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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z 1988年 大 鳃 鸣曩f的尖 烧试驻 单 位： 公斤 、毫 米 

时间 l性别 l体重 l体长 I尾睦 l鸡叫 
— — l— —  — — l— — 『— — l— —  

2月8日 l 0．5 l 240 l 150 l无 
3月5日 l r 1．0 l 395 I 190 I无 
3月5日 l 0．58 l 310 l I70 l无 

形成间隔的小室。肺在成体的气体交换中起主 

要作用。另外，大鲵成体的表皮中密聚着微血 

管踊 ， 而位置非常靠近表面，有利于皮肤呼 

吸，在大鲵成体的气体交换中起着辅助作用。 

(= )小结 

大鲵幼体，外鳃期个体是鳃和外鳃进行气 

体交换，由于个体发育鳃逐渐消失 ，代之以外鳃 

进行气体交换。同样，由于个体发育外鳃矮缩 

消失，代之以肺和皮肤进行气体交换。持续终 

生。大鲵从幼体到成体，呼吸器官从鳃、外鳃到 

肺、皮肤，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呼吸系统也发生相 

应的递变，各呼吸器官是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逐渐取代 ，维持了大鲵的水陆生活，完成了大鲵 

的个体发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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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动物科学的现代发展与经济建设 

一

、 历 史 的 回 顾 

堵 南 山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动物科学与其它科学一样，也以探索未知 

事物为目的。动物科学家将探索的结果 ，也就 

是对未知事物的了解，用来为人类谋福利，以改 

善人类的命运。随着对动物了解的不断扩大与 

加深，再加现代设备和研究手段的改进和提高， 

动物科学的范畴也就 曰渐扩大，内涵也就 曰渐 

加深。现代动物科学就其研究的任务而言，不 

仅指动物形态学与动物分类学，也包括古动物 

学、动物比较生理学、比较内分泌学、动物遗传 

学、动物发育生物学、动物生杰学、动物行为学、 

动物地理学、寄生虫学以及水生动物学等。 就 

其研究的类群而言，现代动物科学不仅分为觅 

脊椎动物学和脊椎动物学，还进—步分为许多 

独立的学科，如原生动物学、蠕虫学、贝类学、蜘 

蛛学、蜱螨学、甲壳动物学、昆虫学、鱼 类学、鸟 

类学与 兽类学 等。 

动物科学家无论从事哪一个分支学科，研 

究的对象都是动物有机体。自然，以野生和半 

野生的动物为主，鸡 、鸭、鹅 、猪、牛、羊等这些农 

业动物往往不是动物科学家研究的热点。动物 

科学家所研究的这些动物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 

门都有密切的关系，就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 

业而言，每年的丰歉都受害虫的影响。 农林害 

虫危害农作物、果树和森林，每年夺走我们大量 

的粮食、瓜果和木材 ，使农业明显减产。在旧中 

国，害虫猖獗 ，尤其飞蝗，危害特别严重。 蝗灾 

自古以来，和水灾、旱灾一起，成为威胁我国人 

民最严重的三大 自然灾害。飞蝗成群高飞，遮 

天蔽目，降落以后，漫山遍野，抡食芦苇以及玉 

米，高粱、粟、稻、大麦、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这些 

食物缺乏时，也吃其它农作物 ，甚至树叶；整栋 

作物的地上部分几乎全被吃光。蝗灾严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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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赤野千地 ，饿芋载道，惨不忍睹。 从纪元前 

707年 开始 ，直 到 l912年清皇 朝覆灭 ，封 建统 

治结束以后，二千多年来平均每三年发生一次 

蝗 灾 o 19l 3年 以后 ，直到新 中国成立 ，蝗 灾有 

增无 减 ，几乎 每年都发生 ，只是严 重的程度各年 

不同而已，其 中 1929年和 1938年的两次损失 

特大。飞蝗大发生的 l929年 ，长江岸边的大群 

蝗蝻直趋泸宁铁路的下蜀车站一带，路轨堵塞， 

火车停开，商店关门，只开小洞营业。 l938年 

韵一次蝗灾播及 9省、l市、265县，损失十分 

惨重。这次蝗灾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炸塌郑州花 

园 口黄河大堤 引起的 。大 堤炸 塌 ，黄河决 口，千 

百万良田淹为荒滩，变成了最适于飞蝗孳生的 

环 境 ，而从 此我国的 蝗灾也 就更为严重 。 新中 

国 成立以来，一贯重视涤蝗工作，改造杂草丛生 

的 飞蝗孳生地 ，成为 万顷 良 田，基 本 消灭 了蝗 

灾 。在浩蝗中，我国一部分动物科学家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也参加了工作，并开展了研究， 

