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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静耸

渝中区科协深入社区
开展科普设施检查

市应急管理局着力提升
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能力

蛇为什么能吞下
很大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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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虽然，“蛇吞象”这一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但这生动
地反映了蛇的吞食能力——大多数蛇类的确能吞下比自己头
和身体宽得多的猎物。不过，大多数人对蛇吞食猎物的行为的
了解可能还是来自科普书籍或是纪录片，仍然有很多细节值得
进一步探索和推敲。

九龙坡区科协开展
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龙丽竹）近日，九龙坡
区科协在重庆科技馆九龙坡区体验空间通
过科普讲座、知识竞赛等方式开展垃圾分类
科技志愿者服务活动。

讲座上，科技志愿者熊芬为家长与孩子
们介绍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讲
解了垃圾的具体分类，呼吁大家积极踊跃参
与到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中去。活动结束
后，在科技志愿者的带领下，家长与孩子们
还体验了科技教学仪器，加深了对孩子们的
科学启蒙。通过开展垃圾分类科技志愿者
服务活动，增强了青少年对垃圾分类知识的
了解，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不断提高
青少年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

江北区科协组织机关党员
深入企业开展实践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承斯）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11月以来，江北区科协联合中共
江北区委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区直机关党员
干部走进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开展多场
科技企业实践活动。

活动中，江北区机关党员干部近距离
感受了“工匠精神”与“自主创新精神”，参
观了总装车间流水线上智能有序的生产作
业。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
机关党员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
与发展，提升精准服务科技企业和科技创
新的自觉意识，进一步落实好区委“三送两
办一访”的工作要求，为江北区实现高质量
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北碚区科协“典型传感器
概论”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近日，北碚
区科协走进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为该公司干部职工开
展了以“典型传感器概论”为主题的培训
讲座。培训讲座上，重庆功能材料学会的
陈洁博士围绕“传感器的分类及应用”等
方面对传感器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讲解。
讲解结束后，陈洁博士与重庆功能材料学
会聂尊誉秘书长对讲座上的问题作了一
一解答。

通过此次培训，该公司干部职工将更
好地把握传感器企业的需求，有助于服务
企业入驻北碚传感器产业园，发挥产业集
聚效应，加快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蛇有多少块骨头

对于现生的真蛇下目中的蛇类而言，其骨骼主要
分为头骨、椎骨和肋骨，其中，椎骨又分为寰椎、枢
椎、颈椎及尾椎。蛇类没有典型的四肢，也没有附着
四肢的肩带、腰带及骨盆。事实上，蛇并不是绝对没
有“四肢”，只是在演化的过程中，出于对某种特殊环
境和生活方式的适应，而出现了四肢逐渐退化的现
象。由于蛇类四肢高度退化，所以捕食、吞咽等绝大
多数任务都落在头上。因此，蛇的头骨结构是脊椎
动物中较为复杂的。

在蛇亚目真蛇下目中，大部分蛇类头骨包含41枚
硬骨（不计寰椎和枢椎）。而在蟒科和蚺科等相对基
干的蛇类中，头骨的骨块多达45枚（多出1对眶上骨
和冠状骨）。这些骨头大多可以在不同肌肉的牵引
下，独立或交替活动，相互配合，将猎物咬住并运送到
消化道里。因此，蛇的头部比我们人类灵活很多——毕
竟成年人的头骨只有29块，只有上下颌关节是可以自
由活动的。

蛇的躯椎骨远远多于其他脊椎动物，少则一百多
枚，多则二三百枚。一般来说，体形越细长的蛇，椎
骨数量就越多。蛇类的尾椎一般有几
十枚——少则二三十枚，多则七八
十枚。越是擅长攀爬和疾走的
蛇类，尾部越是细长，尾椎骨
数量就相对越多，如过树蛇、
乌梢蛇；而地栖或穴居的蛇类
尾部则比较粗钝，其尾椎骨数
量也相应比较少，如沙蟒、两头
蛇等。

