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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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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织娘”蜘蛛

除了营游猎生活的蜘蛛外，大多数的蜘蛛都会结网，

不同的蜘蛛结不同形状的网。在江南圆蛛是一种常见的

蜘蛛，体型较大，全身呈灰黑色，常常在庭园楼阁、树木之

间、屋角檐下，张结巨型的车辐状网。这种网是蜘蛛网中

最精巧的一种，网的半径一般可达５０厘米，有的网横挂

空中，跨越小溪。有人测量过，一张圆蛛网，从网的一端

到另一端的距离竟达７米左右。网的结构主要由若干条

辐射线和围绕其间的环绕线构成，网上还有数条白色波

状带，起着加强网的韧性的作用。蜘蛛结网时，先选好地

点，然后爬到高处，抽出蛛丝任其随风飘荡，当蛛丝飘到

彼处粘附在某个地方时，蜘蛛就以此为基础先结外围网

架线，然后拉丝结幅射线，圆蛛的网辐射线通常为２５根

左右。而横带黄金蛛一般为４５根左右，多的可达６０余

根，辐射线结好后，蜘蛛从网中心向外结螺旋线，最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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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向内结环绕线，直至蛛网结成。

蜘蛛能抽丝结网，是因为蜘蛛腹腔内含有一种腺体，

叫作丝腺。目前已知有８种丝腺，但是一种蜘蛛就具有

其中的数种，如圆蛛有梨状泡腺、圆管腺、前壶腹腺、后壶

腹腺和凝结腺５种丝腺。网架线的丝是由前壶腹腺分泌

而来，由梨状腺分泌胶液粘附网架线。在蜘蛛的近腹部

末端气门后方有６个纺绩器，前纺绩器上有一个呈瓶塞

状的巨纺绩管和约１８０个小纺绩管；中纺绩器具有６个

巨纺绩管，没有小纺绩管；后纺绩器有５个巨纺绩管和

１８０个小纺绩管。丝腺分泌出一种骨蛋白通过纺绩器上

的许多微小的纺绩管排出体外，在空气中凝结，再经过蜘

蛛的步足梳理成的细丝就是蛛丝。蛛丝比蚕丝还要纤细

得多，粘性很好，韧性极大，弹性很强。如此纤细的蛛丝

可以吊着蜘蛛升降自如，随风飘荡。时蜘蛛抽出一条很

长的游丝可随风飘移到离陆地好几百公里的海面上而不

折断。蛛丝的这种优异性能，引起了仿生学家的极大兴

趣。美国军事研究部门将蛛丝和目前作防弹衣的纤维Ｂ

作比较试验，结果证明蛛丝在延伸到１５％的长度时才折

断，而纤维Ｂ当延伸到４％的长度时就被折断了，也就是

说用蛛丝做的防弹衣的防弹能力要比用纤维Ｂ做的防

弹衣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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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丝还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性能是它的“玻璃化转变

温度”比一般的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低得多，蛛丝

在－５０℃时才会变脆，这表明用蛛丝编结的救生绳索即

使在冰点温度下仍然具有弹性，并说明它能承受突然而

来的重物冲击，一只高速飞行的蛾突然碰撞到蜘蛛网上，

马上会被粘住，网并没有被撞破。

蛛丝直径纤细，早已被科学工作者们用于测微器或

光学仪器的刻度与划线。由于蛛丝产量不高，不易多得，

价格昂贵，因此尚不能像蚕丝那样被用作大规模纺织工

业生产。但是，人们是不会甘心轻易放弃利用蛛丝的，世

界很多国家都在开展对蜘蛛的研究。美国马萨诸塞州研

究中心已能用精巧的纺锤设备成功地从一种来自巴拿马

的大蜘蛛腹内抽出蛛丝，每次可抽取蛛丝３～５毫克，每

股蛛丝可达３００余米长。抽过丝的蜘蛛第二天又可照样

抽丝。这就不禁使人想到，既然人们能培育出产乳量高、

质量好的乳牛和产丝量高、质量好的家蚕，为什么不能像

培育乳牛和家蚕那样去人工培育蜘蛛，使其蛛丝的产量

和质量都得到大大地提高呢。

美国科学家正在对蜘蛛行行深入的研究，从而了解

蛛丝蛋白质的化学性质、结构单元和它们转化成晶体聚

合物以及形成蛛丝的过程，以便能用仿生学的手段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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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造蛛丝为人类服务。

