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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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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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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012 !"
34&56 !%
7819:;<$% &&

&’#() $!
=>?@AB $!
CDE&FG $$
HI&JK $’
LMNO&!PQR" $"
STU&VW $(
X1YZ&[\U]^ $)
_‘&abI $%
c*def ’*
!gh"ij&kI ’!



!!!!!!!!!!

!!!!!

"
!
"
#
$
%

!ljm"I ’$
nopPqr ’’

*’#() ’)
)*stAB ’)
)*&!uv" ’%
)*&FGwx "!
yz&{| "$
}c~�&yz ""
yz:��&4� "(
����&iu- ")
��u "%
��&FG (!
��&$��F� ($

+!’#() ("
!�z��"&�� ("
�$���W�&��� ((
!��"&��� ()
 ¡¢£t!¤$�" (%
¥¦&ey#§y:¨py )*
¨p©ª�&«¬ )!
®�:«®�&p¯ )$

,-#(. )"
°A$G±² )"
³A$G±² )#



!!!!!!!!! !

"!!!!

"
!
"
#
$
%

´µ:¶· #!
]¸:�¸&§8 #&
v1´µ�;<¹Q #"
º»$P¼½ #)



书书书

　　　　　　　　　 　

１　　　　

?
生
命
的
秘
密

生命的历程

什么是生命

生命是什么？人类是生命体的一类，他们有组织器官
等形体上的相同之处，但也有性别、年龄、肤色等巨大的差
别；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种动物、植物直至微生物都是生命体，
因为它们同人类一样都有产生、生长、衰老及消亡的生命历
程。我们先不说人类与渺小得“肉眼不见”的微生物无法寻
觅共同之处，也不说好动好跳有丰富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的人类与“呆板”的植物难有共同之处，就是人类与动物们相
对比，人类与我们的近亲猿猴比较，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生命是普遍存在的，生命的现象也是绚丽多姿、丰富
多样的。人类从古至今追寻着生命的足迹，也与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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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着生存斗争，然而，一样又一样，一批又一批各种各
样的东西进入了“生命”的范畴，生命现象也愈发焕发出
丰富多彩，“生命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却始终没能得到完
满的回答。

经过探索生命活动的宏观形体及宏观变化过程，近
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对生命本质的寻觅从宏观
转变为微观寻找成为可能。由群体到个体，由个体到个
体的器官、组织，再到细胞、进而深入到细胞的内部世
界———生命最基本的单位。在这里，人类对没有细胞结
构的最简单的生物———病毒的研究，终于揭开了生命的
本源之谜。

１８９２年，俄国植物学家伊万诺夫斯基在寻找烟草的
花叶病起因时发现，当把花叶病侵染的烟叶绞出的汁液
涂在别的正常生长的烟叶上时，花叶病便能使被涂抹的
烟叶染病。他为了排除当时了解的最小生物细菌侵染的
可能性，便用细菌过滤器过滤了病叶的汁液，去除所有细
菌，然后再涂抹正常烟叶，结果新叶还是得了花叶病。花
叶病的病原是比细菌还小的生物，伊万诺夫斯基意识到
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这种神秘
的小魔鬼未能在他的视觉里显露原形。后来，许多细菌
学家相继发现天花病、狂犬病、牲畜口蹄疫等的病原能滤
过细菌过滤器孔，是比细菌还小的生物，它们摆脱了当时
的显微镜的透视，一时“逍遥法外”。科学家们便给这种
“隐形”的细小生物体取名为“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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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美国生物化学家斯坦利把上吨重的染有花
叶病的烟草捣碎后，历经无数次的提取和提纯，最终得到
一小匙东西。这种东西在显微镜下呈现出针状晶体的形
状，在水中溶解后得到一种带乳光的汁液。当他将少许
溶液涂抹健康烟叶上几天后，这烟叶也被传染了花叶病，
而且“病情”与磨过的烟叶一模一样！可以传染、繁殖、生
长、变异的活生生的生命体，居然可以像冰晶、食盐这些
毫无生机的物质那样形成漂亮的结晶！

