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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说 明

《研究性学习丛书》是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朋友的丛

书。该丛书自首次印刷以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现在为了更符合中小学生的阅读需求和接受程度，根

据广大读者的来信意见，我们对该丛书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再版，对书中的一些陈旧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对书中的板块

和图片进行了调整，并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勘误。使丛书

得到大幅度的充实和提升。

《研究性学习丛书》的修订版首先是对内容的修订，使

书的内容更适合读者的需要，其次是在体例的设计上进行

了修改，使读者拿到书后能对书中的内容有直观上的认识。

例如，《人类文明》配置了大量的图片以及更新了“小知识”

等板块，使读者能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轻松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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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该丛书在装帧设计上也依照读者的阅读、审

美习惯，进行了适当改进，希望能给读者更大的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

和读者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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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
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化、全球化趋势
势不可挡，导致人们对知识、能力、竞争力等概念产
生了新的认识。对于学校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让
学生掌握多少现成的知识，而是要让其学会获得新
知识的方法，提高创造新知的能力。实践证明，如果
当代教育继续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那么很难培养
学生主动获取或学习知识的能力，更不要说培养学
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了。当前，研究性学
习———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应运而生，适应了时代的
需求，成了教育的“新宠儿”。

为此，我们根据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改革模式编
写了《研究性学习丛书》。该丛书分为文学艺术、社
会生活和自然科普三大部分，涉及文化、历史、民俗、
艺术、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本书融综合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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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于一炉，以达到让学生“学会求
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的目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丛书的“小知
识”、“小研究”、“专家在线”等活动设计提出自己的
想法并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还可以动手操作实践
探索。活动设计突破了原有课程学习的封闭状态，
让学生处于一种动态、开放、生动、多元的学习环境
中，给学生更多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渠道，提供了一个
活跃的展示平台，使他们自己在自主学习和探索中
获得新的学习体验，从而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希望本套书能得到广大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
的支持和喜爱，并能成为指导学生成长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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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的演变

与地球一起诞生的原始大气，大约只历时了

９０００万年就被太阳风扫除了。

不久，地球内部的挥发性物质向地表大量泄漏

出来。这就是地质学家所说的脱气过程。这些挥发

性物质，主要是二氧化碳、甲烷、水汽、一氧化碳、氨、

氮、硫化氢等气体。这些气体组成了次生大气。除

了最轻的气体外，地球的重力足以把这些气体“拴

住”，使它们不致逃逸到星际空间去。

大约又过了十多亿年之后，地表开始冷却，稠密

大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雨降落下来，向坑坑洼洼的地

方汇聚，形成最早的江河湖泊，即原始水圈。以后火

山不断地爆发，排出的大量水汽又变成雨水回归地

面。经过漫长年代的变迁，原始水圈逐渐扩展为现

在的汪洋大海和湖河沼泽。次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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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气体，逐渐被雨水融解降落到地面，再渗入地

下，储存于地壳中。

原始大气

原始大气是在地球形成的过程中，由于重力场

的作用，把原始太阳星云中的一部分气体吸引到地

球周围造成的。这个大气圈的组成与现代大气圈的

组成大不相同，它没有氧，没有氮，也没有二氧化碳，

而是由氢、氧、氦、氖、氨、氩、甲烷、水汽等共同组成。

原始大气的量很大。单是氢一项，就相当于现

在构成固态地球的四个基本要素，即镁、硅、铁和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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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量的４００倍之多。然而，有趣的是，原始大气在

地球形成后，不久就消失殆尽了。这是因为那时地

球内部的铁核心尚未形成，地球还没有磁场，强劲的

太阳风把没有地球磁场保护的原始大气“吹”跑了。

因此，在地球历史的早期，一度没有大气。

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气经过复杂的生消过

程，又进一步演化。演化中的造气过程包括：

①火山活动，以及通过造岩物质融化后的结晶

和凝固时释出的气体；

②水汽的光致离解产生氧；

③光合作用产生氧；

④放射性元素铀和钍的衰变产生氦；

⑤在太阳风中，主要由质子和电子组成的高温

电离气体，有极小一部分冲破地球磁场的屏障，进入

次生大气的高层。演化中有一系列的除气过程，如：

高层大气的氢和氦挣脱地球引力进入宇宙空间，煤

和石油的生成吸收二氧化碳，碳酸盐类生成时吸收

二氧化碳，氢、铁、硫等元素氧化时消耗氧，通过空气

中氧化物的形成，以及在土壤中变成消化细菌而消

耗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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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风