使我国的昆虫学、生态学、动物行为学、动物比 

较生理学、动物地理学等等各有不同程度的发 

展 。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 

品。尽管 目前世界各国开始着手用化学方法制 

造食物，在技术上已证实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最 

君味道和营养价值都可能胜过天然食物。不过 

除非在战争或其它特殊条件下，在今后一段很 

长的时间内，天然食物仍将占主要地位，因为它 

的生产，也就是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 ，都较 

人造食物更为方便和经济。在天然食物中，动 

物性食物所占的比重相当大。 除家禽 和 家 畜 

外 ，人类还以野生或半野生的动物为食，其种类 

和数量都很可观，特别是兽类、鸟类、鱼类、贝类 

和虾蟹类。 近年来世界各地传统的经济鱼类， 

产量每况愈下，虾蟹类资源特别受到人们的重 

视 ，尤其是 虾类资源 ，通过不断地开 发与利用 ， 

产量逐年上升。五十年代全世界虾类年产不到 

50万吨 ，到七十年代就突破了 100万吨大关 ，目 

前大约年产达到 l7o一18 0万吨o。。我国近几年 

虾类的生产形势也着实喜人。对虾我国过去完 

金嫩靠捕捞，年捕捞量约 3千吨，到 l985年达 

到 2万吨。近年来又开展人工养殖，|982年养 

殖产量虽然只有 5700吨，但到 l985年就已达 

到 3万吨，超过了当年的捕捞量，到 1987年 ，竟 

达到 l4万吨以上。对虾肉昧鲜美，营养价值又 

高 ，深受 们的欢迎 ，也是 割 很 高的外 贸物 

资。对虾的大幅度增产离不 我匿一部分动物 

科学家对对虾的洄漪、增殖 、生殖 的研究 ，他 

们不仅为“菜篮子工程”和大量外汇的争取作出 

了贡献 ，同时也发展了甲壳动物学、动物生态 

学、动物发育生物学等等。 

石油为现代重要的能源之一，在工业、农 

业、交通、军事以及 日常生活上都不可缺少。石 

油象煤一样，都由生物沉积形成，煤主要由高等 

植 物 ，而石 油则 主要 由水生微 型生物 ，特别 是馓 

型动物转变而成。这些徽型动物有高台量的脂 

肪和蛋 白质，数量很大，在浅海或内陆湖泊缺氧 

闭塞的环境条件下 ，通过去氧加氢，并富集碳而 

生成石油。因此，根据地层中这些微型动物化 

石的分布 ，就 可 查明石 油资源 。 新 中国成立 以 

后，我们一部分动物科学家在勘探和开发我国 

的石油资源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壮大了 

队伍，发展了古动物学、古生志学、动物地理学 

等等。 

寄生是动物界相当普通的一种现象 ，营寄 

生生活的无脊椎动物称为寄生虫，而被寄生虫 

寄生的动物或植物则称为寄主(宿主 寄生虫 

种类不少，人体寄生虫就约有 250种，重要的如 

黑热病原虫，痢疾 内变形虫、疟原虫、日本血吸 

虫、华枝睾吸虫、姜片虫、肺吸虫、绦虫 、蛔虫、钩 

虫 、鞭虫 、蛲 虫以及 旋毛虫 等。人体的各 个部位 

都可能被不同的寄生虫侵袭而§l起疾病。由寄 

生虫引起的版病归纳起来不外四个方面：(一) 

寄生虫摄食人体养料，致使病人营养不 良而贫 

血；(二)寄生虫损伤人体细胞或组织，导致病 

人发生溃疡；(三)寄生虫分泌毒素，使人体 中 

毒；(四)寄生虫虫卵或幼体检塞微血管、肝管 

与胆管等，以致人体液流不畅，器官发生机能障 

碍。这些寄生虫病一般都是慢性病，表面上虽 

然不像由细菌或病毒所引起的急 性 病 那 样 可 

怕，但疏于防治，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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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我国广大人民，特别是贫苦的农民，遭受疟 

