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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科学探索是认识的神旨， 具有巨大的前进力量。 随着人类科学

的萌芽， 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推动了人

类社会的进步。 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 人类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的

的能力越来越强， 科学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工作、 生

产、 生活和思维等方面， 科学的技术成为人类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
科学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因此， 我们只有通过科学探索， 在未知的领域努力探索， 在已

知的领域重新发现， 才能创造崭新的天地， 才能不断推进人类文明

向前发展。
但是， 我们生存世界的奥秘， 那简直是无穷无尽， 从太空到地

球， 从宇宙到海洋， 真是无奇不有， 怪事迭起， 奥妙无穷， 神秘莫

测， 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简直不可思议， 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现象

和生存环境是捉摸不透。 破解这些谜团， 就有助于我们人类社会向

更高层次不断迈进。
其实， 宇宙世界的丰富多彩与无限魅力就在于那许许多多的难

解之谜， 使我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和发出疑问。 我们总是不断地去认

识它、 探索它。 虽然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达到了很高程度， 但

对于那些无限奥秘还是难以圆满解答。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科学先驱

不断奋斗， 一个个奥秘不断解开， 并推进了科学技术大发展， 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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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许多新的奥秘现象， 又不得不向新的问题发起挑战。
宇宙世界是无限的， 科学探索也是无限的， 我们只有不断拓展

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发现更多的丰富宝藏， 破解更多的奥秘现象，
才能使之造福于我们人类的文明， 我们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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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的形成

太　 阳

太阳， 天气的创作者， 在太阳系中心已经熊熊燃烧了几十亿年。
在它的核心， 温度高达 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无数

氢核相互碰撞聚合， 形成氦核并产生巨大的能量， 其中的大部分以

每分钟 ６×１０２７卡路里热量的速度从太阳中被释放出来。
太阳释放的总能量中， 地球仅仅得到其中的大约 ２０ 亿分之一，

部分原因是两个星体相距大约 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０ 英里 （１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千米）， 部分是因为地球表面积比较小。 剩余的能量则散失在宇宙

中。 那些到达地球的能量， 尽管很少， 但足够加热地球， 它维持了

生命的繁荣， 并为大气提供能量， 形成我们所知道的天气。
地球吸收不同波长的太阳光谱。 一些是来自可见光的短波能量。

一些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生长所必需的紫外线能量。 这种能量一旦

被吸收， 一部分就会被地表和在其上的所有物体反射回大气并进入

太空。 对太阳能的反射能力被称为反射率。

太阳怎样使地球变热

红外波长的辐射使地球变热。 光能被地球吸收， 然后以长波的

红外辐射形式进入大气， 在那幅它被云、 二氧化碳 （ＣＯ２） 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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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气体吸收。 之后大气把其中一部分能量辐射向太空， 一部分返

射回地表， 逐渐形成热量。 这个自然的加热过程被称为温室效应。
地球不断运行着以平衡自身的温度， 其散失与吸收的热量终将

平衡。
白天地球吸收热量比散失的多， 在晚上它继续放射热量， 在这

个过程当中地表渐渐冷却下来。 从太阳吸收的能量大约有 ２１％以这

种方式散失。
大约有 ２７％的到达地球的太阳能以传导或对流的形式传播开来。

传导是当物体被加热时， 物体里相对移动快的分子把能量直接传送

给另一个分子的过程。 土地和水就以这种方式慢慢地传播它们的热

量。 对流是在液体或气体里， 通过分子运动进行的热量传播， 也是

云形成的一种方式。 空气被地表加热， 所以它的分子运动速度较快，
传播得更远， 占据更多的空间。 比较温暖的轻空气上升得较高， 并

分散直到冷却至它的凝固点———云就形成了。

地球运动

地球是一颗赤道微凸两极略扁的行星。 它以每秒 １８ ５ 英里

（２９ ８ 千米） 的速度绕太阳公转。 公转轨道长 ５８３， ８２０， ５８０ 英里

（１９３， ５６８， １４７ 千米）。 这样， 地球公转一周需要 ３６５ 天 ５ 小时 ４８
分 ４６ 秒。 公转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圆形， 太阳正位于轨道中心附近，
因此， 北半球在 １ 月份比 ７ 月份更接近太阳。 然而， 北半球在 １ 月

