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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是动物身体中最坚硬的部分，数

目较多，像一条珍珠链子。老虎、猎狗、

鲨鱼……都靠牙齿独霸天下，在攻击与撕

咬中，不断地磨损，又在不断地修补，所

以它们的牙齿并不像贝壳那样闪光。还听

过另一个有趣的说法：牙齿是肾的花朵。

既然是花朵，就有漂亮的颜色，就有花瓣

凋零的时刻……

但动物的牙齿，毕竟是谋生工具，

不能天天用来赏“花”的。牙齿要不断使

用，才会坚韧无比。一种动物，是不是很

厉害，源自它独特的武器——牙齿是否恐

怖，是不是有力量。如果这些牙齿的恐怖

性和攻击力，你没有见识过，那么我就做

一个比喻——最令人害怕的动物牙齿，表

面看安安静静，像座“死火山”；可一旦

招惹它，它就变成了“活火山”，强烈爆

发出来。

呵呵，每种动物到底有多少颗牙齿，

有多厉害，非得面对面研究不可。不要

怕，随我来——

 

用牙走路的海象
海象个头不小，终生生活在北极圈

内，却是用牙齿走路。

海象生有一对巨大的长牙，最长可

达1米，重约4公斤，特别引人注目。这

巨大的长牙，有“象牙拐杖”之称，其根

部生于上颌，尖部从两边的嘴角垂直伸出

嘴外，形成獠牙，很像陆生动物大象的门

齿。

海象的身体很重，走路时就靠两只尖

利的长牙钩住冰面，带动身体前行。遇到

冰山时，它们就用这对长牙，像登山运动

员手中的冰镐一样，一步步地“刨”住光

滑的冰体，然后一点点地向上攀登! 

海象的长牙，一生都在长个不停。

这对长牙，对于北极圈动物来说，太有

用了！冰上行走，如果没有划出冰痕的工

海象：咱用牙走路的样子，够帅吧！

奇异无比的动物牙齿
文、图 / 付秀宏

Amazing animal teeth

具，固定不了身体，不摔跟头才怪呢！在

冰封的海下，海象的长牙还能用来凿开冰

洞，以便畅快呼吸呢。  

鲨鱼的利齿打不过盲鳗角齿？  
电影《大白鲨》，让大家对鲨鱼袭

击心存恐惧。对人类来说，任何超过1.8

米的鲨鱼都是潜在威胁，因为它们块头够

大，有发达的下颚和锋利的牙齿。白鳍鲨

是最凶狠最胆大的，虎鲨和牛鲨也非常厉

害。一条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口尖牙，

无疑是海中“恶霸”的特征。大白鲨的牙

齿边缘，具有细锯齿，呈三角形，像锯子

一样锋利；虎鲨的牙齿宽大，呈臼状，深

深咬下一口，然后把它捣滥揉碎。

鲸鲨虽躯体庞大，但它的牙齿却短

细如针，总数共有15000多颗，每颗牙齿

仅有火柴头那么大，它们像铺路的石子

一样，一颗一颗整齐地排列着，形成一条

宽宽的输送带，用来不断磨碎虾、蟹和贝

类，所以它是“拣芝麻”的大块头。 

鲨鱼的牙齿没有定数的，有的鲨鱼

每年能长几千颗牙齿，原来的牙齿老化松

动后，会被后面一排新牙所取代。鲨鱼的

牙齿，都有大约三分之一处于更换过程之

中。 

鲨鱼的齿式切割方式，可归纳出不

同类型：切、拔、攫、咬。鲨鱼的牙齿

不仅锋利无比，而且强劲有力。有人曾将

金属咬力器藏在鱼饵中，用来测定一条体

长2.5米的鲨鱼的咬力大小，结果其咬食

压力高达每平方厘米3000千克！由此看

来，有些商轮海员在航海日记上所记载

的轮船推进器被鲨鱼咬弯、船体被鲨鱼咬

破，是非常真实的。 

茫茫大海中，生活有一种锯鲨。它有

一个由上颚演变而来的“长锯”，这是一

把极为锋利的骨板“锯”，其长度为身体

的2/3。它捕食鱼类，主要靠这个特有的

“武器”，在海里左右挥动，不少小动物

会死于它的“锯”下。

可再强的利牙，也有疏于防备的时

候。谁也不会想到——人称“冷面杀手”

