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１　　　　 ·　　

前　　言

“地理”一词最早见于我国 《易经》。英文中地理一词则来源于希腊文

ｈêｇê（意为 “地球”）和ｇｒａｐｈｅｉｎ （意为 “写”）。地理是研究地球表面各种

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布的科学。因此，

对于身处地球的我们来说，地理知识遍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掌握一些

基础的必要的地理知识，对我们大有裨益。

了解了地理知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地图上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及著

名的城市，可以辨别出不同国家的地理概况、风土人情，可以了解到各种

自然现象的成因、特征，可以了解地球环境及其变化的规律，为人类更好

地利用地球提供更好的、更科学的方案，同时还可以了解环境变化的原因，

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环境观，等等。好处不胜枚举。

地理常识是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会影响到青

少年朋友未来的生活和工作。

在古代，总是用 “上通天文，下晓地理”来形容一个人的才学，足

见古人已经意识到地理知识的重要性。对于当今全球化形势下的青少年

朋友来说，地理知识，尤其是地理常识更加重要，如果连一些国家在哪

里都不知道，怎么去跟上全球化的脚步呢？因此，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

地理知识吧，查漏补缺，储备足够的地理知识，能够让你的眼界更加

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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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理知识非常丰富，涉及的范围也极为广泛，但是本书的选材范

围以常识和基础为主，从地球、世界概况、地球的水、地质、地貌、天气、

气候、资源、灾害以及人文等方面进行介绍，旨在让你全面获得现在就在

你身边的地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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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地球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可是，我们对这个 “家”的认识却很不

完备，“家”是什么样子？有多大？都由什么组成？ “家”里各种物体的分

布？……这些都是下面要告诉你的。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曾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最早的 “天圆地

地球的形状

方”说，到亚里士多德根据月球

上地影是圆形，论证地球是球体，

麦哲伦环球的航行，人们渐渐认

识到地球是个球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１７

世纪末，人们对地球是正圆球的

主张开始有了怀疑。１６７２年，法

国天文学家李希通过测定，发现

地球赤道的重力比其他地方都小，

提出大地是扁球形的主张。

１７世纪末，英国大科学家牛

顿研究了地球自转对地球形态的

影响，从理论上推测地球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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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圆的球形，而是一个赤道处略为隆起，两极略为扁平的椭球体，赤道

半径比极半径长２０多千米。１７３５～１７４４年法国巴黎科学院派出两个测量队

分别赴北欧和南美进行弧度测量，测量结果证实地球确实为椭球体。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速，为大地测量开辟了多种途

径，高精度的微波测距、激光测距，特别是人造卫星上天，再加上电子计

算机的运用和国际间的合作，使人们可以精确地测量地球的大小和形状了。

通过实测和分析，终于得到确切的数据：地球的平均赤道半径为６３７８．１６千

米，极半径为６３５６．７４千米，赤道周长和子午线方向的周长分别为４００７５千

米和３９９４１千米。测量还发现，北极地区约高出１８．９米，南极地区则低下

２４～３０米。

看起来，地球形状像一只梨子：它的赤道部分鼓起，是它的 “梨身”；

北极有点放尖，像个 “梨蒂”；南极有点凹进去，像个 “梨脐”，整个地球

像个梨形的旋转体，因此人们称它为 “梨形地球”。其实确切地说，地球是

个三轴椭球体。

地球的形成

对于地球的形成，人们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地球是上帝

创造的，有的则坚持 “大爆炸”的结果。“大爆炸”观点认为：宇宙是在大

约２００亿年前的一种体积较小但比重却非常大的物质突然爆炸而形成的。然

而，这早期的物质最先是来自何方呢？看来谁也不可能找到最后的答案。

１９世纪，有关地球形成理论被接受的观点是１８６２年一位名叫卡尔文的

科学家提出来的。他认为，地球是由熔融状态下的物质冷却以后形成的。

他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已经准确证明了地球的温度处

在变化中；另一方面为这一观点似乎提供了证据，解释了火山从内部往外

喷出高温熔岩的原因。

然而，２０世纪初大量的证据表明，地球大概从来未完全熔化过。于是

以出现了一个理论：地球以及太阳系中的其他星球是太空中的尘埃和气体

的聚集而形成的。这大概就是万有引力的结果。这种吸引力使所有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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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吸引。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大约发生在６０亿年以前。这就意味着地球形

