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科普知识百科全书·

水 知 识 篇
王月霞 主编

( 上)

远方出版社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科普知识百科全书 /王月霞 . 远方出版社，2006. 1

Ⅰ. 科… Ⅱ. 王… Ⅲ. 自然科学 －青少年读物
Ⅳ. Z11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06) 第 101667 号

书 名 科普知识百科全书
责任编辑 王月霞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 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规 格 850 毫米 × 1 168 毫米 1 /32
印 张 476
字 数 45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723 － 010 － X /I·15
定 价 1904. 00 元 ( 全 68 册)



书书书

前 言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新世纪，科学技术
正以人类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
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未来。
《科普知识百科全书》结合当前最新的知识理论，

根据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特点，向青少年即全面又具
有重点的介绍了宇宙、太空、地理、数、理、化、交
通、能源、微生物、人体、动物、植物等多方面、多
领域、多学科、大角度、大范围的基础知识。内容较
为丰富，全书涉及近 100 个领域，几乎涵盖了近 1000
个知识主题，展示了近 10000 多个知识点，字数为
800 多万字，书中内容专业性强，同时又易于理解和
掌握，每个知识点阐述的方法本着从自然到科学、原
理、论述到社会发展的包罗万象，非常适合青少年阅
读需求。该书是丰富青少年阅历，培养青少年的想象
力、创造力，加强他们的探索兴趣和对未来的向往憧
憬，热爱科学的难得教材，是青少年生活、工作必备
的大型工具书。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注意难易结合，强调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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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特点，照顾广大读者的理解力，真正使读者能够
开卷有益，在语言上简明易懂，又富有生动的文学色
彩，在特殊学科的内容中附有大量图片来帮助理解，
具有增加知识，增长文采的特点，可以说该书在当今
众多书刊中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该书编撰得到了各部门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从该书的框架结构到内容选择; 从知识主题的阐述到
分门别类的归集; 从编写中的问题争议到书稿最后的
审议，专家、学者都提供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
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知识性和普及性。

本书采用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办法编写，在编
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本书编写
过程中，我们参考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谨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尽管我们尽
了最大努力，书中仍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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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个大 “水球”

水的起源

从太空中看，我们居住的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极为秀丽
的蔚蓝色球体。水是地球表面数量最多的天然物质，它覆盖了
地球 70%以上的表面。地球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水球。

水是一种平常的物质，江、河、湖、泊、地下、大气中有
水，海洋中更有水。地球上的水不仅孕育了人类和一切生物，
还为人类提供了各种资源和文明的物质基础。水是宝贵的自然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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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水面约占地球表面的 71%，其
水的总量约为 13. 8 亿立方千米，其中海洋中的水约占
96. 5%，陆地冰川、河流、湖泊和地下水以及大气中的水汽加
在一起，只占地球上全部水量的 3. 5%左右。

人们要问，地球上这么多的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目前科学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归纳为

三种主要假说。
第一种假说认为，地球上的水来源于原始大气。他们推

测，在地球历史的早期，地球的温度一定很高，地球上不可能
有液态水存在。当时的水只能以水蒸气的方式存在于大气中。
后来，地球慢慢地冷却，当温度达到水的沸点以下的时候，气
态的水便凝结成液态的水，形成降水，落到地面。他们想象，
原始大气中水的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由气态水变成液态水
的过程也一定很长很长。就是说，要经过数万年不间断的降
水，才能使地球表面所有的低洼地方都积满水，这样，原始海
洋也就形成了。

科学家们还找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沉积岩 ( 由流水作用
堆积而形成的岩石) 。有了沉积岩，就可以证明当时有水的存
在。他们用仪器测算出最古老的沉积岩年龄为 35 亿年 ～ 38 亿
年。也就是说，在遥远的 38 亿年前，地球上就已经出现了水。

大气来源说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有人推测，在地球历史
早期，地球的温度很高，地球上的水只能以水蒸气的形式弥漫
在大气中，那么为什么这些水汽没有逸散到地球以外的宇宙空
间去呢?

于是又有另外一种假说———岩浆析出说应运而生。岩浆析
出说认为，地球上的水是本来就有的。只不过在地球早期，这
些水没有从地球中分离出来，而是大部分以结晶水的形式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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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内部，或者干脆就直接溶解在岩浆中。后来，随着地球的
演化，这些包含在地球内部的水通过火山喷发，也可能通过岩
浆侵入等方式跑出来，进入地表。

我们知道，在地壳以下有一层很厚的地幔层。一位俄国科
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他估计，地幔层中共储存水 20 ×
1024克。而现在地球表面所有的水加在一起也仅仅占其中的
13%，剩下 87%的水量仍然存在地幔里，成为不断补充地表
水分的后备水源。有人还对地球上的火山喷发进入大气的水做
过大概的估计，认为，目前全世界每年仅因为火山爆发，就带
到大气中 4000 万吨 ～ 5000 万吨的水。地球历史那样漫长，由
于火山等原因进入地球表面的水分，最后形成海洋等巨大的水
体一定不成问题。

