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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三大“绝”作　　生动精美、色彩艳丽的图画，一旦发现便忍不住翻开。
　　张弛有度、大方雅致的版式，一旦翻开便忍不住阅读。
　　贴近课堂、内容优美的选文，一旦阅读便忍不住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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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萤火虫的趣闻　　山东　尹衍国　　“萤火虫,萤火虫,飞到西,飞到东,好像星星眨眼睛,好像盏盏小
灯笼⋯⋯”　　仲夏的晚上,孩子们挥着扇子在草丛中一边追逐着那流动的闪闪“火星”,一边唱着歌
谣。
　　的确,萤火虫发出的闪闪的微光,宛如夜空闪烁的繁星,把大地点缀得更美丽。
　　关于萤火虫,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相传我国晋朝时候,有个青年叫车胤,他酷爱学习,但由于家贫,买不起蜡烛,晚上不能读书。
于是他就捉了很多萤火虫,装在薄薄的布袋里。
四五十只萤火虫的光,真能抵上一支点燃的蜡烛呢！
他就借着萤火虫的光刻苦学习,后来成为一位有大学问的人。
　　在西班牙和墨西哥偏僻的村落里,妇女们喜欢把萤火虫包在薄纱里,插在头发上作为饰物打扮自己,
有的还暗暗比赛,看谁头上的萤火虫最多,看谁头上最亮。
在美洲的森林里,有人把萤火虫装在透明的瓶子里,绑在脚上夜行照路。
　　萤火虫一生要经过四个生长阶段。
萤火虫妈妈喜欢在潮湿腐烂的草丛中产卵,它的卵很小,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见。
卵孵化出幼虫,几天后就变成蛹,最后由蛹变成萤火虫。
萤火虫的幼萤个儿很小,但胆量很大,敢与蜗牛较量,直至把蜗牛吃掉。
别看蜗牛爬行起来慢吞吞的,可它的舌头上长着135排牙齿,每排有105颗,总共有14175颗牙齿,糟蹋粮食,偷
吃蔬菜,厉害得很！
它的个儿要比萤火虫幼虫大一百多倍,但萤火虫幼虫有一套神奇的“法宝”。
你看,当幼虫找到蜗牛后,先用它那针头一样的嘴巴在蜗牛身上敲几下,这是干什么呢？
原来这是给蜗牛打麻醉针,连打几针以后,蜗牛就迷迷糊糊失去了知觉,动弹不得,最后终于瘫痪了。
幼虫又狠狠地给蜗牛注射消化液,蜗牛皮内的肉开始化成了稀稀的鲜美的肉汁。
这时幼虫便呼朋唤友,把它的同伴请来,兴高采烈地围在蜗牛四周,一齐把针管般的嘴插进蜗牛的皮内,津
津有味地吸起来。
幼虫吸足了,蜗牛也完蛋了。
　　幼虫长到成虫以后,开始在夜空中飞舞,一边飞舞一边发出短暂的闪光。
萤火虫闪光是为了什么呢？
原来它们是在吸引异性。
雄萤火虫在地面上空飞舞时发出闪光,意思是在询问：“萤姑娘,你在哪里？
”附近草地上的雌萤火虫也发出闪光,那是回答的信号,意思是说：“萤小伙,我在这里。
”雄萤火虫得到信号以后,便向雌萤火虫飞去,直到甜蜜的相会结束为止。
萤火虫那美丽的闪光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科学家们经过仔细观察研究,发现在萤火虫的腹部有个发光器。
这发光器由发光层、反射层和透明表皮三部分组成。
萤火虫发出的光是冷光,它不产生热。
人们通过萤火虫的发光原理发明了荧光灯——日光灯,它比同样功率的普通灯泡亮得多。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矿灯,用在矿井里。
因为矿井里充满着瓦斯,遇到一定热量就会爆炸,这种闪光灯不发热,所以使用安全。
又因为这种灯用电不多,不会产生磁场,所以军事上又用它作水下照明,去清除磁性水雷。
科学家们还用萤火素和萤火素酶制成生物探测器,把它发射到其他星球表面,去探测那里是否有生命存
在。
　　你瞧,关于小小萤火虫的趣闻真不少啊！
　　蚕　　江苏 刘幼枫　　小时候,我很喜欢养蚕。
在妈妈放鞋的纸盒上穿几个小孔,就成了我的“小蚕房”。
　　每当春天来临,蚕就破卵而出,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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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卵起先是白色的,以后逐渐转为棕黄色。
