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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知识的伟大在于它的博大和精深， 人类的伟大表现在不断的探索和发

现已知和未知的世界， 这是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 人类的发展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变迁： 从原始人

的茹毛饮血到色彩斑谰的现代生活； 从古代社会的结绳计数到现代社会垄

断人类生活的互联网； 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上世纪中叶的月球着陆， 火箭

升天。 人类几乎在任何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技术更新， 知识爆

炸， 信息扩张……一系列代表着人类社会巨大进步的词汇， 充斥着我们的

社会， 使每个人都感到在巨大的社会进步面前人类自身的局限。 作为人类

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群体———青少年朋友， 在对现有书本知识学习的基

础上， 更充满着对一切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无限渴望。
人类的智慧在我们生存的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正放射出耀眼光芒， 同

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 引导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朋友了

解人类最新文明成果， 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 将是一件十

分必要的工作。
为此， 我们组织多位经验丰富的学者精心策划、 编写了这部 《青少年

科学小百科》。 本套丛书分海洋、 航空航天、 环境、 交通运输、 军事、 能

源、 生命、 生物、 信息、 宇宙等十册。 收录词条约五千个。 涉及知识面广

阔且精微。 所包含的内容： 从超级火山、 巨型海啸、 深海乌贼、 聪明剑鱼

……到地核风暴、 冰期奥秘、 动物情感、 植物智慧……； 从登陆火星、 探

访水星， 到穿越极地， 潜入深海……既有独特的自然奇观， 又有奇异的人

文现象； 既有对人类创造物的神奇记述， 又有人类在探索和改造自然过程

中面对的无奈、 局限， 以及人类对自然所造成的伤害， 自然对人类的警告

……这是一次精彩的自然与社会的探索历程， 是每一位热爱科学、 热爱自

然的青少年朋友与大自然的一次真诚对话， 它将使青少年朋友自觉地意识

到， 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 人类不是主宰， 而是与一切生灵息息相关的一

部分， 当人与大自然真正达到完美的境界， 这个美丽的星球才是完美的、
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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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套科普知识阅读词典， 摆脱了以往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枯燥乏

味、 晦涩难懂、 呆板平直、 味如嚼蜡的叙述方式， 拆除了青少年朋友全方

位学习和掌握各类知识所筑起的一道道壁障。 采用词典的编纂方式， 更便

于检索和查询。
本书中， 凡是青少年感兴趣的一切自然和社会奥秘几乎无所不有， 无

所不容。 真正做到了庞而不杂， 广而不糙。
我们用青少年朋友乐于接受的方式， 以细腻生动的笔触、 简洁明了的

叙述、 深入浅出的将各个方面的知识呈现出来， 营造出一个适应青少年的

阅读氛围， 将最适时的信息传达给广大的青少年朋友。 这是本套丛书的一

大特点， 相信每一位拥有本套丛书的青少年朋友对此都会有所体会。
科普读物从来不拒绝科学性、 知识性、 艺术性三者的完美统一， 它强

化生动性与现实感； 不仅要让青少年朋友欣赏科学世界的无穷韵律， 更关

注技术对现实生活的改变， 以及人类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本丛书的出发

点正是用科学的眼光追寻青少年心中对这个已知和未知世界的热情和

关注。
本套丛书的编辑对知识的尊重还主要表现在不断追随科学和人类发展

的步伐以及青少年对知识的新的渴求。 希望广大青少年通过阅读这套丛

书， 激发学科学的热情， 以及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 帮助他们认识自然界

的客观规律， 了解人类社会， 插上科学的翅膀， 去探索科学的奥秘， 勇攀

科学的高峰。
愿今天的青少年朋友， 都成为明日的科学探索之星， 愿人类所居住的

这个美丽星球更加美丽、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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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Ａｒｐ 复合体

Ａｒｐ 复合体 （Ａｒｐ： Ａｃｔｉｎ 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 是一种能与肌动蛋白结

