为悦耳，哺乳动物也是能发声的。
在雄鳄的领地如另有雄鳄，领主就会气势汹汹地上前吼叫赶走来者。
雌鳄产卵后守在卵坑旁，三个月后，幼鳄在卵中大声叫唤，像人的打嗝声。
这从沙土下传出的叫唤声，在20米外都能听清楚。
幼鳄的父母应声后用前爪和喙拨开沙土。
将卵叼出，爬到水边，把卵放在水里，然后轻轻一压，卵壳破了，幼鳄就从卵壳中爬出。
幼鳄在双亲嘴里就停止了尖叫，而改成轻轻的“吱吱”声。
在水里生活的幼鳄时时用叫声与父母联络，遇到危险就发出刺耳的嘶鸣。
幼金丝猴在寻找成年猴时发出“喔喔”声，发现食物时发出“嘎嘎”声。
日本猴能发出37种有意义的声音，包括群内联络信号，低位猴防御信号，优位猴威吓进攻信号，警戒
声、雌猴发情的叫声，幼猴想吃奶或不满时的啼叫等。
母鸡唤小鸡发出“咕咕”声，下蛋后大叫“咯嗒、咯嗒”，遇有不祥动静，就警觉地发出轻轻的颤音
，给鸡群报警。
春暖花开时，柳莺平均每天唱2340支歌，林鸲唱3377支歌。
频繁、重复的歌声促成雌雄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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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能向四面八方传播，一般不被阻挡，声音本身在频率、强度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性和精确的时间
性，这有利于动物表达复杂含意，使动物间更好地联络。
蝙蝠、鲸等动物还利用回声探知外界情况。
总之，发声有利于动物的生存。
动物维持体温动物通常有多种方式维持体温。
恒温动物如鸟类、哺乳类，它们的体温一般常稳定在30-40℃之间，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能通过散温和保
温结构以及神经系统的调温中枢控制，来保持恒定体温。
变温动物的体温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但也能维持一定体温，它们是利用太阳的辐射热和细胞色
素的变化来调节体温的。
有些两栖爬行类如龟、鳄，它们的皮肤有特殊的色素细胞。
当色素缩小时，皮肤颜色变浅把大部分阳光反射掉，体温就会下降。
当色素细胞扩张时，肤色变得很深，就能大量吸收阳光，使体温升高。
有种螺钿蛱蝶，在天气晴朗时，其体温能相当准确地维持在32.5-35.5℃之间，不会因气温的升高或降
低而变化。
它的体温调节器就是它体表的细小鳞片。
它能改变鳞片的角度，需升温时，让鳞片表面直对阳光，就能获得较多热量，反之阳光照射的角度越
小，获得热量越少。
由此人类得到不少启示，譬如，宇宙飞船向着太阳光的一面被烧灼得很厉害，而背着阳光的一面又很
寒冷。
航天服可以仿效爬虫涂上一定颜色，让光在某种场合吸收或反射一定数量的光线。
宇宙飞船可以仿造蝴蝶，覆上一些能活动的鳞片，当鳞片紧贴船体时，获得热量最多。
当鳞片竖起一点时，获得的热量减少。
只要调节鳞片的倾斜角度，就能调节飞船船身和座舱内的温度。
动物的出汗夏天，狗吐着它那长长的殷红的舌头，大张着嘴，肚皮一起一伏地喘着粗气。
鸡和小鸟也都大张着嘴呼吸。
相反，像马那样的动物，即使在奋力奔跑的时候，也不会张开嘴喘气，而是全身冒汗，弄得毛湿漉漉
的。
这是为什么呢？
在动物的皮肤里有一种叫做汗腺的结构，汗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对于我们人来说，平均每个人都有约500万个汗腺。
通过汗腺，沉积在体内的废物可排出体外，并且汗液在蒸发时还要带走一部分热量，所以当体温随气
温而升高时，出汗可以起到调节体温的作用。
在炎热的夏天，人们就是坐着不动，每天也要流出300克左右的汗水。
要是干活的话，则要比这多10倍。
在狗身上起调节体温作用的汗腺，仅分布在脚底板那一小部分，所以热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靠呼吸来
调节体温了，仅靠鼻子来呼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也必须张开嘴来喘气。
在这一点上，猫和狗是一样的。
猪和牛从鼻子尖上冒汗，而山羊和兔子则全然不出汗，它们是靠短促的呼吸来散发热量调节体温的。
小动物识妈妈小鸡、小鸭，刚出生的小牛犊、马驹总是跟随着自己的妈妈。
它们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妈妈的呢？
著名的动物学家洛伦茨在1935年发现刚孵出的小鹅，一旦绒毛干松后就会跟着鹅妈妈。
有谁能代替它的妈妈吗？
洛伦茨做了一些实验。
把鹅蛋分成两组，一组由母鹅孵卵，另一组由孵卵器孵化。
洛伦茨守在孵卵器旁，刚出壳的小鹅第一眼看到的是洛伦茨，而且科学家亲自照顾和喂养它们。
母鹅孵出的小鹅由母鹅带着。
洛伦茨把这两窝小鹅混放在一个箱子里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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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茨和母鹅都在箱外，然后把小鹅同时放出，结果小鹅分成两组，由孵卵器孵化的小鹅跟着洛伦茨
，他走到哪儿，小鹅就跟到哪儿。
母鹅孵出的小鹅则跟着母鹅走。
此外还用其他物体做实验，如：可动的鸟模型，可动的有色方块、圆球等。
实验结果证实，雏鸟总是把刚孵出时看到的第一个活动的物体当做自己的“妈妈”，以后就跟着它活
动。
科学家把动物在生命的早期阶段，能迅速学会而且具有长期效果(对妈妈的长期依恋)的跟随行为称为
印随或印记。
这种学习能成功的关键期，对雏鸟来说，一般是在出壳后的几小时内。
但关键期时问的长短和印随记忆保持的时间长短因物种而异。
印随行为对动物的生存和繁殖有重要意义，在幼年通过印随可以得到母亲的喂养和保护，成年后可以
找到与母亲相像的配偶，而不至于找个不同种的对象。
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由机器“妈妈”养大的猴子，就不会和同类交往以至不能交配。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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