蜘蛛以前在我国被称为五毒之一。它的头胸部有

１２支附肢，第一、第二对为头部的附肢，第一对叫螯肢，

其端部的螯钳尖利，用以刺杀粘在网内的小昆虫，螯肢近

末端处有一毒腺开孔，毒液从这里注入被刺动物的体内，

使猎物逐渐麻醉。人们发现被注入蜘蛛毒液的昆虫在两

三周内只是不能动弹，而正常的新陈代谢仍在继续进行，

这就给人一种启示，如果能将蜘蛛毒液制成麻醉剂，可能

会是一种理想的新型麻醉剂，它具有操作简单和麻醉时

间长的优点。英国利物浦大学有机化学系的教授已经成

功地从蜘蛛毒液中分离出一种毒素，这就为弄清蜘蛛毒

素的分子结构和研制新型蜘蛛麻醉剂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我国很早以前就利用蜘蛛治病，据李时珍《本草纲

目》记载，用蜘蛛可医治的疾病就有数十种，例如用蜘蛛

代替奎宁医治疗疟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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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器

生物体内含量最多的是水，一切正常的生命活动都

是在水中进行的，没有水，养料不能吸收，废物不能排出。

当生物体失去一部分水时，就会感到口渴，刺激生物去补

充水。

地球上的水非常丰富，海洋面积就占地球总面积的

７１％，而陆地面积仅占２９％，而且其中还包括了许多江、

河、湖、泊、溪、涧等。地球上的水９７．２％是海水，海水中

溶解有复杂的化学成分，每升海水所含的各种离子、分子

和化合物的总量（矿化度）在３克以上，是咸水。航海者

都知道海水是不能喝的。海水不但苦涩，难以下咽，而且

越喝越渴。所以远航必须带足淡水，途中补充给养时，第

一件事就是补足淡水。由于海水含有大量的盐类，就连

用来灌溉农作物也不能。因此，生物体能直接利用的是

矿化度每升小于１克的淡水。淡水主要分布在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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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地下水、高山积雪和冰川等，仅占全球总量的

２．８％。随着现代工业、农业的飞快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

用水量的日益增加，如果不节约用水，再加上肆意破坏水

资源，地球上淡水的危机就会到来。

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人们一方面要节流，另一方面

要开源。人类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将海水淡化。即设法将

海水脱除盐分变为淡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海水

淡化工厂。通常用的传统方法是蒸馏法，使海水急速蒸

发，蒸发产生的水蒸汽冷凝后得到淡水。目前采用的一

些新方法是从一些动物身上得到启示而研制成功的。

有一种海鸟叫信天翁，分布在太平洋，冬季常见于我

国东北及沿海各地。成熟的信天翁全身纯白，仅翼端及

尾端呈黑色，翅膀很长，伸展开来，两翅展开可达３．６米。

它们能一连数月，甚至成年在海上生活，累了在水面上歇

息，饿了捕食海中的鱼，喝的当然是海水，因为它们只有

在繁殖的时候才返回荒岛和陆地。信天翁能喝海水，引

起了人们的注意，想了解它们是怎样解决海水中的盐分

问题。经过研究，发现信天翁的鼻部构造与其它鸟类不

同。它的鼻孔像管道，所以称为管鼻类。在鼻管附近有

去盐腺，这是一种奇妙的海水淡化器。去盐腺内有许多

细管与血管交织在一起，能把喝下去的海水中过多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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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离，并通过鼻管把盐溶液排出。以后人们相继发现

有许多海洋动物都具有把海水淡化的本领，比如海燕、海

鸥、海龟和海水鱼等。

海水鱼一直生活在海水里，喝的是海水，而且全身都

浸泡在海水中，它们又是怎样解决海水中的盐分的问题

呢？人们当然也不会放过对这问题的研究。水生动物的

体表通常是可渗透的，鱼体内的渗透压和水环境的渗透

压差别很大，鱼类与体外水环境的水分动态平衡是通过

渗透压调节和体液中盐分含量的渗透作用调节来维持

的。海水含盐量高，海水硬骨鱼血液和体液的浓度比海

水要低，因此体内水分就会不断地从鳃和身体其它表面

渗出。为了保持体内水分代谢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海水

鱼必须大量吞饮海水，这样体内盐分就会增加。那么，又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海水硬骨鱼的鳃部有一种特殊的