合的蛋白， 肌动蛋白则是真核细胞中最丰富的蛋白质。 它起到模板的作

用， 促进肌动蛋白的多聚化。 Ａｒｐ 复合体由 Ａｒｐ２， Ａｒｐ３ 和其他 ５ 种蛋白

构成， 也写成 Ａｒｐ２ ／ ３ 复合体。

ＡＤＣＣ 效应

ＡＤＣＣ 效应中文名称是 “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 是指

抗原在和抗体结合后， 由于带有了表面标记， 而引发具有细胞毒性作用的

细胞的攻击， 进而清除抗原。
当 ＩｇＧ 抗体通过 Ｆａｂ 段与靶细胞表面抗原决定簇特异性结合后， 其 Ｆｃ

段可与 ＮＫ 细胞表面 ＦｃγＲⅢ结合， 从而使 ＮＫ 细胞对靶细胞产生非特异性

杀伤作用， 即 ＡＤＣＣ 作用。

暗 反 应

暗反应是二氧化碳固定反应， 简称碳固定反应。 在这一反应中， 叶绿

体利用光反应产生的 ＡＴＰ 和 ＮＡＤＰＨ 这两个高能化合物分别作为能源和还

原的动力将二氧化碳固定， 使之转变成葡萄糖， 由于这一过程不需要光，
所以称为暗反应。 碳固定反应开始于叶绿体基质， 结束于细胞质基质。

暗反应是光生物学反应， 是由光量子为生物色素吸收的时间极短的光

反应过程， 和为光所激发的色素在暗处引起的一系列暗反应过程所组成

的。 暗反应是激发分子的热力学的缓和过程， 是电荷的分离、 电子的传

递、 磷酸化或短命的中间体形成等多种基本过程。 Ｆ． Ｆ．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ｎ
（１９０５） 是最早指出光合成是由光反应和暗反应组成， 因此后者也称为布

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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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巴氏灭菌法

巴氏灭菌法亦称低温消毒法、 冷杀菌法， 是一种利用较低的温度既可

杀死病菌又能保持物品中营养物质、 风味不变的消毒法。

表　 型

表型又称性状， 指个体形态、 功能等各方面的表现， 如身高、 肤色、
血型、 酶活力、 药物耐受力乃至性格， 等等。

白 细 胞

白细胞， 或称白血球， 是血液中一种重要的血细胞。 除白血球外， 人

体血液中还含有红血球、 血小板和血浆。 白细胞也通常被称为免疫细胞。
除了血液， 白细胞还存在于淋巴系统、 脾以及身体的其他组织中。

白细胞是一个庞大的血细胞家族， 它们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是多样

的， 但是， 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 在肌体的防护、 免疫和创伤愈治过

程中起协同作用。 尽管它们是血液中的一类细胞成分， 但它们功能的发

挥， 更多地体现在循环管道外的器官组织中。 在功能方面它们与这些器官

组织中的许多细胞成分如巨噬细胞、 肥大细胞、 成纤维细胞等密切相关。
人体内白细胞总数和各种白细胞占总细胞数的百分比是相对稳定的。

正常人每立方毫米的血液中白细胞为 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个。 各种白细胞的百分

比为： 中性粒细胞 ５０％～７０％； 嗜酸性粒细胞 １％～ ４％； 嗜碱性粒细胞 ０ ～
１％； 淋巴细胞 ２０％～４０％； 单核细胞为 １％～ ７％。 机体发生炎症或其他疾

病都可引起白细胞总数及各种白细胞的百分比发生变化， 因此检查白细胞

总数及白细胞分类计数就成为辅助诊断的一种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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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毒

病毒是一类个体微小， 无完整细胞结构， 含单一核酸 （ＤＮＡ 或 ＲＮＡ）
型， 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并复制的非细胞型微生物。