最近，又有一种假说非常流行。他们认为，地球上的水是
从宇宙空间来的。产生这种假说的重要根据，是他们发现地球
周围的许多彗星原来是由冰晶组成。宇宙空间的彗星成千上
万，并且不断和地球相遇，进入大气层，来到地球上。他们估
计，大约每分钟就有 20 颗平均直径为 10 米以内的彗星进入大
气，每颗彗星可以释放出 100 吨水。虽说一颗彗星的水量不是
很大，但是频率很高，时间一长，足以形成地球上庞大的水
体。

上述三种假说哪一种更接近科学呢? 可以说，到现在为
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大气来源说因为有较严重的缺
陷，谈论的人已越来越少。另外两种说法也不能说哪个更接近
科学，只能说各有各的道理。也许地球上的水本来就是多源
的，既有地球内部的来源，也有 “天外来客”。只推崇一种来
源，而摒弃另一种来源，也许是不可取的。

一个小孩在用自来水冲冼西红柿时，突发奇想，问妈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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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水，它从哪里来? 妈妈回答: 从天上来! 显
然妈妈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即使考虑了，也不一定答得出
来。中国自古就流传着一句古话: “黄河之水天上来”。早在
距今 45 亿 ～ 50 亿年前，地球刚刚诞生时，没有河流，也没有
海洋，更没有生命，它的表面是干燥的，大气层中也很少有水
分。那么如今浩瀚的大海，奔腾不息的河流，烟波浩淼的湖
泊，奇形怪状的万年冰雪，还有那地下的清泉伏流和天上的风
云雾雨，这些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地球是由太阳星云分化出来的星际物质聚合而成
的，它的基本组成有氢气和氮气以及一些尘埃。固体尘埃聚集
结合形成地球的内核，外面围绕着大量气体。地球刚形成时，
结构松散，质量不大，引力也小，温度很低。后来，由于地球
不断收缩，内核放射性物质产生能量，致使地球温度不断增
高，有些物质慢慢变软熔化，较重的物质，如铁、镍等聚集在
中心部位形成地核，最轻的物质浮于地表。随着地球表面温度
逐渐降低，地表开始逐步形成坚硬的地壳。但因地球内部温度
很高，岩浆活动就非常激烈，火山喷发十分频繁，地壳也不断
发生变动，有些地方隆起形成山峰，有些地方下陷形成低地与
山谷，同时喷发出大量的气体。由于地球体积不断缩小，引力
也随之增加，此时，这些气体已无法摆脱地球的引力，从而围
绕着地球，构成了“原始地球大气”，原始大气由多种成分组
成，水蒸气便是其中之一。

水蒸气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组成原始地球的固体尘埃，实
际上就是衰老了的星球爆炸而成的大量碎片，这些碎片多是些
无机盐之类的东西，在它们的内部蕴藏着许多水分子，即所谓
的结晶水合物。结晶水合物里面的结晶水在地球内部高温作用
下离析出来就变成了水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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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到空中的水蒸气达到饱和时便冷却成云，变成雨，落在
地面上，聚集在低洼处，逐渐积累成湖泊和河流，最后汇集到
地表最低区域形成海洋。

地球上的水在开始形成时，不论湖泊或海洋，其水量不会
很多，随着地球内部产生的水蒸气不断地被送入大气层，地面
水量也不断增多，经历几十亿年的地球演变过程，最后终于形
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江河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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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少成患

翻开地图一看，便觉得海洋包围着大陆，浩瀚广阔，无边
无沿; 陆地中星罗棋布大小不等的湖泊，以及工程浩大的人工
湖泊———水库; 长流不息的江河，构成了蓝色的基调。据测地
球上大约有 14. 5 亿立方公里的水，这是个大得惊人的数量。
如果把这些水均匀铺在地球表面上，那么平均水深可达 2800
多米。因此，地球可称为“水球”。有人要问，水是自然界里
最普通的物质之一，从天上到地下，皆有水的源头，为什么还
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生产用水需要呢? 这是因为，水在地球
上虽然到处可见，但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却只是源于江、河、
湖、泊、水库和地下的淡水。而占地球总水量 94%的海水。
因为盐分很高，还不能为人类直接利用。应该说地表上的淡水
资源主要是固态水———冰川，它占陆地面积 11%，厚度从几
米、几百米一直到几千米。但它们多分布在南、北两极或人迹
罕到的高山，、目前还不能大量开发与利用。湖水虽然占一定
比例，但也有一半是咸水。就是目前能为人们所利用的那些江
河水、水库水，却又分布不均，而且只占淡水储量的 30%左
右。在干旱、半干旱和沙漠地区，降雨量少，河道有时常年干
涸，地下水源又贫瘠。由此可见，地球上水虽然多，但目前能
为人类所开发利用的却很少。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

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人类即将步入 21 世纪大
门的时候，当今世界上却有 80 个国家，约 20 多亿人口正面临
淡水资源危机，其中 26 个国家的 3 亿多人正生活在缺水状态
中，到 2010 年，还将增加 8 个国家。1972 年召开的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伛表都认定，缺水是个世界性的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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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今的“水球”，水资源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既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贫水大国。中国的水资源说