成时就是冷的，而不是所谓的熔化后的球体。

从开采深矿所获得的证据中，越靠近地心温度就越高。其热度甚至足

以熔化许多物质。那么这种高温是从哪来的呢？人们认为，这种热度有一

个双重的起因。当太阳最早开始缩小的时候，地球就变热了。这些热量又

引发了某些放射性物质的蜕变，释放出更多的热量。地球的第一层岩石圈

很有可能是在４５亿年前由高温熔化冷却物质后形成的。

地球的年龄

地球的年龄到底有多大？根据科学测算，地球的年龄大约已有５０亿年。

那么，人们用什么方法来推算地球的年龄呢？目前，科学上是用测定岩石

中放射性元素和它的衰变生成的同位素含量的方法，来作为测定地球年龄

的 “计时器”。

放射性元素衰变有一个特点，就是衰变速度很稳定。在一定时间内，

一定量的放射性元素，分裂多少分量，生成多少新的物质都有个确切的数

字，衰变速度不受外界条件，如冷热变化、化学变化等影响。例如，１克铀

在一年中有１／７４亿克裂变为铅和氦。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岩石中现在含有

多少铀和多少铅，算出岩石的年龄，或者可选定一些含有铀的，并能完好

地保存氦的岩石，来算出岩石的年龄。

地壳由不同的岩层所组成，而岩层中所含放射性元素及其生成的同位

素种类很多。现在用来测定岩石年龄的放射性元素除了铀以外，还有钍、

铷、钾等，因此测定岩石年龄的方法也有好多种。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测得了地球上许多古

老岩石的年龄，各大洲大陆都找到了３０亿年以上的古老岩石。在格陵兰西

部，测得片麻岩的年龄为３７亿～３８亿年，南极洲的山岩和结晶片岩接近４０

亿年，北美洲拉布拉多北部大西洋沿岸的片麻岩有３６．５亿年，刚果的微钭

卡石是３５．２亿年，美国明尼苏达州花岗岩有３１亿～３３亿年，我国河北迁

西县大平寨的变质岩有３６．７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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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岩石是地球形成初期的产物。地球的实际年龄，应比古老岩石的

年龄稍长些。

地球的表面物质构成

气体、岩石和土壤就是构成地球的表面物质，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标

本并仔细地观察它们。通过不同方面的资料来源，科学家们已经能够将许

多证据综合在一起，得出一个完整的地球构造图。

空气是由３种气体组成的混合体，空气中７８％的气体是氮。氮是一

种不甚活泼的气体，这就是说该元素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空气中大约含有２１％的氧，这是人类呼吸所需要的不可缺少的气体。还

有少量的氢气、一定量的稀有气体、一定量的二氧化碳，则是植物所需

要的气体。

在地球表面的岩石中，几乎９９％是由８种基本物质或元素构成的。

这些元素是氧、硅，它们是生产玻璃的重要原料；铝，铁，人体骨骼所

需要的钙，普通食盐中所含的钠，以及钾和镁。除了氧和硅外，其他物

质都属于金属。

地球的内部结构

地球的内部结构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根据钻

井采矿中获得的资料和火山喷发的

物质来分析，逐步弄清了地球内部

的温度、密度、压力和化学成分。

特别是２０世纪下半叶，人们利用

地震波来研究地球内部的结构和物

理状况，终于揭开了地球内部的

秘密。

研究结果表明，地球内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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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好几个同心圈层。粗略地看，它大致可以分为地壳、地幔 （又称 “中

间层”）、地核３个圈层。

地壳是地球外部的一层坚硬外壳。地壳由各种岩石组成，除地表覆盖

着一层薄薄的沉积岩、风化土和海水外，上部主要由花岗岩类的岩石组成，

而下部则主要由玄武岩或辉长岩类的岩石组成。地壳的平均厚度为３３千米，

但各地并非一样，一般大陆比海洋厚，高山比平原厚。大陆地区的地壳厚

度一般为３５千米，大洋地区却只有５～１０千米。我国西藏地区地壳厚达

６０～８０千米，东部平原地区则为３０多千米。地壳密度在２．６～３之间；压力

自上而下由１个标准大气压增加到１３００个标准大气压；温度至底部增加到

１０００℃左右。

地幔介于地壳和地核之间，可分为２层。上层 （即上地幔）离地面

３３～９００千米，物质成分除硅、氧外，铁、镁显著增加，铝则退居次位。压

力为５０万个标准大气压，温度为１２００～１５００℃，物质状态为固态结晶质，

但具有较大的可塑性。下层 （即下地幔）离地面９００～２９００千米，物质成分

除硅酸盐外，金属氧化物与硫化物，特别是铁、镍显著增加，平均密度为

５．６，压力为１５０万个标准大气压，温度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物质状态属非结

晶状态。地幔的体积占地球总体积的８３％，质量占整个地球的６６％。由于

高温高压的结果，地幔物质常处于熔岩状态，成为岩浆的发源地。

地核是指地幔以下到地球核心部分。地球中心压力可达３５０万个标准大

气压，温度约为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在这样的高温高压下，地球中心的物质，

已不能用我们熟悉的 “固态”或 “液态”的字眼来表示，它可能是一种人

们还不熟悉的物质状态。这种物态的特点是在高温高压长期作用下，犹如

树脂和蜡一样具有可塑性；但对于短时间的作用力来说，却比钢铁还要坚

硬。但是，关于地核的物质组成，科学界尚有不同的争论，有待于人们进

一步去研究、去探索。

大气圈

地球外部裹着一层蔚蓝色的柔软的外衣，这就是大气圈。大气圈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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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圈和岩石圈之上，是地球最外的一圈，由氮、氧、二氧化碳等气体混合

