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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 还 说“ 打 草 惊
蛇”。传说故事中的蛇，通

常是敏锐、机警的形象，这是因
为蛇类的听觉、视觉格外发达
吗？恰恰相反。

实际上，蛇没有外耳和鼓
膜，只能靠耳柱骨将来自于地
面的低频振动传导至内耳，听
力 接 收 频 率 范 围 仅 有 50~
1000Hz，远远小于人耳的听觉
感受范围（20~20000Hz），因此，
蛇类的听力属实差得可怜。此

外，大多数蛇类视力也高度退
化，是天生的近视眼，仅对运动
的物体较为敏感。

不过，蛇类的嗅觉并不“拉
胯”，除了拥有鼻腔、嗅觉感受
器、嗅觉上皮和嗅球组成的主
嗅觉系统外，还拥有一套由舌
头、犁鼻器、犁鼻上皮和副嗅球
组成的副嗅觉系统。基因组创
新也给蛇类的发达嗅觉系统提
供了遗传基础。此外，部分蛇
类还进化出了独特的红外感应

功能，能让蛇类根据温度差异
成像“看”到猎物。

看来，上天给蛇类关上了
几扇门，还是给它留了一扇开
阔的窗，没有四肢却一路“蛇行
向前”。

（综合央视新闻、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微信公众号“科学
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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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丰泽区灯星乌洲幼儿园(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35050377065174XK)，地址：泉州市丰
泽区泉秀街道灯星社区乌洲村宝洲路 252 号巷
10-2，办学许可证号:教民 235050360000138 号，
因生源减少无法继续办学，经幼儿园理事会研究
决定终止办学。

特此公告。
泉州市丰泽区灯星乌洲幼儿园

2025年2月17日

终止办学公告
泉州台商投资区英群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505216628059754）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
定，拟向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小组，与本单位有债务债权关系的单位和
个人请于45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申报债权债务，逾期
法律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曾新杰 电话：13960372796
地址：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镇群山村60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英群学校清算小组
2025年2月17日

清算公告

乙巳蛇年春节刚过。在十二生肖中，蛇是一
个特别的存在。蛇没有四肢却能游走自如、无比
灵活，无论是细细的小蛇，还是粗壮的蟒蛇，都能
吞下比自己体形大很多的猎物。蛇又“聋”又“瞎”
是怎么感知周围环境的？蛇为啥会把四肢进化没
了？……蛇身上有太多谜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今年的生肖“值日生”——蛇。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
振东南，介胄之事，膝语蛇
行，不敢举头。”——明·《徐
文长传》

膝语蛇行是指跪着说
话、像蛇一样伏地爬行，形
容极其畏服的样子。这一
成语生动地借用了蛇的运
动方式，也和我们对包括蛇
在内的爬行动物命名有异
曲同工之妙。

爬行动物是脊椎动物
亚门爬行纲所辖动物，由于
这类动物运动时采用腹部
着地，四肢向外侧延伸而匍
匐前进的典型爬行方式，故
得名。

尽管没有向外延伸的
四肢，蛇类在分类上也属于
爬行动物纲。南京古生物
博物馆展陈部主管贺一鸣
介绍，人们一般说的蛇是指
蛇亚目动物，属于爬行动物
纲下的鳞龙目。鳞龙目包
含我们现在熟悉的蜥蜴、蛇
等动物。如果探究起源演
化，现代蛇亚目和它们的祖
先等可以被归入“泛蛇类”
一并追溯。

简单来讲，“泛蛇类”是
一群长得非常像蛇的蜥
蜴。现在普遍推测，蛇类是
从蜥蜴类演化而来的，二者
的亲缘关系非常相近。远
古发现的蛇类主要生活在
海洋、沼泽、森林等环境中，
与现代蛇类的生存环境非
常相似。

蛇类的物种多样性很
高，目前全球共有蛇类4038
种，分别隶属于35科700余
属。蛇类的分布范围极广，
除南极洲外的其他大陆与

海洋均有分布。蛇类具有
如此之高的多样性与广阔
的分布范围，说明它们是一
个演化极为成功的类群，但
能够发展至今，蛇类的演化
之路可谓是筚路蓝缕。

蛇类起源于1.2亿年前
的白垩纪早期，其祖先曾在
白垩纪时期与恐龙共同生
存。尽管起源古老，但早期
蛇类却恨生不逢时。

彼时，恐龙在多种生
态位上存在压制，蛇类在
当时只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营穴居生活而勉强度日，
并未形成较高的多样性。
直到发生在 6600万年前白
垩纪-古近纪的大灭绝事
件使恐龙时代落下帷幕，
蛇类才抓住了时机迅速发
展，物种多样性得以迅速
攀升。

而后，古新世新热带地
区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
很高，在一定温度下，变温
动物的最大体形受代谢率
限制，因此蛇类的平均和最
大体长都有所增加。“明星
蛇”泰坦蚺就是这一时期的
产物，泰坦蚺也是迄今为止
体形最大的蛇类，蛇体估计
总长可达 13 米，体重超过
一吨。

