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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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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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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貌

海　洋

海洋的形成，海水的来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谜一样

的问题，科学界对此也是认识不一，这是因为，它们与另

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同样未彻底解决的太阳系起源问题

相联系着。

据考证，大约在５０亿年前，从太阳星云中分离出一

些大大小小的星云团块。它们一边绕太阳旋转，一边自

转。在运动过程中，互相碰撞，有些团块彼此结合，由小

变大，逐渐成为原始的地球。星云团块碰撞过程中，在引

力作用下急剧收缩，加之内部放射性元素蜕变，使原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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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不断受到加热增温；当内部温度达到足够高时，地内的

物质包括铁、镍等开始熔解。在重力作用下，重的下沉并

趋向地心集中，形成地核；轻者上浮，形成地壳和地幔。

在高温下，内部的水分汽化与气体一起冲出来，飞升入空

中。但是由于地心的引力，它们不会跑掉，只在地球周

围，成为气水合一的圈层。

靠近地表的一层地壳，在冷却凝结过程中，不间断地

承受地球内部剧烈运动的冲击和挤压，因而变得褶皱不

平，有时还会被挤破，形成地震与火山爆发，喷出岩浆与

热气。开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后来渐渐变少，慢慢稳

定下来。这种轻重物质分化，产生大动荡、大改组的过

程，大概是在４５亿年前完成的。

冷却定形之后的地壳，地球就像个久放而风干了的

无花果，表面皱纹密布，凹凸不平，高山、平原、河床、海

盆，各种地形一应俱全。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天空中水

气与大气共存于一体，浓云密布。天昏地暗，随着地壳逐

渐冷却，大气的温度也慢慢地降低，水气以尘埃与火山灰

为凝结核，变成水滴，越积越多。由于冷却不均，空气对

流剧烈，形成雷电狂风，暴雨浊流，雨越下越大，一直下了

很久很久。滔滔的洪水，通过千川万壑，汇集成巨大的水

体，这就是原始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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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海洋，海水不是咸的，而是带酸性、又是缺氧

的。水分不断蒸发，反复地成云致雨，重又落回地面，把

陆地和海底岩石中的盐分溶解，不断地汇集于海水中。

经过亿万年的积累融合，才变成了咸水。同时，由于大气

中当时没有氧气，也没有臭氧层，紫外线可以直达地面，

靠海水的保护，生物首先在海洋里诞生。大约在３８亿年

前，即在海洋里产生了有机物，先有低等的单细胞生物。

在６亿年前的古生代，有了海藻类，在阳光下进行光合作

用，产生了氧气，慢慢积累的结果，形成了臭氧层。此时，

生物才开始登上陆地。

总之，经过水量和盐分的逐渐增加，及地质历史上的

沧桑巨变，原始海洋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海洋。

深邃的海沟

如果你仔细研究过世界地图，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

现象，在太平洋西侧，有一系列的群岛自北而南呈弧状排

列着。它们是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群岛、台湾岛、

菲律宾群岛、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人们把它叫

作“岛弧”。岛弧像一串串珍珠，整齐地镶嵌在太平洋与

它的边缘海之间；像一队队的哨兵，日夜守卫、警戒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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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陆的周边。无独有偶，与岛弧的这种有趣的排列相

呼应的是，在岛弧的大洋一侧，几乎都有海沟伴生。诸如

阿留申海沟、千岛海沟、日本海沟、琉球海沟、菲律宾海

沟、马里亚纳海沟等等，几乎一一对应，也形成一列弧形

海沟。岛弧与海沟像是孪生姊妹，形影相随，不即不离；

一岛一沟，显得非常奇特。其他的大洋也有群岛与海沟

伴生的现象，如大西洋的波多黎各群岛与波多黎各海沟

等，在地质构造上也大同小异，不过没有太平洋西部这样

集中，也不这么突出与典型罢了。如此有趣的安排，是如

何形成的？其实这是大自然的内在力量的体现，是大洋

底与相邻陆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海洋中最深的地方就是海沟，但它却不在海洋的中

心，而位于大洋的边缘。世界大洋约有３０条海沟，其中

主要的有１７条。属于太平洋的就有１４条，且多集中在

西侧，东边只有中美海沟、秘鲁海沟和智利海沟３条。大

西洋有波多黎各海沟和南桑威奇海沟两条。印度洋有一

条爪哇海沟。

海沟的深度一般大于６　０００米。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在太平洋西侧，叫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最深点查林杰深