组成，我们人类就居住在大气圈的底层。

大气的垂直分布

大气圈中的成

分很复杂，除了氧

气和氮气外，还存

有许多 的 化 学 元

素。同时还存有许

多的水汽和尘埃，

这是形成云、雨、

雾的重要物质。大

气圈的厚度有二三

千千米，气象学家

将 它 分 为 ３ 层：

①靠近地球的一层

称对流层。该层是

风、云、雨、雪、雹等天气现象的主要源地。②第二层为平流层，也称为

电离层，来自各个地点的无线电波被该层反射，才能传到世界各地。③第

三层为热层，也称为散逸层。高出地面８０～５００千米左右。

大气圈的密度由地表向高空逐渐变小，并逐渐过渡到星体空间，因此

大气层无明显上界。科学家认为，到１２００千米的高度就是大气圈的上界。

从地面到高空，大气的成分、密度、温度等性质都有明显的变化。

水　圈

大气圈的底部为水圈，它是由海洋、湖泊、河流等组成。地球表面２／３

为水，总水量约为１４亿立方千米。在太阳照射下，地球上的水不断进行循

环运动，一部分蒸发形成大气水，另一部分则渗入地下成为地下水，大部

分形成河流又汇入海湖，进行蒸发，往复循环，才使地球上万物巨变，生

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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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所有的水包围在地球周围形成的圈层，称为水圈。包括地表水、

地下水及大气中的液态水、固态水和气态水。海水水量最大，占的体积最

多 （约占水圈总体积的９６．２％），因而它是水圈的主体。其余如江、河、

湖、冰川、水汽等，虽是水圈的组成部分，但只占水圈总体积的３．８％。水

圈的厚度约为地球平均半径的１／１６３０，只是地球表面很薄的一层。水圈和

大气圈是地球生命存在的重要保证，没有空气和水，地球上也就没有生命

存在。因此，水是一项十分宝贵的资源。珍惜水资源，防止水和大气污染，

就成了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生物圈

人类所居住地球，由内向外呈圈带状构造，它们是岩石圈、水圈和大

气圈３个基本圈层。在这３个圈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

透的交错带，有一个生命活动的空间，我们把有生命 （人、动物、植物和

微生物）存在的空间圈层，称为生物圈。

地球的生物圈

生物圈即地球上动物、植物以

及微生物生存和生活的圈层。植物

是最主要的成员，地球上的植物大

约有５０多万种，由于光合作用产生

大量氧气，才使得人类以及大量动

物生存。地球上的动物大概有１５０

万种。地球上的微生物具有很强的

生命力，在地下１千米处都有它的

存在。生物圈的形成与大气圈、水

圈和地壳间相互接触、相互渗透、

相互影响的结果是分不开的。

目前，在生物圈之外，也发现了生命存在的迹象。

根据现代科学研究，生物圈的上限在地面以上１２～１８千米的高空，即

大气对流层的顶部；下限大约在地面下１２千米的地球深处。在生物圈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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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构成了一个完整地对

立统一体。生物圈是地球独特的圈层，它不但是生命活动的空间，而且是

生命生存环境最复杂的空间。可以这样说，生物圈就是地球上一切生物及

其生存环境的总称。

臭氧层

我们居住的地球周围，围绕着一层厚达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千米的大气，人们

称之为大气圈。大气圈的结构与楼层相似，共分为５层。由地面向上至

８～１８千米高度称为对流层；对流层顶往上至５５千米左右为平流层；平流层

顶到８５千米左右为中间层；中间层顶至８００千米的高度为暖层；暖屋顶往

上称为散逸层。

我们人类生活在大气中，一刻也离不开大气。大家知道，人类离不开

大气的主要原因是人类要靠呼吸吸收大气中的氧气以维持生命。可是，大

家可能还不知道，大气除了把氧气供给我们呼吸之外，大气中的臭氧还在

保护着我们不受紫外线的伤害。

臭氧层阻挡太阳紫外线

臭氧是一种气体，它与氧气一

样都是由氧原子组成的，不同之处

在于臭氧分子中比氧气多了１个氧

原子，即分子式是 Ｏ３。臭氧的一

大特性是能大量吸收来自太阳辐射

中的紫外线。臭氧集中分布在平流

层中，形成一个厚达３０～４０千米

的围绕地球的臭氧层，臭氧层中的

臭氧以地表往上２５～３０千米处最

为密集。

空间大厦中的臭氧层，虽然臭氧浓度不超过０．００１％，把它压缩一下只

有比鞋底还薄的一层，但却身手不凡，身负重任，太阳辐射到地球的紫外

线９９％由它在平流层吸收。只有少量的紫外线能够通过臭氧层到达我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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