蛇的上下颌能否分开

答案是否定的。
有人说蛇之所以能吞下比自己宽得多

的猎物，是因为上下颌可以分开，也就是所谓的
“脱臼”。但是，蛇的上下颌之间，以上颞骨和方
骨相连接（二者共同构成“悬器”），上颞骨前端连
接脑颅背侧，后端与方骨的上缘连接；而方骨下缘
则通以鞍座形的圆凹关节面与下颌后端的复合骨
连接。

而上述这几个部分之间又都以肌腱等软组织紧
密连接，彼此并不能完全脱离。但是，由于悬器包含
了两块不同的长条形骨骼结构，而两者又均可在肌

肉、韧带的牵引下进行一定角度的旋转，进而控制上
下颌的开合运动，因此，蛇类的上下颌往往可以张开
相当大的角度。

虽然蛇的上下颌无法直接分离，但是蛇的下颌两端
是可以分离的。这也是蛇与其他爬行动物头骨结构中
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在蛇类吞咽猎物的时候，两个彼此
独立的下颌往往会被猎物撑开。蛇类下唇鳞片间的皮
肤和肌肉非常松软，有很强的伸展性，因此即便被撑得
很大也无妨。这样一来，蛇就可以将嘴巴张大到常人难
以想象的程度。

因此，“蛇吞象”的诀窍并不在于上下颌可以分
开，而在于两点：其一是两个可以彼此分开，独立活动
的下颌；其二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悬器——下颌关节，
使得蛇嘴能够张开足够大的角度。

蛇能够吞下多大的猎物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蛇吞象”是不可能的，这只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蛇类能够吞下比自己头
和身体宽很多的猎物，是比较普遍的。对于多数蛇
类而言，吞下直径比自己身体宽3~4倍的猎物往往是
可能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蛇都倾向于吞咽大猎物的。在蛇
类家族中，也不乏长着“樱桃小口”的成员，由于它们的
食性专一，也不需要将嘴张得很大，只能吃很细小的食
物，采取“小食多餐”的策略。

此外，眼镜王蛇、金环蛇等眼镜蛇科的剧毒蛇喜欢
捕食其他蛇类，它们的上颞骨和方骨较为短粗，因此，嘴
巴也不能张得很大。而另一方面，当它
们吞食蜥蜴等较为粗胖的猎物时，就

显得颇为吃力。

为进一步加强、改进和规范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工作，切实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督促各相
关部门和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市应急管理局采取三
条举措提升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能力。

一是加强对区县疑难案件办理指导。由执法总队
下设的四个支队分别联系全市42个区县（包括两江新
区、高新区、经开区），通过电话解疑、现场指导、召开研
讨会等多种方式，对各个区县的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行
指导。

二是抽调区县执法人员参与办案。在日常办案过
程中，抽调各区县从事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执法人员
参与到市应急管理局牵头调查的较大事故、提级调查
的一般事故，由执法总队经验丰富的同志在实际办案
中言传身教。

三是开展事故调查处理专项巡查。成立6个巡查
组对全市42个区县2019年生产安全事故启动调查情
况、处罚情况、“一案双查”情况、责任追究情况、事故调
查处理程序等进行巡查，有效促进了全市事故调查工作
质量的提高。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仕明）近日，渝中
区科协组织干部职工深入街道社区，对11个
街道15处共73块社区科普画廊、科普宣传
栏等科普设施进行了安全、清洁检查。

为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全国文明城
区建设提升工作要求，区科协对标对表文
明城区建设有关科协的目标任务，在开展
好群众性科普活动的同时，要抓好科普阵
地设施建设，做好宣传工作。针对此次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区科协要求要注意安全
隐患，要及时处理。通过加强建设、管理和
维护，充分发挥社区科普设施在宣传展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知识、提高
群众综合素质等方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