当卵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时,就预示着一条小蚕要孵化出来了。
　　蚕刚孵化出来时,只有小蚂蚁那么大,是黑色的。
吃了几天桑叶后迅速长大,身体也渐渐变白。
这样过了几天,蚕就挺着胸,抬着头,不吃也不动,开始入眠蜕皮。
　　蚕蜕皮时,外层的皮首先从头裂开。
这时,蚕全身慢慢地蠕动,头一伸一缩,好像在用力挣脱。
于是,皮从蚕的身上一节一节地脱落下去,灰白色的身体一节一节露出来,最后,外皮从蚕的尾部脱落下去
。
蚕脱下的皮皱皱的、小小的,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它刚才还容下了蚕那么大的身体。
　　蜕皮后的蚕便使劲地吃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就像一阵风吹过,送来阵阵急雨。
用不了多久工夫,桑叶全吃光了,只留下一些桑叶的茎。
给蚕吃的桑叶,一定要把水擦干,不然蚕吃了就会“拉肚子”。
　　蚕的一生要蜕四次皮,每次蜕皮后,都要长大许多,身体变得越来越洁白,越来越光亮,摸上去凉凉的、
滑滑的,感觉到好像里面藏着许多丝呢！
　　等到蚕完全发育成熟了,就要结茧,它就要寻找适当的地方结茧——或在一根稻草上,或在纸盒边,或
在桑叶之间的缝隙中,蚕高昂着头,上上下下地翻动摇晃,俨然是一位工程师在设计、建造自己的房屋。
细丝连绵不断地从蚕的嘴里吐出,一层一层地把自己围绕起来。
最后,结成了一个椭圆形的茧。
过几天,茧里的蚕就会变成蛹。
　　蚕蛹可以榨油,又是高蛋白的食物,据说七个蚕蛹的营养相当于一个鸡蛋呢。
蚕蛹在茧内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蚕蛾,蚕蛾能自己咬破茧壳飞出来生卵,这就是蚕的成虫了。
　　蚕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
在短短的四十几天的生命周期中,它吃的是桑叶,睡的是小纸盒,奉献的却是晶亮闪光的蚕丝。
蚕的一生,一刻也不停息,始终向着一个目标：吐丝、结茧,吐丝、结茧⋯⋯唐代诗人李商隐一首诗中写
道：“春蚕到死丝方尽。
”这不正是蚕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骆驼　　北京 陈长瑜　　在无边无垠的沙漠里,烈日当空,四周热浪滚滚,难得见到一点绿意。
从远处闪现出一队骆驼,伴着“当当”的铃声,稳步跋涉在疏松的沙子上。
看来骆驼对这恶劣的环境是丝毫不理会的。
　　这就是骆驼——一种性格温驯的动物,因为很能适应沙漠环境,作为沙漠中的交通工具而被人类喻
为“沙漠之舟”。
　　它们满脸的安详,半闭着大大的眼睛,伸着长脖子眺望远方。
那大大的圆锥状的驼峰格外引人注目。
粗壮的四肢支撑着庞大的身体,一切都显得那么稳重。
　　人工饲养的骆驼很听话,主人要赶路,它就自动跪下,主人一坐好,它就稳稳驮起主人,晃着尾巴,不紧
不慢地走起来。
骆驼与马、驴同是素食者,吃水草和一种叫“骆驼刺”的植物。
骆驼一般是不鸣叫的,但要是有人惹恼了它,它就吐一个粉红色的嗉囊,发出洪亮的“哼哼”声,从嘴里吐
出许多白沫,以警告对方,仅此而已。
　　骆驼很适应沙漠环境,自古被人们当作沙漠中的交通工具。
它身上长满蓬松的黄褐色的毛,就像一层隔热层,足以抵挡热浪的袭击。
它的脚掌有厚肉垫,能伸展,因此不会像骡马在沙漠中行走时会陷下去。
它粗壮的腿上有厚皮,这就使它在卧下休息时,不会被滚烫的沙子烫伤。
　　骆驼的驼峰是贮存脂肪和养料的“大仓库”,可以调节整个消化系统。
这样在缺水少草的沙漠里,骆驼可以六七天不进食而照常工作。
它的头颈很长,能看到很远的地方,使它不迷失方向,而且能及时发现沙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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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嗅觉也极灵敏,能找到沙漠绿洲。
　　在沙漠里,沙暴是常有的。
骆驼依靠它那独有的能开闭的鼻孔和双重眼睑挡住沙子,而不至于在沙暴中窒息或蒙住双眼。
　　骆驼的寿命大约有三十年,有双峰驼与单峰驼之分。
