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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成语，相信
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成语源自《山海
经·海内南经》中的“巴蛇食象，三岁而
出其骨”的传说。

虽然蛇是否能够吞下一头大象还
没有定论，但是蛇确实能吞下比自己头
部大得多的猎物，蛇嘴为什么能张那么
大？它们又是如何消化这些巨大的猎
物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蛇独特的头部结
构，蛇的嘴巴能够张到惊人的角度，这
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头骨和下颌结构。

蛇的头骨由多个独立的骨骼组成，
与人类的上下颌通过关节紧密相连不
同，蛇的上下颌之间通过韧带和肌肉相
连，不仅能够上下方向张开，左右方向
上也没有限制，具有极高的灵活性。

所以，人可能会因为打哈欠或者大
笑，嘴巴张得太大而导致脱臼，但是一
些蛇张开大嘴，把一颗比自己的头还大
的蛋整个吞下，都不会发生脱臼，完全
不用担心颞下颌紊乱症。

此外，蛇的下颌骨前端没有融合，两
侧可以独立活动，这种结构使得蛇的下
颌可以向下张得非常大，远超其他动物。

蛇在吞食猎物时能够将嘴巴张到
极大的角度，甚至可以达到130度（要
知道我们人类的嘴巴一般只能张到30
度），所以蛇可以轻轻松松地吞下相较
于自己头部大小来说的“庞然大物”。

在咬住猎物后，蛇的上颌骨、腭骨、
翼骨、下颌骨均能左右交替将食物向后
拉，上下颌向前包住食物，确保猎物不
会逃脱。

知道了蛇头部的骨骼结构，我们再
来聊一聊蛇怎么样才能把猎物吞进自
己的肚子里。

蛇进食的方式，大家可以理解为
“囫囵吞枣”，因为蛇不具备撕咬和咀嚼
的能力，所以无论猎物有多大，它们都
选择直接吞咽，但是蛇吞咽猎物的过程
是一个复杂而有序的生理机制。

在吞食猎物之前，蛇会分泌出大量
的唾液。这些唾液就像“润滑油”一样，
帮助蛇更顺利地吞咽大的猎物。蛇的

唾液不仅起到润滑的作用，其中还包含
一些特殊的消化酶，能够初步分解猎
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除了唾液，蛇的牙齿、肌肉、皮肤、
食道、呼吸系统更是上大分！蛇的牙齿
是向后弯曲的，这种结构有助于将猎物
固定在口中，防止其逃脱。

当蛇开始吞咽时，它的下颌会逐渐
张开，把动物的头部衔进口里（它们会
选择从动物较小的一端开始“攻略”），
用牙齿卡住动物身体，同时头部的肌肉
和韧带会协同工作，凭借下颌骨左右交
互运动将猎物缓慢地推进食道。

那在吞食的过程中，蛇的皮肤为什
么不会被巨大的猎物撑破呢？其实这
是因为蛇的皮肤具有极强的弹性，其皮
肤覆盖在松散的结缔组织上，能够随着
猎物的大小拉伸而不撕裂。

同时，蛇的肋骨和器官也会随着身
体的扩张，在需要时及时地调整位置，
为猎物提供更大的空间。

蛇的食道也为吞食猎物做出了特殊
的适应，具有极强的伸展性，能够容纳比
平时大得多的体积。蛇的食道壁由强壮
的环形和纵向肌肉构成，这些肌肉会不
断收缩，将猎物一点一点地推入胃部。

即使猎物体积很大，这种蠕动也能
将其完全吞下。食道的壁组织也能够
大幅度扩张，与皮肤和身体一起伸展，
以适应猎物的大小。

蛇吞咽猎物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分钟
甚至数小时，这取决于猎物的大小和蛇
的种类。为了更好地活下来，聪明的蛇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也掌握了避免吞
咽猎物时被堵住气管窒息而亡的技巧。

蛇的气管开口位于下颌骨的底部，
在吞食时，它们可以将气管向外延伸到
嘴边，使其能够在猎物占据口腔的情况
下继续呼吸。确保呼吸畅通，避免被猎
物堵塞。

这种解剖特性，保证了蛇在吞咽猎
物时的安全性，在吞食下食物后，蛇的

径粗会是之前的两倍以上。
好不容易把“饭”送到胃里了，那蛇

要怎么样才能消化这巨大的猎物呢？这
剩下的工作，都要依靠胃液来搞定，当猎
物进入蛇的胃部后，消化过程随即开始。

蛇的胃会分泌大量胃酸和消化酶。
这些胃酸的酸性极强（甚至比人类胃液更
强），可以迅速分解猎物的皮肤、肌肉和内
脏，甚至部分猎物的骨骼可以被溶解。

例如，小型动物的骨骼会在胃酸的
作用下完全溶解，转化为蛇可以吸收的
钙和其他矿物质。

但对于某些大型动物的硬骨或坚
硬的羽毛、毛发，胃酸可能无法完全分
解，这些部分会被压缩成团块，最终通
过排泄物排出。胃液中还包含胃蛋白
酶等酶类，会分解猎物的蛋白质，而脂
肪酶会分解脂肪。

猎物在胃液的作用下被分解后进
入肠道，肠道负责进一步消化并吸收营
养物质，包括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

与人类不同，蛇每次捕食后能从猎
物中获得大量能量。一顿大的猎物可
以为蛇提供数周甚至数月的能量储备，
减少了它们觅食的频率。且蛇是变温
动物，代谢率较低，捕食后，它们可以进
入长时间的静止状态，集中精力消化猎
物，而无需频繁活动。

蛇的吞咽和消化能力是大自然赋
予它们的独特适应机制，帮助它们在野
外生存。虽然“蛇吞象”只是一个夸张
的传说，但它却生动地反映了蛇的神奇
生理结构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据中国科技新闻网

蛇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一类动
物。历史上，人类祖先与蛇多有交集，
各大古文明多有与蛇相关的传说，我国
古代也早就留下了“画蛇添足”的典
故。那么，蛇是怎样起源演化的？在漫
长的演化中，有什么值得一谈的“明星
蛇”？它们为何“丢掉”四肢？古生物学
家、科普专家为您科普蛇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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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泛蛇
类蜥蜴是生存于1.6亿年前侏罗纪的昂
氏黎明蛇，而明确的最早蛇亚目化石是
发现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圣域哈氏蛇，
时代为1.12亿年至9400万年前的早白
垩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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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蛇类的演化历史中，有一些‘明

星蛇’因其巨大的体形和独特的生存方
式而备受关注，最著名的巨型蛇类就是
泰坦蚺。”贺一鸣介绍，它的化石发现于
南美洲哥伦比亚北部的塞雷洪煤矿附

近，生存于约6000万年到5800万年前
的古新世。泰坦蚺的体形达到了惊人
的12.8米到14.3米，体重730至 1135
公斤，曾经被认为是自非鸟恐龙灭绝后
出现的顶级掠食者。

与四足俱全的“祖先”蜥蜴相比，蛇

类“丢掉”了四肢，这是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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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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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蛇类作为脊椎动物演
化的关键节点，其演化历史对人类理
解整个动物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蛇类
的成功演化不仅展示了生物适应性变
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使得种群不
断繁盛。现在，蛇类的分布范围横跨
全球除南极洲外的各个大洲，当之无
愧是当代最为成功的陆生脊椎动物群
体之一。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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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嘴为什么能张那么大？

画蛇添足？！蛇为啥“丢掉”四肢？

泰坦蚺复原图。 （杨定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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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的下颌骨通过肌肉和韧带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