疾、血吸虫病、钩虫病与丝虫病等多种寄生虫病 

的侵害，以致贫病交迫，家破人亡。特别是血吸 

虫病，在长江以南十分流行，尤其江、浙两省最 

为严重。估计全国病人约有一 千万，受到感染 

威胁的人 VI超 过一 亿 。 流行严重的 一些农村 ， 

田园荒芜 ，十 室九空 ，真是“千村薜荔 人遗矢 ，万 

户萧疏鬼唱歌”o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和 

人 民政 府的 正确 领导下 ，血吸 虫病等基 本得到 

控制 ，旧社会猖獗一时的瘟神已被送走。 在防 

治寄生虫病的工作中 。．我们 部分动物辩学蒙 

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还发展了我国 

的寄生虫学、原生动物学、蠕虫学、蜱螨学、动物 

比较生理学等 。 

以上所述 ，仅是少数事例，实则动物科学与 

农业 、工业、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 

易 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国民经 济的各个部门 

都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建设需要动物科学，而 

动物科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也能获得目身的发 

展 。 

二、动物科学何处去 

科学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而且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它主要起源于 

物质建设的需求，因此妊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而 

才能得到发展 o-动物科学自然也不例外 ，就比 

较古老的分类学而言吧，这一动物科学的分支 

学科也是在资本主义经 济萌芽以后，方才迅速 

发展起来的。当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际，包 

括新大陆在内的地理上的重大发现，工业原料 

与新药材的寻求，动物园的开辟以及博物馆的 

建立等等促进了分类学的发展。我乐观的认为 

动物科学能面向国民经济，前途是十分宽广的， 

建设上很多工作正期待着我们的动物科学家去 

参与 。 

一 个国家的资源，也就是一个国家的 “家 

底”，摸清家底才能有效地进行建设，哪些该上， 

哪些不该上。探索自然资源及其最有效地加以 

利用的方法，都要依靠，而且也只能依靠科学． 

对我国的动物资源过去虽然进行过一些 盔和 

研究 ，但还远远不 足 有许多工作要做 ，就是 

在 方法上 ，也还存在一些 问题 ，侧如不重视动 蜘 

蕴藏 量的估算 。 

我国有不少传统的土特产都是重要的工业 

原料，也是外贸上的俏货。 这些土特产来 自野 

生动物 ，例如主要 产于四小的 虫 自蜡 ，由半 翅 目 

的一种昆虫 自蜡虫分泌的蜡质熬煮而成c虫 白 

蜡在古代与蜂蜡混合 ，制成蜡烛，在现代则广泛 

应用于各种工业，铸横和精密造型，特别是飞机 

零件的铸造，仪器与机械的防锈 、防潮以及润 

滑， 纺织箍与高级纸张的着光等等都需用虫白 

蜡 ；同时它也 是汽 车蜡 、地板 蜡 、皮鞋油与 化妆 

品的 重要 原料 。仅上 海市轻工业 每年就需 5千 

公斤。但是直到 目前为止，这些土特产品及其 

有关的动物仍用十分原始的传统方法进行制造 

与饲养，因此产量和质量都存在着不少问题，正 

等待 着动 物科学家 去解 决 。 

深入研究一种动物的全部生活史往往能有 

效地达 到增殖和大最人 工繁殖的 目的，阿蟹 生 

活史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河蟹是一种 

深受人们欢迎的水产珍品，自古以来 自生自灭， 

只捕不养，近年来由于搞清楚了它的全部生活 

史 ， 此 用天 然蟹苗或 人工蟹 苗进行 放流，使原 

来产蟹的地区明显增产 ，原来无蟹的地区也可 

以生产河蟹。我 国产不少经济动物，它们的生 

活史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动物科学要发展，必需 引进新设备、新技术 

和新 方法。 河蟹 生殖 细胞的 结 构、发育 以及 独 

特的机理多年来都未曾搞清楚 ，近几年来，我们 

应用一些较新的手段进行研究 ，就解决了不少 

问题。自然，我们也不该摒弃所有的旧手段和 

旧方法 ，只 用电子 显微 镜而不 用光学 显微镜 ，那 

怎么行呢 ?!我们 不是 赶时髦 ，应用新设备 、新技 

术和新方法，是为了解决问题，取得更大的成 

果 。 

三 、 小 结 

处在当今世界科技革命以及我国改革开放 

的新形势下，动物科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是抱 

残守缺?还是奋发前进?从事动物科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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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教学两方面，对我们而言，的确存在乐 

