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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地球是我们可爱的家，是一个美丽、富饶而又充满神奇的地方，是人

类和所有生灵的避难所。

尽管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但放眼望去，地球上到处充满令人迷

惑之处：从它的诞生，到生命的出现，历次物种大灭绝，可怕的百慕大三角，

让人类匪夷所思的 UFO，海陆的变迁，破坏力惊人的地震、海啸，各式

极端的气候现象以及日益频发的病毒传播，让人不禁思考：我们所居住的

行星是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控制？

地质学家为什么会在高山的石头中发现了鱼类的化石？

你见过自然弯曲的石头吗？

恐龙为什么在短时间内突然灭绝，这样的事件会发生在人类的身上

吗？

动物真能预知天灾，大难临头跑得快？

现在，由于温室效应，全球的气候正在逐步变暖，平均气温上升，那么，

为什么说还有可能有第五纪冰川期呢？第五纪冰川期来临，意味着地球又

要进入一个冰川广布的可怕的地质年代吗？

假设有这种可能，即海洋的水能被排出，而且会被某种特大事故排空，

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数的和各种非同寻常而又令人惊讶的海怪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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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神奇的地球隐藏着无穷的秘密。

人类以最大的自信，也只敢说接近认识了它的百万分之一，尽管我们

今天的科技水平已经相当发达。事实上，现代科技所获知的东西越多，科

学家们便发现，不知道的东西反倒更多了。人类科学家很厉害，能制造原

子弹，能发射环绕地球的卫星，能登上月球，但是人类在实验室里却不能

利用化学物质合成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生命。但一只蚂蚁却可以。在自然

面前，在科学面前，人类知道的还很有限。

一年四季规律变化，不知疲倦默默地绕着太阳旋转，在科学家的眼里，

地球很可爱，很了不起，很有趣。

本书筹备 5 年，采访了 25 位科学家，将这个人类居住的行星背后的

秘密带到眼前，揭露转动不停的地球令人惊讶的变化。从活跃的火山口，

到无底的深渊，即使是摄影机也未能到的时间与空间，透过科学的手段验

证、推理，为你详述。

本书的内容运用了很多的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海洋学等

方面的常识，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样，读者就能够在快乐中学习，

摆脱记忆知识的枯燥，让学习知识成为一种愉快的过程，在猎奇和疑问中

推开科学的大门。比游戏过瘾，比卡通搞笑，比上网刺激！学习与有趣的

奇特组合，读科学书也像读《哈利·波特》那样过瘾。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当你听科学家侃侃而谈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

他们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好像什么都懂？可别被他们唬住了，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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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什么都懂。要真是那样，他们就不用做什么实验了，一天到晚跷着

二郎腿坐着就行了。实际上，我们的科学家还有很多疑难没有解决，我们

还有很多不知道或不理解的问题。

请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努力地学习，用飞扬的青春拥抱科学的理想，

学科学，爱科学，立志做科学家，把自己变成一个知识广博的人。这是我

们的一个小小心愿！也是我们编著此书的初衷。

在这里，要感谢为本书默默奉献的诸位作者、编辑人员，以及在资料

整理和对外联系过程中不辞辛劳的乔春颖女士。本书中部分内容引用了一

些知名科学家的文章或科研成果，有很多没有来得及拜访或由于联系方式

的原因没有拜访，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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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谜一样的大海

深水处的生物怎么能承受巨大的水下压力呢

潜水员曾在千米深的海水中见到过人们熟知的虾、乌贼、章鱼、枪乌贼，

还有抹香鲸等大型海兽类；在 2000 ～ 3000 米的水深处发现成群的大嘴琵

琶鱼；在 8000 米以下的水层，发现仅 18 厘米大小的新鱼种。

假如人们不是亲眼见到这许多的深海生命体，只听其传言，会以为这

是天方夜谭。因为，这些看起来十分柔弱的生命，首先要经受起数百个大

气压力的考验。就拿人们在 7000 多米的水下看到的小鱼来说，实际上它

要承受 700 多个大气压力。这就是说，这条小鱼在我们人手指甲那么大小

的面积上，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 700 千克的压力。这个压力，可以把钢制

的坦克压扁。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深海小鱼竟能照样游动自如。在万米

深的海渊里，人们见到了几厘米的小鱼和虾。这些小鱼虾，承受的压力接

近一吨重。这么大的压力，不用说是坦克了，就是比坦克更坚硬的东西，

（一）谜一样的大海

尽管人类已经有了航空母舰，我们的科考船一直在大洋上游弋，南北两极也

留下了人类的足迹。但对于海洋，现代人所知还甚少。假设有这种可能，即海洋

的水能被排出，而且会被某种特大事故排空，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数的和各

种非同寻常而又令人惊讶的海怪就可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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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被压扁的。