为了解开这个令人迷惑的谜，两位英国生物化学家
鲍登和里皮对烟草花叶病毒的化学成分作了细致的研
究，研究发现它只含有９５％的蛋白质和５％的核酸这两
种化学物质，没有一点其它的化学物质侵入其中！在这
里，核酸、蛋白质这两种已知的化学物质，它们结晶的特
性向人们说明了烟草花叶病毒结晶的秘密，同时也向全
世界宣告：烟草花叶病毒只是核酸与蛋白质的有机组合
体！这两种无生命的化学物质组合而形成核蛋白，竟然
在“组合”中跨越了“生命”与“非生命”的鸿沟！

后来的一些重要科研成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又一些病毒被提纯了，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是只含有核
酸和蛋白质，要么是，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与蛋白质汇
融成细小的生命体，要么就是核糖核酸（ＲＮＡ）与蛋白质
构成的核酸蛋白被赋予了生命的意义！核酸与蛋白质构
成的核蛋白大分子———病毒，可以像无生命的大分子一
样独立存活于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中，一点也表现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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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活力；当一定的寄主送上门来时，它们便毫不客气
地侵入寄主的生活细胞，将寄主的细胞里的营养成分视
为己有，复制核酸，合成蛋白质再组装起来，从而完成了
自己的复制的繁殖，使用着别的生命来表现着自己作为
生物体的生命现象。这便是它大分子化学物质兼微小生
物体的双重身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世界上第一台电
子显微镜诞生了，病毒分子终于无所遁行了。１９３９年，
科学家考雪通过电子显微镜第一次观察到了烟草花叶病
毒的真实面目：它呈圆杆状的，极其细小，直径约１５毫微
米，长约３００毫微米，加长１３万倍才有一根小火柴棒那
么长，这就难怪它在光学显微镜下不会显露原形了！正
是这些小杆状的病毒分子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才构
成了针状的结晶形式。

到了这里，一切都开始明朗了。虽然人、动植物等复
杂的高等的生命必需要有核酸、蛋白质、糖类、脂类等许
多复杂多样的化学物质才可存在并延续，虽然单细胞动
物包含着许多的细微结构更包含着许多种化学物质，但
生命的共同所在，却只在于核酸与蛋白质的组合———核
酸蛋白。病毒们把ＤＮＡ或ＲＮＡ盘旋成螺旋状，再裹上
蛋白质做的外衣，显出球形或圆杆状，就这样便赋于了自
己生命的意义与权利。核酸与蛋白质这两种生命体最基
本最重要的化学物质有了，生命的本质便已经具备。至
于它幻化出的生命形体是复杂还是简洁，那只是同一本
质下的形式的不同，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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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起源

地球在宇宙中形成之初，那里是没有生命存在的。
经过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化学演化，就是说大气中的有机
元素氢、碳、氮、氧、硫、磷等在自然界各种能源（如闪电、
紫外线、宇宙线、火山喷发等等）的反应下，合成有机分子
（如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水、硫化氢、氨、磷酸等
等）。这些有机分子进一步合成，生成生物单体（如氨基
酸、糖、腺甙和核甙酸等）。这些生物单体再进一步聚合
作用变成生物聚合物。如蛋白质、多糖、核酸等。这一段
过程叫做化学演化。蛋白质出现后，最简单的生命也随
着诞生了。这是发生在距今大约３６亿多年前的一件大
事。从此，地球上就开始有生命了。

生命物质能从环境中汲取自己生活过程中所需要的
物质，排放出自己生活过程中不需要的物质，这是它与非
生命物质的最基本的区别，。这种过程叫做新陈代谢，这
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看它能否繁殖后代。任何
有生命的个体，不管他们的繁殖形式有如何的不同，他们
都具有繁殖新个体的能力。第三个区别是有遗传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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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能把上一代生命个体的特性传递给下一代，使下一
代的新个体能够与上一代个体具有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
特性。这个大致相同的现象最有意义，最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这说明它或多或少有一点与上一代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与上一代不一样的特点叫变异。这种变异的特性若
可以适应环境而生存，它就会一代又一代地把这种变异
的特性加强并成为新个体所固有的特征。生物体持续的
变异，不断地遗传，日久天长，周而复始，具有新特征的新
个体也就不断地出现，使生物体不断地由简单变复杂，构
成了生物体的系统演化。

