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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乐园主要介绍的是江河湖海、洋流岛屿、

水温盐度、海风海浪、海洋生物、海底奇观……以

各种与之相关的小故事，来阐明其中的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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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地球上已知有150多万种动物、30多万

种植物和大约20万种微生物。这些生命是经过了几十亿

年的进化才出现的。影响所有生命发展的最大因素，正

是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约百分之七十的海洋！

海洋是生命之源01



据科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如果没有海洋，地球就不可能变成

现在这样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为，海洋才是生命的起源和摇篮。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追根溯源，大概46亿年前，随着太阳星云团的不断碰撞和运

动，慢慢形成了最原始的地球。但是，那时候的地球，就像个久置

风干的苹果，表面皱皱巴巴，凹凸不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空

中的水汽与大气融于一体，总是乌云密布，天昏地暗。渐渐地，大

气温度降低，空气对流加剧，形成了雷电狂风，下起了猛烈的大暴

雨。这样的大暴雨一直在地球上持续了几百年，汇集成巨大而广阔

的水域，这就是最原始的海洋。

当时，地球大气中并没有氧气，也没有保护层，太阳的紫外线

每天直射地面，生命在陆地上根本无法生存，只能依靠又深又厚的

海水做保护。于是，在适合的环境条件下，地球上的生物首先在海

洋里诞生了。

大约38亿年前，浩瀚的海洋里产生了最早的原核生物（生物细

胞内没有真正的细胞核），慢慢又发展到真核生物（生物细胞内有

真正的细胞核）。这些低等有机物的出现，开辟了地球生物的崭新

2水中乐园



时代。就这样，在无

限宽广的海洋中，接

二连三产生各种单细

胞 生 物 、 多 细 胞 生

物。随着进化历程的

不断推进，在6亿年

前的古生代，海洋中

出 现 了 最 早 的 植 物

——海藻。

众所周知，植物

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释放出氧气，经过长

期缓慢的积累，地球

上空形成了能够抵挡

太 阳 紫 外 线 的 臭 氧

层，大气中也有了生

物 存 活 的 必 备 条 件



——氧气。因此，直到4亿年前，早期生物才开始从海洋向陆地转移，一步

步完成进化过程，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历史记录，距今只有600多万年，与

原始海洋的诞生相比，简直相差太远太远了。

这样看来，海洋也是我们人类祖先的家园。迄今为止，地球上的动物

中，仍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员生活在海洋里。我们人类的身上，或多或少也

保留着一些海洋的印记。据说，每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都能像海洋里的鱼

儿那样，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动。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人类的远祖，最

初很可能也是生活在海水之中。

4水中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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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的夏季，在南方某个沿海城市的沙滩上，充满了欢声笑语。人

们头上撑着各种各样的太阳伞，躺在海边的休闲椅上，迎着海风，望着碧蓝

的大海，顿觉心旷神怡。大家在海水中欢快地追逐嬉戏，让温凉的海水冲走

夏日的炎热，感受海洋带来的舒畅。

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围在一起，蹲下来捡贝壳。他们红扑扑的小脸上挂满

了笑容，看起来非常开心。正当大家玩得兴致勃勃时，一个小孩突然站了起

来，手里还拿着贝壳，大声喊道：“咦，海水不是蓝色的吗？为什么贝壳里

的海水没有颜色呢？”

听见他的喊声，另外几个孩子也马上凑了过来，全部睁大眼睛，盯着贝

壳里的水左看右看。哦，是真的！贝壳里装的水，轻轻晃动，泛着波纹，竟

是透明的，根本不像大家看到的海水一样蓝，这是怎么回事呢？随后，孩子

们又纷纷弯下腰，用稚嫩的小手捧起每个人脚下的海水，好奇地盯着再看。

哇，海水好蓝呀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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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哎呀，手心里的海水也没有颜色呢！那为什么大家用眼睛看到的海