但是 , 深海鱼类为什么能承受海底如此巨大的压力？

原来，深海鱼类为适应环境，它的身体的生理机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这些变化反映在深海鱼的肌肉和骨骼上。由于深海环境的巨大水压作

用，鱼的骨骼变得非常薄；而且容易弯曲；肌肉组织变得特别柔韧，纤维

组织变得出奇的细密。更有趣的是，鱼皮组织变得仅仅是一层非常薄的层

膜，它能使鱼体内的生理组织充满水分，保持体内外压力的平衡。这就是

深海鱼类为什么在如此巨大的压力条件下，也不会被压扁的原因。

另外，深海鱼类的眼睛也变得非常奇特。我们常见的金鱼，不仅颜色

非常鲜艳，两只眼睛特别大，而且好玩。和金鱼比较，生活在深海里的鱼

类，其眼睛结构要比金鱼眼丰富多了。一般鱼的眼睛，多生长在头的两侧，

而生活在深海中的后口鱼，眼睛却长在后脑勺。从正面看，后口鱼的两只

大眼眶，简直就像是竖起来的两只电灯泡。而从上往下看，两只眼睛又像

两个大圆圈，占据着头部的“要塞”部位。更有趣的是，这种鱼眼，能上

下左右活动，其眼球的组织结构和一架望远镜差不多，而且还能自如地调

整焦距。奇特的眼睛结构，几乎是深海鱼的一个共同生理特征。

海底的石油哪里来的

在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以前，有的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在海湾

和河口地区，海水中氧气和阳光充足，加之江河带入大量的营养物和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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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丰

富的“食粮”，使许多海洋生物 ( 如

鱼类以及其他浮游生物、软体动物 )

迅速大量地繁殖。据计算，全世界

海洋海平面以下 100 米厚的水层中

的浮游生物，其遗体一年便可产

生 600 亿吨的有机碳，这些有机碳

就是生成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的“原

料”。

但是，仅有这些生物遗体还不

能形成石油和天然气，还需要一定

的条件和过程。海洋每年接受 1604

亿吨沉积物，特别是在河口区，每

年带入海洋的泥沙比其他地区更多。这样，年复一年地把大量生物遗体一

层一层掩埋起来。如果这个地区处在不断下沉之中，堆积的沉积物和掩埋

的生物遗体便越来越厚。被埋藏的生物遗体与空气隔绝，处在缺氧的环境

中，再加上厚厚岩层的压力、温度的升高和细菌的作用，便开始慢慢分解，

经过漫长的地质时期，这些生物遗体就逐渐变成了分散的石油和天然气。

生成的油气还需要有储集它们的地层和防止它们跑掉的盖层。由于上

面地层的压力，分散的油滴被挤到四周多孔隙的岩层中。这些藏有油的岩

层就成为储油地层。有的岩层孔隙很小，石油“挤”不进去，不能储积石油。

▲▲   这是海上钻井平台。随着人类对
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化，油气勘探

开发从陆地转入海洋。因此，钻井工

程作业也必须在浩瀚的海洋中进行。

在海上进行油气钻井施工时，几百吨

重的钻机要有足够的支撑和放置的空

间，同时还要有钻井人员生活居住的

地方，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就担负起了

这一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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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因为它们孔隙很小，却是不让石油逃逸的“保护壳”。如果这样

的岩层处在储油层的顶部和底部，它们就会把石油封闭在里面，成为保护

石油的盖层。

神秘的“海底黑烟囱”

在大洋的底部，太阳光线不能到达，这里是永恒的黑暗。在一片黑暗

之中，有点点火光透出，灼热的水流，夹带着硫和其他重金属粒子从一个

个黑色的“烟囱”柱中喷涌而出，这就是在全球海洋地质界中引起极大关

注的“海底黑烟囱”。

海底黑烟囱的发现及其研究是全球海洋地质调查近 30 年取得的最重

要的科学成就。现代海底黑烟囱的研究始于 1978 年，当时，美国的“阿

尔文号”载人潜艇在东太平洋洋中脊的轴部采得由黄铁矿、闪锌矿和黄铜

矿组成的硫化物。1979 年又在同一地点约 610 ～ 165 米深的海底熔岩上，

发现了数十个冒着黑色和白色烟雾的烟囱，温度达 350℃的含矿热液从烟

囱中喷出，与周围海水混合后，很快产生沉淀变为“黑烟”，沉淀物主要

由磁黄铁矿、黄铁矿、闪锌矿和铜 - 铁硫化物组成。这些海底硫化物堆积

形成直立的柱状圆丘，称为“黑烟囱”。

这种“黑烟囱”被发现后，迅速在世界海洋地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随即有更多的“黑烟囱”被发现。澳大利亚科学家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海底发现一个形似“烟囱”的黑色柱状体。这个“烟囱”是在俾斯麦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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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2000 米深的海底被发现的。它高 2.7 米，底部直径约 80 厘米，在水