份却是最冷的时期。 很明显， 这种椭圆形的轨道结构并不是形成各

种季节的决定因素。
地球在公转的同时， 还绕地轴自西向东自转。 地轴是一条假想

的穿过南北两极点的直线。 自转周期为 ２４ 小时———运行一天。 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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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上最宽的部分） 上的任何一处都是以每小时 ２ ４ 万英里 （３９，
０００ 千米） 的速度转动， 这种转动速度在向两极方向上不断减弱，
直到两极点线速度为零。

地轴并不垂直于它椭圆形的平面： 它形成一个 ２３ ５ 度的倾斜

角。 正是由于这一角度及运转轨道， 使地表的不同部分朝向太阳，
形成季节的变换。

依据加热地表的太阳能能量多少， 地球呈现出不同季节。 除了

地球两极点与太阳等距离时的春分、 秋分两点外， 始终是一个极点

偏向太阳， 另一个极点远离太阳。 当北极偏向太阳时， 北半球受太

阳光照射更直接， 每天日照更长。 热能积聚的结果就形成了我们所

说的夏季。 与此同时， 南半球正值冬天： 南极偏离太阳， 所受太阳

光照射时间短， 以低角度照射的太阳光线强度减弱。
如果地轴没有倾斜将会怎样呢？ 如果轴线平行于地球椭圆表面，

那么长达一周白昼的最热的夏季将出现在两极； 假设地轴垂直于椭

圆轨道表面， 赤道处得到的光线会更强烈， 并伴随纬度的升高而减

弱， 除两极外所有的地方昼夜平分， 并且不会产生季节性的变化。
无论何时， 地球上一半是白昼， 一半是黑夜。 偏向太阳的极点

每年至少在一次的自转中受到 ２４ 小时照射。 然而由于地球的形状、
地轴的倾斜以及地表凹凸不平的影响， 使得在任何一个季节里， 高

纬度地带都会因光线入射角过低， 而很难甚至得不到一点热量。 另

一方面， 热带地区因太阳光线终年直接照射而吸收或多或少的持续

太阳能。

大　 　 气

我们的气候形成于包围在地球周围的多层的大气结构之中。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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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层的厚度为 ６００ 英里 （９９６ 千米）。 与地球 ７９２８ 英里 （１２， ７５９ 千

米） 长的直径相比， 大气就像对着台球呼一口气所形成的薄雾一样。
然而， 在地球和对人体有害的太空之间， 也幸好有这一层薄薄的大

气层。 大气层吸纳着我们生命所必需的氧气、 水汽， 防止地球被太

阳发出的紫外线烤干。 大气层也保护着地球， 防止它遭受流星雨的

袭击。 每年， 有数十万吨的宇宙碎片以某一角度进入大气层， 但其

中许多碎片都在大气层中跳跃 （就像打水漂时， 在水面上飞行的石

头一样）。 而另外一些则在大气层中烧毁了。 月球， 正是由于没有大

气的保护， 不断遭受宇宙碎片的袭击， 形成了坑坑洼洼的表面。
地球的大气层由五大层构成， 层与层之间有些有明显的界限或

过渡层。 大气没有外边缘———只是向外逐渐变薄， 直到距地表 ３１００
英里 （５０００ 千米） 的地方， 再向外则是真空了。 以此为边界向内延

伸便是外逸层， 它主要是由氢原子组成。
大气中原子间由于离得很远， 所以很难相互碰撞， 甚至在绕地

球一周之后也不会碰到其他原子。 这些原子以惊人的速度运动， 温

度高达 ４５００°Ｆ （２５００℃）。
贴近地表处， 大气密度增大， 气压随各大气层气体的增多而升

高。 在外逸层之下是电离层。
在电离层的底部， 两气体分子之间的距离超过 ０ ５ 英里 （０ ８

千米）。 接下来便是中间层， 由氦原子和氧原子组成。 在这一层中，
如果没有特殊的设备仍无法呼吸。

接下来是平流层。 平流层含有能吸收来自太阳紫外线的臭氧层。
在这一层中， 不时的会出现一些高耸的云层， 由于对流作用使得这

一层很平静， 适合于飞机飞行。
平流层通过对流层顶过渡到对流层。 这一层顶距两极点 ５ 英里

（８ 千米）， 距赤道则增厚到 １０ 英里 （１６ 千米）。 ９９％的气体分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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