起来并不算少，水资源总量为 2. 8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
位。但是同人口数量一除，就少得可怜了，人均占有量仅为
2400 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1 /4，居世界第 109
位。从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国家，为世界 13 个
贫水国之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已由 1949 年时的 4 亿多人
增长至 12 亿多人; 城市数量已由 1949 年的不到 200 个，发展
到目前的 600 多个; 农业灌溉面积比 1949 年增长了两倍多;
工业更是飞速发展，城市生活需水量几十倍、成百倍地增长。
人要喝水，农业要喝水，工业要喝水，城市要喝水……中国水
资源的紧缺已向人们亮出了“黄牌”。

中国的水还有其自身的毛病，降水时间集中，可利用水
少。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侧，由于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全年
60%的降雨量集中在夏秋两季的 3 ～ 4 个月里。每逢汛期，暴
雨降落，河水猛长，滔滔江水一泻千里，注入汪洋大海，只有
很少一部分为水库、塘坝等蓄集。地区分布不均，东南多，西
北少。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南方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但
耕地面积只占全国的 36. 3%，人口占全国的 54% ; 而西北则
干旱、少水，但耕地占全国 63. 7%，人口约占全国的 46% ;
特别是黄、淮、海河流域地区，水量只占全国径流量的 5%，
而人口占全国的 30%，耕地占 37%，形成了水少地多、人口
多的局面。地下水与地表水不相适，难于取长补短。中国地下
水资源约有 7000 亿立方米 /每年，是比较丰富的。但在分布
上，地表水多的地方地下水也多，地表水少的地方地下水也
少，无法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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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缺水量大。耕地平均分摊水量只有
世界平均数的 3 /4。目前农业每年缺水约 300 亿立方米，受旱
面积达 2 ～ 3 亿亩，还有 8000 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城市供水
量也不足，中国 517 个城市中，有 300 多个缺水，年缺水量达
58 亿立方米，日缺水 1600 万吨，已严重制约城市经济发展和
居民生活用水的需求。

干旱的土地

水污染日趋严重。中国每年排放污水量达 360 多亿吨，其
中 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目前七大江河水
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严重，有的甚至鱼虾绝迹。流经城市
的河段十有八九水质超标，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300 亿元。而且水资源浪费严重。北方地区灌溉渠系是土渠，
防渗性能差，水的利用系数仅为 0. 3%左右。城市及工业用水
量浪费大，水的重复利用率均在 50%左右。这些因素，更加
剧了中国水资源的危机。 “中国的水”，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
题呀!

水少就意味着干旱。干旱缺水不仅给工业生产和城市居民
生活带来影响，还会给农业造成严重损失。80 年代以来，中
国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部分电厂、工厂停产或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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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缺水，每年因此损失产值 1200 亿元。山东淄博炼油厂，
其水源地的地下水几乎一度接近抽干。南方一些省市陆续出现
“水荒”。1991 年深圳出现的水荒，每天的损失就达 2000 多万
元。46 年来的灾情统计表明，在中国自然灾害中，旱灾对农
业产量的影响最大。进入 90 年代，每年受旱面积 4 亿亩左右，
比 50 年代增加一倍半以上，成灾面积增加 3 倍。90 年代，中
国粮食生产有 4 年出现徘徊，4 年因天旱减产粮食 350 多亿公
斤。而且全国可发展灌溉面积约 9. 6 亿亩。由于农田灌溉设施
建设相对滞后，目前灌溉面积只有 7. 5 亿亩，而每年的实际灌
溉面积只有 6 亿亩，大大影响了粮食的产量。全国农村还有
7000 万人、6000 万头牲畜饮水困难。1995 年，本是大水之
年，可是旱魔依旧不依不饶。南方是先涝后旱，东北是东涝西
旱，西北是春旱连夏旱，全国有 3000 万亩土地几乎颗粒无收。

非洲，自 1982 年开始，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持续几
年的旱灾，使 600 万人流离失所，36 个国家的 1. 5 亿人面临
着饥饿的威胁。仅 1983 年就有 1600 万人死于饥饿和与营养不
良有关的疾病。人们到处可以看见骨瘦如柴的人群、倒毙的牲
畜、干涸的河流、龟裂的田地; 以及儿童们饥饿难忍的神情、
垂危老人绝望的目光……面对着灾难，联合国向世界各国政府
发出了呼吁，称这次旱灾为 “非洲近代史上人类最大的灾
难”，要各国赶快抢救非洲的灾民。目前一般都认为，非洲的
干旱与森林的破坏有直接的关系。1981 年，肯尼亚再生能源
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惊人的调查报告说，他们担心，说不定
再过十几、二十年，肯尼亚就不会再有森林或木柴了。这个国
家的森林正在被各家各户的炭炉所烧掉。就是这些炭炉，每年
要烧掉约 720 万吨木材，占肯尼亚全年木材消耗量的 1 /3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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