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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斗转星移，岁月

悠悠，勤劳的儿女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数的知识

财富，只有了解、掌握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再创辉煌。

作为新世纪的领跑者，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应该加深

对世界的了解，了解世界最新的技术和灿烂的文化，同

时，不断地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在

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此我们本着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朋友服务的宗旨编

写了这套《科学奥秘丛书》，本书语言平实易懂，文中包括

天文、地理、材料、能源、海洋、昆虫、动植物各类知识，使

人增长智慧，了解前沿科学，激发青少年朋友学习的兴

趣。

—１—



同时也希望本套丛书能帮助青少年朋友更好的掌握

科普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成为新世纪全面发展的人才。

由于时间仓促，兼编者水平有限，文中如有纰漏，望

能多多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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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星球

海水来自何方

我们展开世界地图，或站在地球仪的旁边，把地球仪

转动一下，就会惊奇地发现，海洋的面积要比陆地的面积

大得多，那一片片蔚蓝色就显示出海洋之大。

人类的第一次宇宙航行更加清楚地看见了地球在宇

宙中的模样。宇航员清晰地发现地球四周围绕着一层淡

蓝色的光，就像镀着蓝色的金属茶盘挂在空中。在地球

５１　１００万平方千米的总面积里，海洋面积有３６　２００万平

方千米，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７１％，而陆地的面积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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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９００万平方千米，占地球总面积的２９％。这就是为

什么宇航员在太空中见到的地球是蓝色的缘故。因此也

不难理解身边的海洋是多么巨大，无怪乎人们要用“无边

无际”“浩瀚无垠”等词句去形容它了。

　　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

面对着广阔的海洋，人们又会问：地球上的水究竟从

哪里来？

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神奇的说法，如我们大家都知

道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说的是很古很古的时候，

我们生活的地球并没有个形状，原本只是一片混沌的状

态，天和地混在一起雾气腾腾，不分光明和黑暗，也没有

上下和四方，就像一个大大的看不见光亮的鸡蛋，里面没

有光没有色彩，到处都是昏暗和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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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鸡蛋里却孕育着一条生命。他利用宇宙的精华

作为养料，终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盘古。

浓雾包围着盘古，使他睁不开眼，无论向哪一方也都

走不出去，仿佛关在了满是雾气的黑房子里，闷得令人

窒息。

有一天，他把双手往腰间一叉，忽然觉得腰上多了一

个冰冷坚硬的东西，竟然是一把锋利的板斧。有了武

器，盘古非常高兴，就抡起板斧，用尽全身气力朝那一片

迷雾劈去。说也真怪，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无数尘埃乱

碰乱撞，仿佛打碎的蛋黄变成了无数星星在空中扩散

开来。

平静以后，盘古也觉得奇怪，原来，大鸡蛋竟然被板

斧劈开了。轻的东西不断上升着，渐渐变成了瓦蓝瓦蓝

的天空；重浊的东西则不断下沉着，渐渐变成了灰黑灰

黑的大地。

盘古呢，为了不让天和地再混在一起，就站立在天地

之间，头顶着天，脚踩着地，巍然屹立。天，每日要升高

一丈；地，每日要加厚一丈，天地稳固了，盘古每天长高一

丈，仍然头顶着天，脚立着地。

就这样，过了１８　０００年，天地也就形成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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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死后，他的身体各部分变成了日、月、星、辰、风、

云、山川、田地、草木和金石，于是也就有了人间的万物。

其实，“盘古开天辟地”只是人类处于蒙昧时代的时

候，由于对自然现象不能正确地认识，总是把自然界万物

的产生、变化、发展等等，归之于“神”，归之于一种超自然

的力量，而这种超自然的“神”，又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出来的。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科学家对地球的起源和生命的

起源不断地探索着。

据科学家们研究，宇宙中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由氢

氦等气体以及一些来自衰老了的星球爆炸以后而形成的

固体尘埃气团，像巨大的云一样，飘在宇宙之中。然后这

些云再缓慢地收缩、集合产生旋转运动，最后诞生新的

星球。

地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地球诞生的初期，地面上

温度逐渐降低，包围着地球的水汽，也冷凝成水滴，小水

滴漂浮在天空，集结成云雾，落下来，便是雨水。据说，

大约在１～１０亿年以前，在几千年，几万年里，地球上不

停地下着倾盆大雨，雨水冲刷着山岭，带走了泥沙和溶解

的物质。

于是地球上有了高山，有了凹地；在原始的江河里，



　
　
５









































　　　　

