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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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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类提供生产和消费所

需要的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
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
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
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
乡村等。”其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
自然因素的总体”，就是环境的科学而又概括的定义。它有两层含义：

《环境保护法》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关
系到人类的毁灭与生存。同时，环境又不是泛指人类周围的一切自然
的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整体。比如银河系，我们并不把它包括在环境这
个概念中。所以，环境保护所指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作用于
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界事物。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概念也在发展。如现阶段没有把月球
视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宇宙航行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月球将
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

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
起的。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元
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产生的放射病
等。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
坏。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或污染因素）进入环
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允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人类在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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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
通常所说的环境问题，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

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这里，“虽然没有枪炮，没
有硝烟，却在残杀着生灵”，但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逃避不断发
生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它直接威胁着生态环境，威胁着人
类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生存。于是人们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文明
人一旦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被迫迁移或衰亡”，强烈要求保
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产物。具
体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人口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人类在开发建设活动中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不良变化；

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军事活动、旅游活动等，造成的人文遗
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珍稀物种的灭绝以及海洋等自然
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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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衡关系也微妙

物质是不断循环的，能量也是不断流动的。世界上一切物质的运

动都需要能量来维持，能量正是物质运动的一般量度。太阳、大气和
水是地球上生命最主要的支持系统。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辐射出来的能量是我们这个星球一切能量
的源泉。地球上所有生命活动和自然现象，几乎都最终跟太阳能
有关。

植物只有在阳光下才能生长，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
换成化学能储存在机体里；动物要吃植物过活，食草动物又被食肉动
物吃掉，能量也跟着从一种生物传递给另一种生物。

当然，任何生物要维持生命，都还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摄取空气、

水分、矿物质等等。

这就是说，自然界中存在着许许多多我们往往用肉眼察觉不到的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把生物群落（动物、植物、微生物）同其生存的非
生命环境（大气、水、土壤），以及生物群落内部的不同种群连结到一
起，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系统，这就是人们常说
的生态系统。

别以为生态系统只有一个或一种，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等
级。大到整个生物圈，小到一滴水，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环
境不同，生物有别，生态系统也不一样。海洋环境和海洋里的生物组
成了海洋生态系统，森林环境和森林里的生物组成了森林生态系统。

此外还有池塘、湖泊、河流、沼泽、草原、沙漠、高山、盆地乃至农田、城
市等等，都可以构成类型各异、大小层次不等的生态系统。各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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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都有自己特殊的结构和功能。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不是“死”的，而是“活”的，物质和能量在不
断地输入、输出，结构和功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改变。但是，一
个生态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又是基本
相等，结构和功能又是相对稳定的。

大家都知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极快。一个细菌如果每隔２０分钟
分裂一次，１变２，２变４，４变８，一昼夜繁殖７２代，就可以获得４７万亿
亿个后代；３６小时内传宗接代１０８次，产出的全部菌体将能铺满地球

１尺来厚！

其实，为什么非要列举繁殖能力极强的细菌或者某些昆虫呢，用
繁殖能力最差的长鼻子象也照样能说明问题。母象３０岁左右才开始
生育，一生仅产６胎，每胎仅产１仔，生育能力可谓差矣。但是，如果
一切条件适宜，随便让它繁殖，后代个个成活，那么２５０年后，一对大
象的后代就会有上千万头，比现在地球上所有活着的大象的总数还多
得多！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状况。细菌也好，大象也好，地球上
的一切生物几乎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但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

使得它们的数量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是哪些因素限制着生物数量的增长？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既有植
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因素，又有大气、水、土壤以及阳光、温度等非
生物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就构成了生态系统的相对
平衡。

大气、水、土壤以及阳光、温度等非生物因素的限制作用是非常明
显的，因为任何生物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些最基本的自然因素，

正是由于受这些非生物因素的限制，才使地球上几乎所有生物的生存
空间，都被限制在一个很窄很小的范围内，而不能像我们人类那样“四
海为家”。

关于生物因素的限制作用，食物链几乎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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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一句谚语，叫做“一山不能存二虎”，很有道理。假定一只
老虎一天要吃两只兔子，一年就得吃掉７００多只。兔子以吃草为生，

而山上的草是有限的，于是兔子数量也受限制。如果这座山不大，生
长的草不多，养活的兔子很少，不够两只老虎吃的，那么它们就会为争
食而搏斗起来，直到把其中的一只赶跑为止。

老鼠是人人喊打的坏蛋，不过它可是草原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
角色。如果鼠类数量过多，大量啃食草根，那就会使食物减少，鼠类死
亡率增加，生殖力下降。同时，鼠类过多还会使它们的天敌———鹰、黄
鼠狼等得以发展，反过来抑制鼠类的增加。等到鼠类减少到一定程
度，草原生态系统才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再来看看森林里的情形。

要是森林里的食叶昆虫增加，林木生长就会受到损害。但是，食
叶昆虫的增加给食叶鸟类的繁衍创造了条件，而食虫鸟类的繁衍反过
来又抑制食叶昆虫的增长，从而使林木生长恢复正常。在原始森林
中，食叶昆虫的数量由于受食虫鸟类和其他动物捕食而得到控制，一
般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会过分繁殖而对林木造成危害，整个
系统是相当稳定的。