次生大气的形成，又为水的分解和动植物的产

生创造了条件。

原始绿色植物参与了改造大气的复杂过程。植

物在光合作用中放出游离氧。水的离解也产生氧。

氧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能和次生大气中的所有其

他分子发生缓慢氧化。如它能与ＣＯ生成ＣＯ２，与

甲烷反应生成ＣＯ２ 和 Ｈ２Ｏ。于是，ＣＯ２ 渐渐多起

来。光合作用又使有生命的细菌和藻类，利用太阳

辐射能从周围环境中摄取有机物，进行简单的新陈

代谢作用，吸收大气中的ＣＯ２，释放出大量的氧。

另一方面，当动植物繁茂以后，它们的排泄物和



　 ５　　　　

自
然
气
象

腐烂遗体中的蛋白质，一部分直接分解为氮，另一些

则成为氨和铵盐，通过消化细菌和脱氧细菌等作用，

变成了气体氮。氮在常温下的化学性质很不活泼、

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所以能在大气中积累，成为含

量最丰富的成分。就这样，次生大气就演变为以氮、

氧为主的现代大气。

原始地球大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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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的成分

大气中，除水汽、液体和固体杂质外的整个混合

气体称为干洁空气。

干洁的大气是无色、无嗅、无味的混合气体。它

看不见、摸不着，却有惊人的重量。干洁空气的主要

成分是氮、氧、氩、二氧化碳等，此外还有少量的氢、

氖、氪、氙、臭氧等稀有气体。其中氮和氧两者就体

积和质量来说，约占空气的９９％。大气中，最轻的

是氢气，最重的是氙气。

据计算，地球大气的总质量超过５×１０１５吨，约为

水圈总质量１．５×１０１８吨的１／３００，或相当于地球总质

量的６×１０２３吨的１２０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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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中含量最多的成分是氮，按体积比占

７８％。大气中的氮能冲淡氧，使氧不致太浓，氧化作

用不过于激烈。在常温下，分子氮的化学性质不活

泼，人和动物不能直接利用它，但植物的生长却离不

开它。氮是植物制造叶绿素的原料，也是制造蛋白

质的原料。氮还是制造化学肥料的原料。豆科植物

可通过根瘤菌的作用，固定到土壤中，成为植物生长

所需的氮肥。

大气中含量排在第二位的是氧。氧是人类及其

他动植物呼吸、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气体。此外，氧

还决定着有机物质的燃烧、腐败及分解过程。

在常压下，当温度降至－１１２．４℃时，气体臭氧就

变为暗蓝色的液体。当温度降至－２５１．４℃时，它就

凝固成紫黑色的晶体。

大气中的氧分子分解为氧原子，每个氧原子又

与另外的氧分子结合就形成了另外一种气体———臭

氧，因其有一种特殊的臭味而得名———臭氧。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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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呈浅蓝色。

大气中臭氧的含量很少，而且随着高度的变化

而变化。在近地面层臭氧含量很少，从１０公里高度

开始逐渐增加，在１２～１５公里以上含量增加特别显

著，在２０～２５公里高度处达最大值，再往上，臭氧的

含量逐渐减少，到５５～６０公里高度上就极少了。

在水平方向上，臭氧的分布也有所不同。赤道

和低纬度的臭氧含量最少，随着纬度的增高，臭氧含

量也增加。臭氧也有季节变化和日变化。北半球高

纬度地区，春季臭氧含量最大，秋季最小。

臭氧能大量吸收太阳紫外线，使极少量的紫外

线到达地面，使地面上的生物免受过多紫外线的伤

害。少量的紫外线能杀菌防病，促进机体内维生素

Ｄ的形成，有利于机体增大和防止佝偻病。

二氧化碳是无色、无嗅、无味的气体。燃料的燃

烧，有机物的腐化以及动植物的呼吸都产生二氧化

碳。同时，二氧化碳又是植物在光合作用下生长的

原料。绿色植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吸收ＣＯ２ 合成

碳水化合物和其他物质。

二氧化碳对太阳辐射吸收很少，却能强烈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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