浊流滚滚，奔向凹地，形成了原始的海洋。

这样我们该清楚了：地球上的水来自地球本身。

　　答：人们常喜欢用蓝色来形容海洋。

其实海水的颜色，从深蓝到碧绿，从微黄到

棕红，甚至还有白色的，黑色的，并非只是

蓝色。

原来，海水和普通水一样，都是无色透

明的，海洋色彩是由海水的光学性质和海

水中所含的悬浮物质、海水的深度、云层的

特点及其他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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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温度

　　你知道各大洋表层水温的

变化吗？

海洋———它千变万化，瑰丽壮美的姿态常常展现在

我们面前。面对着神奇的大海，我们不禁会想去探索那

海洋深处的奥妙。

在炎热的夏季，来到碧蓝碧蓝的大海边，我们会身不

由己地投入到她的怀抱。当你在海里泡得浑身发抖，不

得不上岸趴在烫人的沙滩上，让火热的太阳再给你一些

温暖时，你有没有想过，同样处在烈日炎炎之下，为什么

沙滩就炙热烫人，而大海却冷的令人打颤。若在寒冷的



　
　
７









































　　　　

冬季，泡在海水里却又觉得似乎比在岸上还暖和，如果你

向下潜泳，又会觉得海越来越冷，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经过研究发现，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大

部分被地球吸收了，只有一小部分反射回空中，而陆地

和海洋表面吸热情况又不一样，陆地只吸收太阳辐射能

的一部分，剩下的就被反射回空中了，但是陆地是一种不

能很好传热的固体，既不透明又不流动，太阳即使再厉

害，也晒不透它，因为不能很好地传热，它所吸收的热量

只是集中在不到１毫米厚的表层内。

而海洋上的情况就不同了，阳光投射在海面上，绝大

部分被水分子吸收。

水分子吸收热量以后，又把自己“剩下”的一部分向

更下边传递。愈往下传递，热量也就愈少。海水除了吸

收太阳热量向下垂直传递外，还依靠海水的流动来输送

热量。由于受地球自转偏向力的影响，形成海流。海流

就可以把赤道附近的热海水即暖流送到两极；而两极方

向的冷海水也即寒流流向温暖的地方，这样也可以进行

海水的冷热交换。暖寒流对它们所经过地区的气候都有

很大的影响。当暖流到达时，当地的天气就会变得温暖

潮湿；而寒流则相反，天气会变得寒冷干燥。

海水吸收热量因时间和地区的不同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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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季和白天，海水就接受比较多的热量，它可以把

热量送到深层贮存起来，水温升高；冬天和夜间情况就不

同了，海水接受的热量少，他又会把贮存在深层的热量输

送到表层。

从地理纬度上看，赤道地区，阳光直射，海面温度较

高；中纬度区域，日射偏斜，温度较低。纬度越高，温度

越低。因此太平洋的海面温度较高，而北冰洋的海面温

度比较低。

还应该注意，海水在吸收热量的同时，也反射一部分

到大气中。进入海洋中的热量，把本来就处在永恒运动

中的水分子加热了，使他们的活动能力加强，于是有些水

分子就能够脱离水面进入空中。大量的水分子脱离水面

就是蒸发，即把热量向外传送，海洋的热量收入和支出总

是处于动态平衡中。

随着时间、季节、纬度的不同，海水的温度会有变化，

但其平均温度却几乎是相等的。我们不必担心海水的体

温会变得越来越高。

我们说了海洋有一定的温度，现在让我们看看海洋

对天气是怎样产生影响的。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区得到了海洋的照顾，海洋赋

予它们适宜的温度和充沛的水分。大陆在海洋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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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洋把它温暖滋润。

也许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当阳光照射到地面上，给大

气加了温，温度高些的大气开始膨胀、上升，变得稀薄一

些，压力就减少一些；相反，阴天时，气温低，空气密度大，

就会下沉，压力就大一些。这样就产生了气压高低的

变化。

太阳照射着地球，无私地把它的热量奉献给地球。

海洋也不断地吸收热量。被加热了的海水，又把它的热

量送还给大气，也影响着大气的压力。

我们知道温度高的物质总是向它邻近的温度低的物

质传递自己的热量，一直到双方温度相同。空气受热膨

胀上升，遇冷收缩下降。热空气跑掉时，海洋上的冷空

气便会来填补它的位置。相反，当海洋上的空气受热上

升时，陆地上比较冷的空气又会跑到海洋上来，这样跑

来跑去的空气就是风。跑得快，风大；跑得慢，风小。夏

天海洋吹来凉爽的风；冬天又送来温暖湿润的风。因此

海滨成为人们向往的好去处。

海洋上温暖的风携带着潮湿的空气，碰到冷空气便

凝结成水滴，变成雨水纷纷落下来，有时则会变成冰雹或

雪花降落下来。海洋对气候的影响，还要根据当时当地

的具体气象条件如温度、湿度、风向、风速、气压等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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