不仅如此，现生蛇类多
样性的代表类群——占到
现生蛇类总数 80%以上的
真蛇下目也是在恐龙灭绝
之后才开始辐射进化，短时
间内形成了大量的类群，毒
蛇类群也开始出现。所以，
纵贯蛇类的演化历史，真蛇
下目算得上是砌墙的砖头，
后来居上。

那么，与四足俱全的“祖
先”蜥蜴相比，蛇类“丢掉”了四
肢，这又是为何？

蛇类的四肢丢失是一个复
杂而漫长的演化过程。目前的
主流观点认为，这一变化是为了
适应地下生活，使得蛇类能够在
地下钻洞，更好地捕食和逃避天
敌。

随着科研的进步，古生物
学家已陆续发现具有后肢的蛇
类化石，目前越来越多的化石证
据已表明蛇类的四肢在演化中
经历了逐渐丢失的过程。2015
年科学家们又在巴西发现了早
白垩纪时期具小巧而完整四肢
的蛇类，在捕食或交配过程中，
四肢可能起到抓握作用。

由此可见蛇类的祖先也是比
较爱惜身体的，四肢缺失的过程
并不是由于哪一代蛇一蹴而就，
而是世世代代“深思熟虑”才“决
定”下来的。而这种有四肢的祖

先蛇类的学名被命名为Tetra⁃
podophis，意思是有四条腿的蛇，
可谓是真正的“四脚蛇”了。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
士后史静耸介绍，早期蛇类的穴
居生活往往要求生物具备更为
灵活的身体和更强的环境适应
能力，以适应狭小、复杂且多变
的空间环境。这种选择压力可
能促使了蛇类祖先在身体结构
上发生一系列适应性变化，如身
体变得更为细长、脊椎更加灵
活、内耳与听觉和平衡相关的结
构变得更为发达等。

其次，穴居环境可能减少
了四肢在移动和捕食中的必要
性，从而加速了四肢退化的过
程。“在很多早期蛇类化石中，我
们可以看到短小的前后肢的存
在，即使在现生的蟒蛇类中也存
在一个后腿的残余。”

虽然蛇类四肢缺失的形态
演化的历史已经渐渐清楚，但是

这一现象背后的遗传因素仍然
未知。此前研究发现蛇类的
SHH基因增强子（ZRS）特异性
缺失了17个碱基长度的遗传序
列，可能是导致肢体发育异常的
原因之一。

在 2023年的一项研究中，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李
家堂团队基于大规模多组学技
术与基因编辑等研究手段，全面
揭示了蛇类起源及特殊表型演
化的遗传机制。相关论文发表
于国际期刊《Cell》。

本次论文的研究团队发
现，蛇类中与前后肢发育、胚
胎指形成等相关遗传信息发
生 了 多 个 重 要 改 变 。 其 中
PTCH1 蛋白特异性缺失了三
个氨基酸残基，表明编码基因
突变和结构变异也可能是导
致蛇肢体丧失的原因。因此，
蛇类四肢缺失的谜题也正被
逐渐破译。

俗话说，“人心不足
蛇吞象”，据《山海经》记

载，有一种生于南海的巴蛇，体
形巨大可以吞食大象，消化了
三年，才把象的骨头吐出来。
虽是俗语、传说，却把蛇进食与
消化的科学特征展现得淋漓尽
致。它们真的能吃下比自己大
很多的生物。

实际上，蛇类能够将嘴张
开到 130°，不加咀嚼地直接吞
食猎物。这是由于蛇类头部的
下颌骨通过方骨间接与脑颅相
连，左右下颌骨在颏部以韧带

相连。这些形态特征使得蛇嘴
可以吞下比自己身体大得多的
食物。研究发现，头骨形态相
关的基因编码改变也与蛇类头
骨进化有关。

同时，蛇的消化功能也可
谓是“天赋异禀”，很多蛇类每
年可以仅进食几次而忍饥挨饿
数个月，是“三年不开张，开张
吃三年”型吃货的典型代表。
为了适应长期饥饿，蛇类索性
丢掉了负责刺激脊椎动物食欲
的食欲调节激素 GHRL 及其
受体GHSR，也就是“感觉不到

饿就不会饿了”。
就连长期挨饿后暴饮暴食

的后果，蛇也有独特的应对方
法。蛇类消化系统相关基因与
胰腺发育调节因子经历了快速
进化，遗传物质的改变进一步
增强了其在长期食物匮乏状态
下生存的能力。

有传说中可以吞象的大
蛇，也有只能吃蚁类的小蛇。
例如体形极为细小的盲蛇，一
般体长仅有 10~20cm，形似蚯
蚓，穴居隐匿生活，以地缝或树
洞中的蚂蚁、白蚁为食。

蛇类的漫长演化之路到底有多长？

焦点一
蛇类的四肢是如何丢失的？

焦点二

蛇类真能吃下比自己大很多的生物？焦点三

蛇类的听觉视觉格外发达吗？焦点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