趣，具有魅力，但这种工作也决不是有趣的消 

遣。在 目前世界上任何政冶经济制度下，有谁 

愿意为科学家的兴趣而掏腰包呢?!科 学 要 前 

进，必须付出一笔过境费! 像牛顿那样闻名的 

科学家也不得不从事应用研究，达尔文大半生 

确是依靠个人的资财进行工作的，但这样的时 

代 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土壤对发展动物科 

学特别肥沃，祝愿我国的动物科学家自强不息， 

以振兴动物科学为己任，团结一致 ，在为经济建 

设的服务中奋发前进。 

我国农田蜘蛛利用研究进展 

王 洪 垒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我国蜘蛛估计有三千杂种，其中 80侣左右 

可见于农林草原生境之中。 蜘蛛与人的关系， 

我们祖先阜就有过评说，如二千年前的汉朝，即 

有“蜘蛛集而百事喜”的民谚流传，认为蜘蛛群 

豢 是韦年的征兆；明朝李时珍 著 本草纲目》， 

豫描述许 多蜘蛛可 _，j、中药治病外，并说“此虫 

设一面网，物触而后除之，知手诛不义者，取日 

蜘蛛”，为蜘蛛正名明确指出蜘蛛是为人类除害 

前 有益动物。明末清初到本世纪六十年代 ，自 

然科学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之时，我国却一蹶 

不振 ，对蜘蛛类研究更是少人过问，即使少数学 

者进行一些分类研究，亦视为禁区，被认为是钻 

冷门。因而舸人对蜘蛛留下的美好印象，逐渐 

彼人伯淡忘，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蜘蛛成了形 貌 

丑陋，有碍卫生，是对人类有害无益的不详之 

物 。 

真正试图进行农田蜘蛛 用研究，国外开 

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从七十年代初 

期 开始 ，比国外起步晚很多。 但国外主要从事 

应用性基础理论研究，很少进行保护利用试验， 

我国则不同，采取应用性基础理论研究与生产 

应用试验紧密结台，基础性研究为利用试验提 

供依据，试验中提出问题加深基础性研究，进展 

较快。因此，gl起了植保界的重视，研究队伍 日 

益扩大。七十年代初，我国只有三家少数同志 

从事此项研究，继而江苏、浙江、上海、湖北、广 

东、四川等省亦开展了研究工作，尤其是八十年 

代初，通过农业部委托 白求恩医大与湖南师大 

举办南北方农田蜘蛛分类与利用培训 班 以来， 

农 田蜘蛛研究工作迅 速 发 展 到垒 国 各 省 市， 

1986年，在中国动物学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 

妹形学专业委员会，现已有会员 1 37人。 由于 

研究队伍的壮大，研 究 工 作 进 展 较 为 ’迅速 ． 

19fl3— 1988年的六年中，已举行了全国性蛛形 

学学术讨论会三次 ，收到论文近两百篇，成效比 

较显著。目前 ，农 田蜘蛛资榴{及区系调查，蜘蛛 

生物学研究与保护利用试验已 居 国 际 领 先 地 

位 ；农田蜘蛛生态学研究，亦正在向生态系统、 

数理模拟与空阃生态位等方面向纵深发展；与 

国际上的学术交往亦 Et趋频繁，已与二十多个 

国家建立了联系。 

一

、 应用性基础理论研究 

(一)农田蜘蛛赍源与区系调查 从稻田、 

棉田开始，研究工作已扩大到农、林、草原及粮 

仓等 16个领域，比国外增加了玫瑰园、刺梨园 

及粮仓等范围。据初步调查统计，我国稻田蜘 

蛛即有 2l科、100属 、28 3种，比东南亚产稻国 

家的Et本多 3．5倍，比朝鲜多 4．5倍．比泰国多 

4．6倍。其它领域的蜘蛛种类也很多，如棉E}l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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