渊最大深度为１１　０３４米，地处北纬１１°２１′，东经１４２°１２′。

如果把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移到这里，将被淹没在２　００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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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水下。海沟的长度不一，世界最长的海沟是印度洋

的爪哇海沟，长达４　５００千米。有些人把秘鲁海沟、智利

海沟合称为秘鲁－智利海沟，其长度达５　９００多千米。

据调查，这两条海沟虽然靠近，几乎首尾相接，但中间有

断开，目前尚未衔接起来。海沟的宽度在４０千米至１２０

千米之间，全球最宽的海沟是太平洋西北部的千岛海沟，

其平均宽度约１２０千米，最宽处大大超过这个数，距离相

当于北京至天津那么远，听起来也够宽了，但在大洋底的

构造里，算是最窄的地形了。

科学家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得知，海沟的剖面形状，

像是一个英文字母“Ｖ”字，有不对称的两边，靠大洋的一

侧比较平缓，靠大陆的一侧比较陡峭。靠大洋的一边是

玄武岩质的大洋壳，这里的地磁场成正负相间分布，清楚

地记录着地磁场在地质史上的变化；在靠大陆的一边，则

是大陆地壳，玄武岩被厚厚的花岗岩覆盖，没有地磁场条

带异常表现。这说明沟底是大陆与大洋两种地壳的结合

部，但它们在这里并不和睦相处，而是相互碰撞；如两个

“大力士顶牛”。因大洋地壳的密度大、位置低，又背负着

既厚又重的海水，实在抬不起头来，只好顺势俯冲下去，

潜入大陆地壳的下方，同时也狠命地将陆地拱起，使陆壳

抬升弯曲成岛。这就是海沟为什么多半与岛弧伴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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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岛弧一边得到大洋底壳的推力，就会不断升高，靠陆

一侧的沟坡也必然变得陡峭，自然成了现在的面貌了。

海底沉积物

海洋在地球上已存在４０亿年了，它的深处有些什

么？在这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由陆地河流和大气输入海

洋的物质以及人类活动中落入海底的东西，包括软泥沙、

灰尘、动植物的遗骸、宇宙尘埃等，日积月累、地久天长，

已经多得无法计算了。科学上把这些东西统称为海底沉

积物。在地中海南岸的突尼斯，它附近的马迪亚海区水

下４０米处，人们发现有许多埋在淤泥中的大理石柱，据

历史学家考证是２　０００年前的文物。这一发现公布之

后，激起奥地利考古学家的兴趣，他们派潜水员前往现场

考察。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古代的拱桥和少有的大

型建筑。经过大量研究，认为这是古代的一座城市。在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海陆变迁、地震、火山、暴潮、洪

水和战争等天灾人祸，一些城市、村镇、港口等沉入海底；

至于因大风、巨浪、冰山碰撞、海战等原因葬身鱼腹的舰

船，那就更多了。随着科学与潜水打捞技术的提高，这些

沉睡海底的宝藏，迟早要与世人见面。１９９１年，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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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拿大两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沉没在海底

７９年的“泰坦尼克”号船，进行了科学考察，并制作了１６０

个小时的录像，详细地记录了这条豪华客轮在深海环境

下发生的变化。“泰坦尼克”号，于１９１２年４月，从南安

普敦港首航纽约时，不幸撞上一座巨大的冰山，沉没在北

大西洋４　０００米以下的海底，导致１　５００名乘客丧生。

１９９５年５月，我国科学家在塔里木盆地发现巨大的

海相生油田。塔里木盆地位于祖国大西北内陆，面积５６

万平方千米，差不多有４个山东省那么大。科学家考证，

在ｌ亿多年以前，那儿曾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后来，由于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将它挤压和抬高，由海洋变为陆地，