前者分布在我国西北及中亚、西亚,后者产于阿拉伯、印度及非洲北部。
　　骆驼的肉可以吃,毛可以制成毛毯,皮可以制革,又是理想的沙漠交通工具,它对于人类可谓作出极大
的贡献！
　　霸王龙　　河北 刘宽　　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种生物能像恐龙那样主宰地球长达一亿六千万
年之久。
恐龙的种类有上百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霸王龙了。
　　霸王龙又称暴君龙,它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食肉动物。
根据化石推测,它长约15米,相当于一个半教室长;高约6米,跟两层楼房的高度差不多;重约6吨,等于一头大
象的重量。
　　早在19世纪,人们就挖掘到恐龙化石,但霸王龙化石直至1902年才见天日。
人们刚看到它的化石时惊呆了：它的头长达1.2米,光嘴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并且可以像蛇一样张得很大,
以至能吞下一个站着的人。
但跟它庞大的身体极不相称的是,它的前爪十分细小,仅有0.7米长,连自己的头都摸不到。
你可能会想,这么短小的前爪有什么用呢？
据考古学家分析推测,由于霸王龙处于半直立状态行动,而睡觉时则趴在地上,要想站起来就必须靠前爪
支撑。
　　霸王龙这么大的个子,它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呢？
这也是它身上最大的谜团。
绝大部分科学家以为,霸王龙应该像它的名字一样,是“龙”中霸王,是一个可怕的杀手。
因为霸王龙的眼位置靠前,类似现代哺乳动物,所以它的视野很广阔;它的嘴里长有匕首般的牙齿,长约18
厘米,边缘带有小锯齿并向后弯曲,猎物想从它嘴里逃脱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霸王龙的骨骼较粗壮,它的
力量应当很大,这对于捕获猎物有很大帮助。
据此推断,霸王龙的胃里装的主要是靠自己勇猛猎捕得来的猎物。
　　还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霸王龙的主要食物是柔软的腐肉,它的大个子不过是为了吓跑它的食物争
夺者罢了。
因为霸王龙的小腿骨比大腿骨短,所以它跑起来速度仅为8千米/小时,用这个速度追捕大多疾走如飞的其
他动物,简直比登天还难。
　　尽管霸王龙高大、威猛,但它的脑容量相对来说实在太小了,甚至连“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标准
都达不到,所以它被更高级的哺乳动物从食物链的最高层赶了下来。
也正因如此,现在,只有它那庞大的化石在博物馆里静静地站着,好像在默默地说：唉,适者生存！
　　蜘蛛　　江苏 莫苟　　蜘蛛,这可怜的小生灵,当它被母亲产入丝囊,还是卵时,就失去了妈妈。
但是,人们并未因此而同情它,却对它那黑黢黢的丑态感到恐惧和厌恶。
房前屋后的蛛网,标志着不讲卫生;舞台上蛛网的出现,则又象征着环境的凄凉。
总之,蜘蛛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不祥之物。
　　然而,这是不公平的。
　　蜘蛛不是昆虫,而是节肢动物,其近亲有蟹、大螯虾、小蜊蛄、蝎子以及盲蛛等。
它的身体主要分两部分：头、胸和腹。
体外有一层硬皮包裹着,没有翅膀和触角,一般有八只以上的眼睛（通常是八只单眼）,没有嚼颚,但有一
对尖牙,用来榨取捕获物的液汁。
　　蜘蛛的腹部通常有六个喷丝口,丝来自蜘蛛腹内的腺。
蜘蛛喷出的丝是很细很细的,粗仅0.016毫米,但它由数十根细丝拼成的,既不怕水,又不受温度、湿度影响
。
所以,蛛丝成了现代光学仪器中不可替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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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国家还把蛛丝编成闪闪发光的窗帘、台布。
　　目前,蜘蛛除了供药用外,还可作为机械设计的“生物原型”来研究和模仿。
因为,生物学家发现蜘蛛那八条灵活自如的腿中没有肌肉,它的运动完全靠腿内的液体压力变化来支配