的鲨鱼，却被不起眼的盲鳗的“利牙”残

害。大家看，盲鳗的出现，是以亲昵形式

开场的，盲鳗用黏滑的吸盘吸附在鲨鱼

身上，缓缓滑向鲨鱼腮边。它那不断分泌

黏液的吸盘，在鲨鱼皮肤上移动，鲨鱼很

是受用。盲鳗瞅准机会，突然滑入鲨鱼的

身体。它舌上收起的两排角质利齿突然伸

出，以活塞状啃食鲨鱼的腹腔。盲鳗一小

时能吃下自己体重两倍的血肉呢，太不可

思议了。用不了多久，盲鳗呼朋引伴，就

把一条鲜活的大鲨鱼，从里往外吃得只剩

下空荡的皮囊。 

牙中极品——象牙 
在各式各样的动物中，獠牙最发达的

动物却是性情温和的大象。谁也没有想到

吧！

大象的犬齿，并不发达。上、下颌的

每侧共有6枚臼齿，而且很大，呈块状，

但并不是同时生出，而是轮流生出，每一

批只生出4枚，另一批“候补者”在后面

半隐半现，等前一批磨损消耗得不能再用

时才逐渐发育出来。

鲨鱼：我的牙齿就是切割锯

象牙：威望、智慧、圣洁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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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臼齿使用时，齿根能够继续