水，却是一片碧蓝呢？

其实呀，这是太阳光在海水中变的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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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看到的太阳光是白色，可它实际上是由红、橙、黄、绿、青、

蓝、紫七种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这七种光线的波长各不相同，在不同深度

的海水中，它们会被分别吸收。

当太阳光照射到大海上时，波长较长的红光、橙光和黄光由于透射力最

大，能够克服海洋里的浮体阻碍，勇往直前。它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会不断

被海水和海洋生物所吸收。而蓝光、紫光和青光，由于波长较短，一遇到海

水的阻碍就纷纷向四面八方散射开来，甚至被反射回去，只有少部分被海水

所吸收。特别是蓝光，海水吸收的最少，反射的最多。而且，越往海洋深

处，被散射和反射的蓝光就越多。这些蓝光进入我们的视线，也就令大海看

起来碧蓝碧蓝的了。

但事实上，海水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是透明的。正因为海水对太阳光的

反射，才让大海变成一片蔚蓝。当我们行走在海滩的时候，只要抬眼望去，

就会满目湛（ ）蓝。可当我们用双手去捧起海水时，又会发现它如自来

水一般透明，是不是很像有趣的魔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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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年9月20日，葡萄牙航海家麦

哲伦，接受西班牙国王的委托，带着

他的探险船队驶离西班牙，开始了一

场环绕地球的航海壮举。

探险船队的五艘远洋海船首先进

入大西洋，这样日复一日，在大西洋

的惊涛骇浪中勇敢前行。探险船队利

用赤道附近海流的方向和风向，沿着

非洲西海岸南下。当船队行驶到佛得

角群岛时，麦哲伦命令海员改变方

向，横渡整个大西洋，最终到达南美

洲的巴西海岸。此后，麦哲伦探险船

麦哲伦环球航行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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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沿着南美海岸南下，又航行了四个月。

1520年3月31日，麦哲伦发现一个平静的港湾，并把它命名为“圣胡利

安”港。麦哲伦和当时两百多名船员在圣胡利安港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养精

蓄锐之后，再重新出发。

1520年5月中旬，麦哲伦再次起程。为了找到通往太平洋的航线，他派

出一艘远洋帆船向南航行，担负先锋的责任，去探索航路。途中，远洋帆船

不慎触礁受损而沉没。麦哲伦探险船队只剩下四艘远洋帆船继续前行。

1520年10月21日，探险船队沿着南美洲海岸向南航行时，发现了一条通

往太平洋的弯曲海峡。海峡两岸峭壁林立，风急浪高，危险重重。麦哲伦带

领船队冲向海峡，驶入一个宽阔的海港，穿过海港继续向前，又发现一条海

峡，在海峡外面还有新的海港。就这样，麦哲伦船队向南航行的过程中，接

连穿过几个海港，发现两条水道，一条朝东南，另一条朝西南。

麦哲伦将仅有的四艘海船分成两组，一组向东南航行，另一组向西南航

行。结果，在麦哲伦选择的西南航线上，发现了一个海角和一片海洋。当时麦哲

伦高兴得欢呼起来，并激动地流下眼泪。为表达坚定的信念和喜悦之情，他把

这个海角命名为“希望角”。那组向东南航行的海船很不幸，进入了死胡同，

麦哲伦以为它失踪了。后来证明，那组海船乘风破浪，顺利回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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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麦哲伦船队继续在海峡里航行。他以顽强的意志，冷静的头

脑，指挥船员们与汹涌澎湃的海浪战斗到最后。经过28天艰苦的航行，于1520

年11月28日，麦哲伦船队终于走到水道的尽头，完全通过海峡，进入了浩瀚宽

广的太平洋！后人为纪念麦哲伦，就把这条海峡称为“麦哲伦海峡”。

毫无疑问，麦哲伦环球航行是世界航海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一项伟大的

成就。它不仅证明我们居住的地球是圆的，更告诉了世人，全球各地的海洋

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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