中至少重 800 公斤。这是一个正在喷发的“烟囱”，在它上面发现了活的

蜗牛，从“烟囱”里流出来的液体酸性很强，含有相当多的黄金。

“黑烟囱”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这是因为海底“黑烟囱”

不仅是海底矿藏形成的源泉、新世纪的矿产来源，不仅能喷金吐银，还为

地球生命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量的海底调查研究发现，在海

底“黑烟囱”周围广泛存在着古细菌，这些古细菌极端嗜热，可以生存于

350℃的高温热水及 2000 ～ 3000 米的深水环境中，为古老生命的孑遗。

“黑烟囱”喷出的矿液温度可高达 350℃，并含有 CH4、CN 等有机分子，

为非生物有机合成，如此环境可以满足各类化学反应，有利于原始生命的

生存。

神奇的纳玛托岛石柱

说到以下几个地方：所罗门群岛、斐济、复活节岛，你一定不会陌生，

是的，这是南太平洋上耳熟能详的旅游景点。南太平洋并不是一片汪洋的

大海，而是星罗棋布着成千上万的岛屿，据说有两万之多。这些岛屿像一

串翡翠贯穿了整个大洋。海岛上蓝天碧水，树木四季常青，沙滩上风景迷人，

吸引了广大游客的目光。然而，南太平洋并不仅仅是风景名胜的代名词，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海岛上，还有着更多的神秘色彩。谁能告诉我们，复活

节岛上的巨石像从什么时候竖立在岛上，谁又能告诉我，纳玛托岛上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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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的海洋

柱从何处而来，用于何种用途？

纳玛托岛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也属于袖

珍类型，然而，纳玛托岛的名气却不小，这是因为岛上有着难解的 40 多

万根石柱。

纳玛托岛上一处远古时代的建筑废墟上由石柱垒成 10 米多高的石头

山，连同各处地上散乱的石柱、若干墓室和一道 860 米长的石柱围墙，纳

玛托岛上的古建筑废墟总计共用了约 40 万根石柱。这些石柱是由火山熔

岩冷却凝成的玄武岩加工而成，每根都重达数吨，从 3~5 吨不等。

1595 年第一个发现石柱的葡萄牙海军上尉费尔南德斯发现岛上荒无人

烟，土著人很少，巨型石柱的堆放却如此整齐，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说：

“这一定是上帝的神迹。”如果不是上帝，该怎么解释纳玛托岛石柱？费

尔南德斯还发现岛上并不出产玄武岩，那么，玄武岩石柱又是从哪里搬运

过来的呢？

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试图证明石柱是从对面的波纳佩岛运来的。由于

两个海岛之间没有陆路相连，专家推测当地人是用波纳佩岛上一种独木舟

来运输的。可是以独木舟每次只能运一根石柱的勉强运载能力来计算，40

万根的石柱该运到猴年马月去了。有人计算过，波纳佩岛上的居民要工作

近 300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即使真的是从波纳佩岛运过去

的，按理说 300 年的漫长劳作绝对值得大书特书，可为什么史书上没有发

现这个可以与长城、金字塔相媲美的宏伟工程的相关记载呢？就连传说故

事也是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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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谜一样的大海

波纳佩土著人把纳玛托岛石柱遗址叫做“圣鸽神庙”。传说 300 年前，

一只鸽子驾船穿过水道来到这里，消灭了岛上原来的统治者——一只巨龙。

鸽子吹一口气就挖好了贯通两个岛屿的运河，石柱也是它从邻岛运到这里

的。

史书没有记载，传说或许有过多的神话色彩，但究竟是谁建造了纳玛

托岛上的石柱建筑？很难想象是波纳佩岛上的居民完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

建筑奇迹，科技水平如此低下的岛民需要什么样的动力才能保持 300 年一

贯的热情，这是现代人所无法相信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岛上的建筑

显然并未完工，留下一部分城墙还没来得及造好，就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放

弃了，散乱的石柱扔得到处都是。

到底是谁在这个岛上建造了这奇怪的建筑？它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又

有什么用途？为什么尚未完工又被突然放弃了？纳玛托岛的石柱，真是一

个不可理解的谜。

深海飘雪

六月飞雪，这种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被用来形容有莫大的冤屈，而“深

海飘雪”，这是真是假？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指出其中的错误所在：雪花最

多会漂浮在海面上，因为没有结冰的海水温度高于零摄氏度，当薄薄的雪

花进入海水时，几乎顷刻间就会融化，更别提在海洋深处了。是的，没有

人会相信，海底会飘起鹅毛般的雪花。可是，这种说法却是由海洋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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