。
这就启示人们去研究新型的液压传动的机械装置。
　　蜘蛛不仅在人类的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而且在人类的清洁工作方面也作了巨大的贡献。
　　蜘蛛结网,是为了捕获食物。
它不论在任何地方结丝张网,都会捕到大量的昆虫,如苍蝇、蚊子等。
这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确是人类消灭害虫的好帮手。
　　蜘蛛在捕捉害虫之前,先织好网,并把最后一根丝连在身上,作为通向网的桥梁,然后爬到附近藏起来
（通常在树叶底下）。
当连着网的那根丝被拽动时,蜘蛛便知道有“活点心”送上门来了,许多蜘蛛是呆在网内等猎物的。
一旦猎物被抓住,蜘蛛就用丝缠住它,再用尖齿将它麻醉,然后吸吮它的液汁或留着作为下一餐的食物。
每次抓到猎物,网就要受到破坏,必须加紧修补。
因此,蜘蛛几乎每天都在织新网。
　　可是,人们并不理解它的辛勤劳动,而是被它的出现吓一跳,对它刚付出巨大代价的艺术杰作表示反
感。
于是,这个小生灵就因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相貌丑陋而蒙受着不白之冤。
　　我却为它那种不屈的性格所倾倒,更为它那种虽不为人所理解,却从不生气、申辩,仍然执著地工作
的精神听深深感动。
　　蝎子　　山东 安冬　　蝎子是最古老的陆生节肢动物。
今天,蝎子以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药用价值,身价倍增。
这一古老的节肢动物又焕发了“青春”。
　　蝎子属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蝎目,钳蝎科。
在世界上的种类约10013余种,我国有15种以上。
它们多分布在山区的荒石丛林中、地堰边。
　　蝎子的身体长得和蜘蛛很相似,只不过蜘蛛的身体粗短些,蝎子的身体扁长些,体形就好像民族乐器
中的琵琶。
头部有一对螯肢,往下依次又有四对触肢。
螯肢较为粗壮,像两个大钳子,总是威武地摇来摇去。
蝎子的尾部分节,共有5节,像钢鞭一样整日弯曲上翘着。
尾部的末端有一毒针,这是蝎子御敌和捕食的武器。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西游记》中猪八戒被蝎子精蜇得鼻青脸肿的惨状吧。
　　蝎子喜潮怕湿,喜群居,好静不好动,喜暗惧怕强光刺激,属于昼伏夜出的动物。
在温暖无风、地面干燥的夜晚,8点钟以后,蝎子才出来活动,翌日凌晨2~3点钟便回窝栖息。
白天一般见不到蝎子的踪影。
　　有这样一种说法：蝎子吃的是土,喝的是露水,其实不然。
蝎子属于肉食性动物,尤其喜食柔软多汁、含蛋白质丰富的小动物。
蝎子捕食时,先张开蟹螯状的钳,向猎物步步逼近,然后突然将猎物钳住,同时用锋利的毒针将猎物刺伤,使
其处于麻痹状态。
蝎子没有咀嚼器官——牙,但能从口中分泌出一些消化液,将捕获的猎物慢慢在体外消化,再吸人体内。
在一般情况下,蝎子是不喝水的。
蝎子体内的水分主要从食物中取得,还能通过皮肤从潮湿的空气中和土壤中吸取。
蝎子的生命力很顽强,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也很强,在食物缺乏的情况下,可忍受饥饿一年而不死。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仔蝎是从母蝎的背上出生的,仔蝎出生后,母蝎就死掉了。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蝎子属卵胎生,仔蝎是从母蝎腹面的生殖器产出的,一胎可生15~35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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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蝎有负仔的习惯,出生后的小蝎约4分钟后就能沿着母蝎的触肢和头胸部爬到母蝎的背上,因此许多人
误以为蝎子是背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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