能分泌盐类的细胞，能把过多的盐分排出体外；另一方

面，海水硬骨鱼肾脏的肾小球的数量特别少，肾小管重新

吸收水的能力却强，这样就使排尿量减少到最低限度。

就现有的研究材料来看，这些海洋动物虽然各有各

的海水淡化器官，把吞进去的海水盐分排出体外，但是这

些“淡化器”基本上都是用细胞的半渗透膜来脱盐淡化海

水的，如口腔膜、内腔膜、表皮膜和鳃微血管膜等都是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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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膜，通常称为生物膜。它们喝进海水后，首先在口腔内

通过吸气对腔内不断加压，压力差使一部分水渗过粘膜

进入体内，而大部分盐则被阻隔在口腔内，随水流经鳃裂

或排泄道排出体外。人们根据这个原理，研制出反渗透

膜海水脱盐淡化装置，对海水施加大于渗透压的压力，使

海水中的水分通过渗透膜，而盐分则被阻隔在外面，从而

获得淡水。

其次，海水中的盐分总有一些进入到机体内，则通过

泌盐细胞的特殊功能，用自身微弱的生物电形成电磁场，

把海水中的盐类，如氯化钠的两种电离子分离，在电场的

作用下，渗出膜外，而将水分留在机体内。人们根据这个

道理，研制出电渗析膜海水淡化器，在直流电场作用下，

使海水中的盐类分解成正、负离子，使它们分别通过阳、

阴渗透膜向正极和负极运动，然后收集留在两渗透膜中

间的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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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流膜的发明

德国仿生学家克雷默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科学家，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在德国航空研究中心工作，领导着

抗湍流的研究。后来，他应聘到美国海军某研究所工作。

他一直非常注意大西洋上的海豚，眼前的这群活泼的海

豚，伴随着轮船快速游行已有两个多小时了。但是看上

去他们的动作依然是那样地自由自在，好像没有丝毫倦

意。当时，轮船是以每小时５０公里的航速前进，也就是

说这群海豚的游速也达到每小时５０公里。这对于多年

从事抗湍流研究工作的克雷默不会不知道空中的飞行物

体要经受气流产生的湍流的阻力，在水中运动的物体同

样会经受水中湍流的阻力。他不禁问自己，海豚是怎样

抗湍流才能高速度地游动呢？虽然，海豚天生有如此完

美的流线型的外形，头部和尾部狭尖而中间部分宽厚，具

有较理想的身体长度与厚度的比例，浑身光滑少毛，耳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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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肢都已退化消失，这些无疑都是对海豚减少水中湍

流阻力有利的。然而，根据有人做过的试验，拖着一只与

海豚大小相仿的物体在海上航行，需要增加２．６匹马力。

而眼前的海豚按其体躯大小来估计，本身是不可能产生

那么大的推动力的。海豚能在比空气密度大８００倍的水

中轻松地追随高速航行的轮船，必定有它的奥妙。是不

是海豚能以最小的动力达到最大限度地把湍流变成片流

呢？如果弄清楚这个问题，那么对抗湍流的研究一定会

有很大帮助。

１９５６年，克雷默从太平洋的马林兰德得到了海豚皮

样张，并立即对它进行仔细地研究，这张海豚皮厚度约

１．５５毫米，富有弹性，具有疏水性。经过切片，在显微镜

下观察，可见它的组织结构与其它脊椎动物的皮肤一样

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由胶质纤维和弹性纤维交错的结缔

组织组成。但是与众不同的是海豚的真皮层上面有许多

小乳突，根据各部位比较，这些小乳突在额部和尾部特别

发达，这些小乳突对抗湍流有什么作用呢？这引起了克

雷默的极大注意。他认为这些小乳突形成了很多微小的

管道系统，在运动中能经受很大的压力，含有胶质纤维和

弹力纤维交错的结缔组织，中间充满了脂肪，增加了海豚

皮肤的弹性，皮肤的弹性和疏水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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