病毒原指一种动物来源的毒素。 病毒能增殖、 遗传和演化， 因而具有

生命最基本的特征。 其主要特点是：
（１） 含有单一种核酸 （ＤＮＡ 或 ＲＮＡ） 的基因组和蛋白质外壳， 没有

细胞结构；
（２） 在感染细胞的同时或稍后释放其核酸， 然后以核酸复制的方式增

殖， 而不是以二分裂方式增殖；
（３） 严格的细胞内寄生性。

被　 膜

被膜是结缔组织膜， 表面有间皮细胞被覆。 包裹于病毒核衣壳的外

侧， 具有以双脂层为基础的膜状结构物。 见于由出芽方式生殖的病毒中，
通常外部表面上排列着小突起状的结构物。 在化学上， 它是由受病毒核酸

控制的病毒膜蛋白与来自寄主细胞的脂质构成的。 被膜的脂质有的是按照

被其进行出芽生长的寄主细胞膜的脂质来构成的， 有的不按此方式构成。

捕食性真菌

捕食性真菌是寄生在线虫、 变形虫、 轮虫等小动物上的真菌。 它包括

形成或不形成捕捉器官的种。 狭义的捕食性真菌指能形成捕捉器官或分泌

粘性物质的真菌。 如捕虫霉目的无柄霉属、 梗丛霉属和泡囊虫霉属； 丝孢

目的肋孢属、 隔指孢属和节丛孢属； 水霉目的轮虫水霉属的一些种。 壶菌

目的囊壶菌属、 根生壶菌属， 虫霉目的擒虫霉属， 丝孢目的杀虫孢属的一

些种不形成任何捕捉器官， 而是靠孢子经寄主的口腔感染。
捕食性真菌广布于有机残体、 粪堆、 朽木、 土壤或水体中， 在苔层下

面特别多。 它们在捕捉线虫时有粘捕和套捕两种方法， 前者又称化学捕捉

法， 后者又称物理捕捉法。 粘捕法是靠分泌黏性物质的菌网、 菌钮、 菌

枝、 菌丝和孢子粘捕猎物， 例如囊胞顶孢霉形成稠密、 黏着的捕食网， 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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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隔指孢形成多黏液的菌钮、 菌丝和孢子。 套捕法是靠菌套套捕线虫， 例

如绞套节丛孢可形成能收缩的菌套， 从而套住线虫； 白指孢形成的菌套不

能收缩， 它是靠整体进行捕捉的。 捕虫真菌在黏住或套住线虫以后， 与线

虫接触处便长出一根细小的穿透枝， 它穿透线虫的体壁， 在线虫体内形成

侵染球， 从侵染球再长出充满线虫体腔的营养菌丝， 吸收线虫体液作为

养料。

本 地 种

本地种亦称地方种或乡土种， 指某一地区内原有的， 而不是从其他地

区迁移或引入的植物种。 可为发源于该地区的固有种， 如大白菜、 大豆等

为中国的本地种， 也可以是特有种或残遗种。

白蚁

白蚁有 １ ７００ 个不同的种类， 同蚂蚁一样是群居的社会性昆虫。 它们

住在巨大的巢穴里， 那是一种由沙子、 动物粪便与唾液混合黏固而成的巢

穴。 巢穴的形状取决于建造它的白蚁的种类。
蚁群中最重要的成员是蚁王与蚁后， 它们的社会阶级分为蚁后、 蚁

王、 兵蚁和工蚁。
由澳大利亚北部的罗盘白蚁建造的楔状巢穴， 高达 ３． ５ 米。 其宽大平

坦的两面分别对着东面和西面， 这或许是控制巢内温度的一种方法。 平坦

的面可以吸收早晚太阳的温热， 而东西朝向则使它不会吸进中午太阳的

毒热。

白 金 环

白金环是钩取少量微生物的用具。 通常是把 ０． ５ 毫米粗细、 ７ 厘米长

的白金丝插接在普通玻璃棒的一端， 做成白金针， 然后从针的一端将之弯

曲成直径 １～２ 毫米的圆环， 即为白金环 （白金耳）。 对载有一定量细菌的

白金环称为标准白金环， 另外白金针也用于穿刺培养， 且使用时要将其顶

端用灯 （煤气灯或酒精灯等） 烧红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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