生长相当长的时间，以此来抵消磨损，但

磨损仍然比生长的速度快。当齿冠磨平之

后，齿根就不再生长，而被吸收掉，这样

后边的牙齿就顺序生长出来，并沿着颌部

向前扩张。这六批臼齿可供其使用一生。 

大象最令人敬仰的，是它生有一对终

生不断生长，但永不脱换的长大门齿。这

便是被人们称为象牙的东西，长达2米左

右。在现生的大象中，非洲象的象牙比亚

洲象的长，并且雄性和雌性都有，而亚洲

象只有雄性有象牙。 

象牙的作用很大，可以在土地上挖

掘，在潮湿的泥沙下寻找水源，是其辅助

采食的重要工具。在象牙上，也能帮助携

带其沉重的长鼻子，或是还不会走路的幼

仔。当然，象牙更是自卫和攻击的有力武

器。 

因此，作为动物牙齿中的极品，象牙

具有传说般的无穷力量，是威望、智慧、

圣洁的象征。

蛇类的毒牙 
蛇类，最令人惧怕的是毒蛇。无毒蛇

与毒蛇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毒蛇上颌的

牙齿中，一般有2个牙齿变形成为毒牙。

毒牙的基部通过导管与毒腺相连，咬噬时

引毒液进入伤口。毒牙后面常有后备齿，

当前面的毒牙失掉时，后备齿就递补上

去。

毒牙又分为管牙和沟牙，沟牙又有

前沟牙和后沟牙之分。前沟牙类毒蛇的毒

牙，长在其他牙齿前面；后沟牙类毒蛇的

毒牙长在后边。

管牙类毒蛇，在上颌骨前部有一对长

而略弯的管牙。游蛇类中少数种类上颌骨

的后端，长有2～4枚较长大而有沟的毒牙

（后沟牙）。眼镜蛇类，在上颌骨前端每

侧有1枚毒牙（前沟牙）。蝰类，在上颌

上有管状毒牙（管牙）。 

牙齿最多的动物——蜗牛
蜗牛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虽

然它嘴的大小和针尖差不多。在它的舌

头上长着无数细小而整齐的角质牙齿，科

学家称之为“齿舌”。最多的有135排，

每排105颗以上。最多牙齿的蜗牛，达到

25600颗！ 

当蜗牛找到食物时，它会分泌一种相

当于4%的硫酸溶液的酸性唾液，将食物

的外部软化，然后用带牙齿的舌头将食物

一点点撕碎吃掉。蜗牛的唾液和牙齿，是

最有力的进攻武器。

齿舌的表面，就像擦姜末用的锉刀

一样，有一些角质的小齿整整齐齐地排列

着。蜗牛吃东西的时候，就用这把“小锉

刀”把植物的叶子磨碎，再一点点地吃下

去。虽然它的牙齿很小，肉眼无法看到，

但十分厉害。即便你把蜗牛放入一个比它

的身体还硬的硬纸盒中，它也能咬破硬纸

板爬出来。 

蜗牛牙齿虽多，却往往吃素，很少吃

肉，而且它还挑食，葱、姜、辣椒、韭菜

等气味很大的食物，它是不吃的。当然，

有一些蜗牛也喜欢蛋白质食物，它会捕食

体形较大的软体动物当美餐。

最令人类惊骇的动物牙齿
不久前，来自俄罗斯、瑞士等国的动

物学家和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在俄罗斯

首都莫斯科的牙齿学术研讨会上，评出了

“最令人类惊骇的动物牙齿”。

一种叫“乌卡力”的猴子，仅在南美

的热带雨林中生活。这种猴子具有一口让

人恐怖的牙齿。科学家甚至发现，这种猴

子的牙齿，不断地生长，把面部都挤压变

形了。由于这种猴子的数量非常少，已被

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

黑龟，一种生活在北美洲海岸附近的

动物。它外表憨厚，性格温顺，但是却长

有一副带有毒性的牙齿，在遇到攻击的情

况下，它会露出非常恐怖的牙齿。呵呵，

科学家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带有毒性牙齿

的龟类。

无毛猫，配上它尖利的牙齿，足以令

人毛骨悚然。无毛的外表加上尖利无比的

牙齿，令人恐怖的效果超过老虎和狮子。

英国斗牛犬的牙齿，也是一大奇观。

英国牧羊犬的牙齿，具有强大爆发力，它

们的爆发力是经过测试的——可以担负上

百吨重的货物。如果它们攻击人类，就不

是惊骇那么简单了。

无论是在艺术作品中，还是在真实的

生活中，吸血蝙蝠的牙齿一直是人类最害

怕的东西。智利吸血蝙蝠，特别是这种来

自智利的吸血蝙蝠，它的牙齿不仅可以吸

血，还可以撕咬数倍于自己体重的动物。

据说，一群智利吸血蝙蝠，可以在数秒钟

之内将一头成年马“变成”骷髅。

有一种外表温和的动物，名叫长鼻

马，生长在印度。生物学家很早就注意到

了这种动物的觅食方式，它们用牙齿将小

虫子毒死然后吃掉，鼻子只具有散热和寻

找气味的功能。在长鼻马的牙齿缝隙里，

动物学家竟然可以检测到十几种剧毒的物

质。看来，越是温顺的动物，牙齿的奇异

性越让人惊愕。  作者单位：河北省作

家协会会员

【背景之忧】2010年，微博问

世；2011年，政务微博开始活跃；2012

年，环保政务微博遍地开花；2013年，

环保政务微博蓬勃发展，但在举国雾霾背