地球上早期生命的形态很简单，一个细胞就代表一
个个体，它没有细胞核，我们叫它为原核生物。它是靠细
胞表面直接吸取周围环境中的养料来维持生活的，这种
生活方式我们叫做异养。当时它们的生活环境是缺乏氧
气的，这种喜欢在缺乏氧气的环境中生活的叫做厌氧。
因此最早的原核生物是异养厌氧的。它的形态开始是圆
球形，后来变成椭圆形、弧形、江米条状的杆形进而变成
螺旋状以及细长的丝状，等等。

由形态变化的发展方向来看是增加身体与外界接触
的表面积和增大自身的体积。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细菌
和蓝藻都是属于原核生物。蓝藻的发生与发展，使地球
上氧气含量的增加迅速，从２０多亿年前开始，不仅水中
氧气含量已经很多，而且大气中氧气的含量也已经不少。

细胞核的出现是生物界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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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植物经过１５亿多年的演变，原来均匀散布在它的细胞
里面的核物质相对地集中以后，外面包裹了一层膜，这层
膜叫做核膜。细胞的核膜把膜内的核物质与膜外的细胞
质分开。细胞里面的细胞核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把有
细胞核的生物称为真核生物。从此以后细胞在繁殖分裂
时不再是简单的细胞质一分为二，而且里面的细胞核也
要一分为二。

真核生物（那时还没有动物，可以说实际上也只是真
核植物）大约出现在２０亿年前。

在生物界演化过程中的又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性别的
出现，因为性别加速了生物的优生，促进生物向更复杂的
方向发展。因此真核的单细胞植物出现以后没有几亿年
就出现了真核多细胞植物。真核多细胞的植物出现没有
多久就出现了植物体的分工，植物体中有一群细胞主要
是起着固定植物体的功能，成了固着的器官，也就是现代
藻类植物固着器的由来。从此以后开始出现器官分化，
不同功能部分其内部细胞的形态也开始分化。由此可
见，细胞核和性别出现以后，大大地加速了生物本身形态
和功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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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登陆

多细胞藻类形成固着器，可以把藻体固定在岩石、砾
石乃至滩涂沼泽水边生活的本领，大约发生在８亿年前。
多细胞藻类固着器的出现，是藻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飞
跃。地表紫外线不断减弱，使一些能够固着生活的藻类
不断向水岸边生长，向水边迁移，以便接受更多的阳光，
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更多的有机物，加速自身的发
展创造了条件。这是内陆湖泊岸边滩涂或沼泽水域的情
况。对于在海洋中生活的藻类，它当然也会在不断地由
潮下带向低潮带高潮带直奔潮上带，这样一个途经迁移
的速度必然要跟随在紫外线相对减少程度的后面。到了
距今４．３亿年前的志留纪早期，臭氧层增厚的程度，已经
使紫外线相应地减弱到能使部分水生植物到陆地上生活
成为可能。

植物由水生环境迁入到陆地生活的环境中，由于环
境发生了本质性改变，使得它本身的形态也要跟着发生
改变。在水生的环境中，它全身可以从水中吸收水分和
溶解在水中的二氧化碳来进行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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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机物贮存起来，在陆地上生活以后，植物接受太阳光
照射的强度逐渐强于水中，植物体的体表要蒸发掉植物
体内的大量水分，因此相应地对水分的需求量也大大地
增加。但是从这时候开始，植物体吸收水分的面积却大
大地减少，对已经闯过了没有被紫外线杀死的植物体，如
果不及时调整本身内、外部的机能与形态结构，它也会因
来不及吸收大量水分而渴死。因此，它着地的一面必须
要能够适应加快吸收水分的本领，才能满足曝露在空气
中的部分对水分大量消耗的需要。

藻类的细胞

最早在陆地上生活的植物体表面全是光秃秃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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