最后变成一片沙漠。当年在塔里木海洋中，生长茂密的

生物群和掩埋在海底的大量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在高压

高温和特殊的地层环境中，变成了今天发现的大油田。

石油深藏在地下５　０００米的地方，这５　０００米的地层，有

很大一部分就是海底的沉积物，现在也变成了岩石或

化石。

大洋中脊

人都有脊梁，你们听说过大洋也有脊梁吗？这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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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洋的脊梁就是大洋中脊，它决定着海洋的成长。

大洋中脊

１８７３年，“挑战者”

号船上的科学家在大

西洋上进行海洋调查，

用普通的侧深锤测量

水深时，发现了一个奇

怪的现象，大西洋中部

的水深只有１　０００米左

右，反而比大洋两侧浅

的多。这出乎他们的

预料。按照一般推理，

越往大洋的中心部位，

应该越深。为打消这

个疑虑，他们又测了几

个点，结果还是如此，他们把这个事实纪录在案。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年间，德国“流星”号调查船运用回声测深仪，对大

西洋水深又实行了详细的测量，并且绘出了海图，证实了

大西洋中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山脉。这一发现，引起了

当时人们的震惊，吸引了更多的科学家来此调查，不断地

补充丰富了对它的认识，大西洋中部的这条巨大山脉，像

它的脊梁，因而取名叫“大西洋中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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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中脊分布在大西洋中间，大致与东西两岸平

行，脊峰是锯齿形的，呈“Ｓ”形纵贯南北。自北极圈附近

的冰岛开始，蜿蜒曲折直到南纬４０°，长达１．７万千米，宽

约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千米不等，约占大西洋的１／３。其高度

差别很大，许多地方高出海底５　０００多米，它平均高度约

３　０００多米。高出海面部分，成了岛屿。如冰岛就是大

洋中脊高出水面的一部分。这样巨大规模的山脉，是陆

地上任何山脉无法比拟的。更为奇特的是，在大洋中脊

的峰顶，沿轴向还有一条狭窄的地堑，叫中央裂谷，它把

大洋中脊的峰顶分为两列平行的脊峰。

许多观察记录证实，在中央裂谷一带，频繁发生地

震，而且还经常释放热量。这里是地壳最薄弱的地方，地

幔的高温熔岩从这里涌出，遇到冷的海水凝固成岩。经

过科学家研究鉴定，这里就是产生新洋壳的地方。较老

的大洋底，不断地从这里被新生的洋底推向两侧，更老的

洋底被较老的推向更远的地方。随后，人们在印度洋和

太平洋也相继发现了大洋洋脊。印度洋中脊呈“人”字形

分布。西南的一支绕过非洲南端，与大西洋中脊连接起

来；东南走向的一支绕过大洋洲以后，与东太平洋海隆的

南端相衔接。这两支洋脊在印度洋中部靠拢，在印度洋

北部合二为一，并向西北倾斜，构成了一个大大的“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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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为印度洋“骨架”。太平洋洋脊有些特殊，它不在太

平洋中间，而偏于大洋的东侧。它从北美洲西部海域起，

向南延伸作弧形走向，转向秘鲁外海，向南接近南极洲，

通过南太平洋，然后折向西绕过澳大利亚，与印度洋洋脊

的东南支衔接起来。

三大洋的洋中脊是彼此互相联结的一个整体，是全

球规模的洋底山系。它起自北冰洋，纵贯大西洋，东插印

度洋，东连太平洋海隆，北上直达北美洲沿岸。全长达８

万多千米，相当陆地山脉的总和。

河　流

河流是地球表面陆地上经常性的、普遍活跃的地貌

现象，它是沿着地表线形槽状凹地流动的水流。河流的

水源多来自大气降水。降水一部分渗入地下，一部分蒸

发返回大气层，剩下的沿地表流动，通过河流进入海洋。

还有一些水源来自地下水的补给、高山、高纬地区冰雪融

水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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