大自然的安排多么巧妙！一个生态系统里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的
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保证了这个系统微妙的动态平
衡；即使出现一点外来干扰，它也能通过自我调节或人为控制恢复到
原来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生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全部
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得建立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但是，生态平衡又是
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固定的始终保持原状的平衡，这才能促进系
统的演化，推动自然界和我们各项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平时常说
的维持生态平衡，并不只是简单地要保持原来的稳定状态，有时也可
以甚至也需要在人为的影响下建立新的平衡，以获得更合理的结构，

发挥更高的效能，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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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衡正受到严重破坏

生物圈是经过亿万年漫长岁月的演化才形成的，它是一个芸芸众

生、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生物圈里，它是人类诞生的摇篮，人类只不过

是这个生物圈里众多“居民”中的一分子，当然也是最活跃、最积极的

一分子。

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但仅仅是到不久以

前才开始意识到自然界似乎正在失去往日的和谐和稳定，也就是说，

生态平衡正在被破坏。

生态平衡的破坏意味着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受到损害，比如某
些生物种群被毁灭，食物链断裂，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受阻，

系统的结构变形乃至破坏等等。系统受损害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只

是生态平衡失调，有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还有的生态平衡已经崩
溃，生物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完全丧失，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环境进化和

有效的人为控制才能复苏。

破坏生态的元凶

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得，有一些是自然因素，还有一

些是人为因素。火山喷发、地震、海啸、洪水、干旱、泥石流、雷击、火灾

等等都属于自然因素。

地震是一种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估计每年可测到５０万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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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１０万次是可以感觉到的，有１０００次能造成破坏，具有强烈破坏
性的大地震的次数就更少。大地震来势凶猛，专搞突然袭击，加上山
崩、地裂、海啸、泥石流、滑坡以及水、火等“助纣为虐”，对自然和人类
社会都会造成巨大灾难。

１９６０年５月２曰，智利莱布地区发生一次８．３级大地震，地面到
处出现大裂缝，１３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沉陷了两米，海中涌起八九米高
的巨浪，有几千万立方米的泥石滚进湖里。这次地震释放出来的能
量，相当于爆炸１０万颗原子弹。

据统计，仅２０世纪，全世界就有一百多万人在地震中丧生。仅仅
就死亡人数来看，我们也不能对环境生态造成的灾难小觑！

火山喷发是另一种非常可怕的自然现象。喷发时常伴随着令人
恐怖的轰鸣，它有时喷出火山灰，有时喷出火红的熔岩流。火山灰和
熔岩流往往会埋掉整个城镇和村庄。

这里我们讲一个火山喷发毁灭一个生态平衡，后来大自然又重建
一个生态系统的故事。

１８８３年８月２７日，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中的克拉卡托火山爆发，

把面积达７５平方公里的海岛炸得只剩下１／３，２５立方公里的岩石被
抛到空中；火山灰上升到８０公里的高空，天空漆黑一片，然后散落到

７７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４小时后声音传到４８００公里以外的罗德里
格斯岛，全球１／１３的地方都听到了爆炸声。

这次火山喷发使克拉卡托岛最后只剩下撒满浮石和尘埃的山巅
露出水面，所有生物荡然无存。幸而离它最近的一个有生物的岛屿只
有４０公里，所有人都相信刚刚死去的克拉卡托岛上很快就会有生物
迁来居住。

果然，火山爆发后才９个月，一位植物学家就首次发现一只蜘蛛
在独自织网，尽管那岛上当时还根本没有可供捕食的生物。３年后，情
况有了显著的改变：先是藻类植物开始蔓延，接着是１１种蕨类植物和

１５种开花植物也回到岛上。再过１０年，浮土已被绿色植物覆盖，小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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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沿岸生长，野生甘蔗随处可见，还出现了４种兰花。２５年过去，已有

２６３种动物来到岛上居住，其中大多是昆虫，另有１６种鸟和两种爬行
动物。火山爆发后不过半个世纪，整个岛屿已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

到处长起虽然低矮但很茂密的森林，有４７种脊椎动物———大多是鸟
类和蝙蝠在这里“安家落户”。

这些生物是怎么来的？有的随风飘来，有的通过海路漂浮，有的
依靠虫、鸟携带，也有的动物是自己飞到岛上的。

火山喷发毁灭了一个生态系统，如今大自然又重建了一个新的生
态系统。不过，这个匆匆忙忙建造出来的生态系统跟原来的生态系统
不完全一样，一些土生的动植物没有回来，生物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协
调。比如，有几年老鼠遍地，到处啃食植物；可没过几年，又忽然影踪
全无。这表明，这个岛上的生态系统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因而还不能
很好地维持生态平衡。

破坏一个生态系统只是短短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的工夫，复
苏一个生态系统却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且我们还可以进
一步提个问题：假如克拉卡托岛离最近的一个有生物的地方不是４０
公里而是几千公里，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简单的回答是，至少要过几千年全岛才会重新被植物所覆盖；至
于要把所有有效的生态小环境都填满，那恐怕再用好几百万年的时间
也是不够的。

不过，像地震、火山喷发等一类天灾，发生的次数和地域都很有
限，尤其是上面列举的那些特大的地震和火山喷发，更是百年、千年不
遇的事儿，即使如此，经过一定时间的恢复，被它们破坏的生态系统，

一般也是能够得到重建的。

这就是说，如今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
然的因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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