景下疲于应对；2014年，当市民环境诉

求日益增多，改善环境质量压力日趋加大

之时，面对更加汹涌的网络热议，环保政

务微博何去何从？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新浪

政务微博报告》，十大环保微博赫然在列，

但仔细观察，十大环保微博无论是在粉丝

数、微博数，还是活跃度、传播力以及引导

力等多项指标均逊色于公安、交通、旅游、

气象以及医疗卫生等政务微博。

环保政务微博的诞生和崛起既是处于

舆论风口浪尖的环保部门改进宣传方式的

有益尝试，更是聆听民意、解决民众环境

信息需求的有效方式。目前已开通且有效

运作的省市级环保政务微博不在少数，但

其发挥的作用与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尚不匹

配。

【发展之惑】客观来说，由于环境

质量难以明显改善之背景，环保微博需要

更多地接受粉丝的投诉、质疑甚至责难。

但从环保微博的自身发展来说，仍然存在

着诸多问题。

一是开通数量有限。从分布来看，

环保政务微博几乎遍布各省市，部分省

市已经达到了全覆盖。但在全国党政机构

微博部门分布中，环保政务微博仅占总数

的0.8%，远落后于公安、团委等热点部

门。究其原因，区县级环保系统因客观存

在的人力、财力等原因微博开通较少，自

主性较低，而很多基层环保问题的疑惑恰

恰需要区县环保系统工作人员去解决。

二是信息公开有限。就开通的环保

微博而言，信息价值较低，难以令粉丝满

意。试行多年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没

有得到有效落实，网民关注的污染排放、

环境执法、排污费征收以及违法处罚等事

项公开较少，部分涉及公众参与的环评事

项也较少通过微博公开。

三是解疑答惑有限。全国各地环保政

务微博信息主要包括空气质量发布、科普

知识以及动态新闻等内容，多为一次性发

布，咨询回复较少，反馈沟通缺乏，且存

在很多机械式回复。据悉，各地环保政务

微博多由宣教人员在打理，缺乏全员参与

的管理机制，业务部门甚少介入，很多环

境问题因为发布人员吃不透、摸不准导致

回复上说不清、道不明。

四是主动策划有限。各地环保微博存

在较为普遍的问题是：投诉多答复少，抱

怨多引导少，转载多原创少，自说自话现

象突出，议程设置相对缺乏。即便针对最

关心的雾霾话题，仍然缺乏统一的宣传策

划以及线上线下的活动组织。

【解决之道】解决环保微博管理

之道，首当明确环保政务微博之定位，

微博的开通对某些部门来说可能是“多事

儿”，但是环保宣传如果不“多事儿”，

很容易就会“出事儿”，这样的例子已不

在少数，诸多环境群体事件的爆发与环境

信息公开的缺乏存在很大关系。微博这一

网络新媒体给环保部门提供了绝佳的舆论

平台和话语阵地，既能主动公开又能了解

民意，其时效性和互动性的优势又冠绝传

统媒体，不加以利用太过可惜。是否开通

官方微博，能否有效进行管理已成为各地

环保系统是否敢于担当，能否守土有责的

重要参照。

其次，环保部门应明确政务微博绝

不仅仅是官方网站的微缩，在注重主动

发布的同时，更应注重传播意义上的双向

互动，一条信息的发布并不是这条信息在

传播上的终结，及时的反馈甚至更为重

要，反馈能让粉丝看到的不仅是对疑问的

交代，更是交心，共同的问题让我们有共

同的关注，共同的关注引导我们共同去奋

斗，每一次真诚的反馈都将是环保正能量

的有力凝聚！

再者，建立全员参与的管理体系是环

保微博得以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保障。环

保的每一项工作都和公众息息相关，每一

位环保工作人员都应当有面对媒体和公众

主动发声的责任和能力。宣传部门更多的

是整理和加工信息，倘若没有业务部门的

支持，单靠宣教机构管理微博怕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海量信息时代，网络更爱微言大义。

环保微博能否活出精彩、魅力四射，关键

不在信息之多而在信息之精。原创内容首

当提倡，这是创造信息的过程；线上线下

联动同样重要，这是对粉丝建言的尊重；

公众参与活动亦不可少，环保更需要每一

位网民的支持。更开放的姿态、更真诚的

态度、更积极的行动将是环保微博改革创

新的孜孜追求。  作者单位：南京市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莫让环保政务微博机械化运作

文 / 张健  祁伟骞

蛇牙：恐怖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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