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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苍茫的山川大地，浩瀚壮阔的幽深海洋，

茫茫无际的宇宙星空，这些蕴藏了多少神奇与奥秘？”

当孩子用憧憬的目光期望得到你的回答时，大人似乎无

法将答案告诉他们。《青少年看世界·探秘系列》丛书

以最全面的知识、最准确的解读，让孩子得到心目中最

想要的答案，并将孩子引领进一个神奇瑰丽的科学世界

中；也让孩子在阅读中慢慢了解科学的魅力，爱上科学

的神奇。

在人类历经的数千年里，不论是神奇的生命、诡秘

的自然，还是浩瀚的科学海洋，它们都以一种神奇的方

式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

会的进步，昨天的种种疑问已被今日先进的科学技术解

读。而新的神秘和未知事物又层出不穷，它们静静地守

候着那些将要到来的探索者。或许我们对某些未来还一

无所知，但是请相信如今的孩子，他们将会在不远的将

来为我们一一解答。

当你打开《青少年看世界·探秘系列》丛书时，

你会感觉到这套科普图书真正满足了你“读图时代”、

“知识时代”的需求。该书以青少年阅读兴趣为出发

点，丰富的图片与知识的巧妙融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展现在读者面前，方便了青少年的阅读和理解。知识的

融会贯通方便了孩子们全方位地摄取信息，从远古到现

青少年看世界·探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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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从人类的起源到发展、从历史的进步到生动的自然

世界，都会让孩子们领略科学世界的神奇。在注重内容

的前提下，我们也详细地描绘了各个知识点，让孩子

能够充分地了解科普知识，我们坚信，《青少年看世

界·探秘系列》丛书必将是一套家长首选、孩子喜爱的

科普丛书。

编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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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世界第一大峡谷是雅鲁藏布大峡谷，整个峡谷地区冰川、绝壁、

陡坡、泥石流和巨浪滔天的大河交错在一起，环境非常恶劣。许多地区

至今仍无人涉足，堪称“地

球上最后的秘境”。

雅 鲁 藏 布 江 是 世 界 上

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

是藏语，它的汉语意思就是

“天河”。雅鲁藏布江发源

于青藏高原西部，它由西向

东一直在日夜不停地奔流，

第一章
　高原阔林中的重重谜团

雅 鲁 藏 布 大 峡 谷 ——据 国 家

测绘局公布的数据：这个大峡谷北

起米林县的大渡卡村（海拔288 0

米），南到墨脱县巴措卡村（海拔

115米），全长504.6千米，最深处

6009米，平均深度2268米，是不容

置疑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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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江水横贯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因此被西藏人民赞为“母亲河”。在

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之间有一块宽为5～10千米的谷

地，它是西藏的主要耕作区——雅鲁藏布江谷地。

人们对这条河进行科学考察时发现，它的沿途有许多河流汇入，

这些河流的汇入增大了雅鲁藏布江的水量。江水在东经95°附近有个大

拐弯，巨大的水流将这个地方冲出了一段大峡谷。这段峡谷又长又深，

真是举世罕见。这一发现引起了众多科学工作者的兴趣。后来，又有许

多人来到这里，许多新的发现不断被昭示天下。

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自然景观壮丽旖旎。从海拔500米高的地方到

5000米高的区域内，分布着从极地到赤道的不同气候带，来到这里的人

们能够有不同的体验。雅鲁藏布江之所以有如此独特的风光，主要是由

于它是印度洋南部的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

雅鲁藏布大峡谷有着丰富多样的气候资源。海拔1100米以下是常

绿季风雨林地区，这里的平均气温在16～18℃。在这里，热带的花木果

雅鲁藏布大峡谷风景——雅鲁藏布江下游，江水绕行南迦巴瓦峰，峰回路转，作巨

大马蹄形转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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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和亚热带的植物以及喜阴的农作物都能健康生长。海拔1100～2400米

的地区年平均气温是11～16℃，是常绿半常绿阔叶林地区，这里适宜亚

热带经济作物和湿热带果树的生长。海拔2400～3800米处的气温下降为

年平均2～11℃，是亚高山常绿叶林带，这里生长着青稞、油菜、冬小

麦、马铃薯等耐寒农作物。另外，这一区域还是用材林的生产基地：海

拔3900米以上的气候十分寒冷，湿气重，只能生长一些草。因此，这里

成为适宜夏季放牧的优质高原牧场。

这里的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品种多样。其中，维管束植物有3768

种，是整个西藏高原植物总数的2/3；大型真菌有680多种，占西藏真菌

总数的78％；鸟类有232种，占西藏鸟类总数的49％。此外，这里还有

两栖爬虫类动物31种，昆虫200余种。

这里的水能资源也十分丰富。因为这里地势高，有很多峡谷悬

崖，重峦叠嶂，水流到这里十分湍急，遇到悬崖时就形成了许多落差大

的瀑布。这里水能资源总贮量约有1亿千瓦，占全国的1/7，大峡谷地区

又被誉为“天然冰库”。因为这里冰雪资源极为丰富，拥有面积超过

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上最深、最大、海拔最高的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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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平方千米的现代冰川。

1998年10月至11月，“1998年中国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

队”成立。这次考察和以往考察的不同点在于，这是探险者们第一次徒

步考察这个新发现的大峡谷。从该地区的大渡卡村开始行程，到峡谷腹

地墨脱县的巴昔卡村结束，全程约240千米。

这中间有大约100千米的地区是无人区，那里河底陡峭，常有野兽

毒虫出没，树木乱石密布，基本上没有道路，为行程增加了许多困难和

危险。这次探险考察也因此成为20世纪末人类探险史上的一次壮举。这

次考察的成果，也为21世纪人类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开发利用提供了较

为翔实的科学资料。

 “世界屋脊”曾经是海洋吗

众所周知，青藏高原不仅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高原，同时也是世界

上最年轻的高原。它的面积约250万平方千米，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

青藏高原由自南向北绵延不绝的一系列山脉构成。巍峨的喜马拉

雅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耸立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中间是喀喇

青
藏
高
原
鸟
瞰
图—

—

中
国
最
大
的
高
原
，
在

中
国
西
南
部
。
包
括
西
藏
自
治
区
和
青
海
省
的
全

部
、
四
川
省
西
部
、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南
部
，
以

及
甘
肃
、
云
南
的
一
部
分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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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唐古拉山，北面则是广阔的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

青藏高原上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全世界海拔超

过8000米的山峰共有14座，都位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雄踞在地球之

巅，确实无愧于“世界屋脊”的称号。青藏高原上有许多美丽的风景：

无数蔚蓝色的湖泊镶嵌在广阔的草原上，雪峰倒映在湖里，美丽迷人；

岩石缝里喷出许多热气腾腾的泉水，附近的雪峰、湖泊在喷泉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耀眼。青藏高原的大多数山峰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雪，许多银链

似的冰川点缀在群山之中，这些冰川正是大江、大河的“母亲”。发源

于此的有世界著名的长江、黄河、印度河和恒河等，它们都从这里汲取

了丰富的水源。柴达木盆地是青藏高原地势较低的地方，但海拔也有

2000～3000米。

那么，青藏高原是怎么形成的？它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吗？

可能我们很难想象，如今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曾经被埋在深深

的海底，而且，喜马拉雅山至今也没有停止过上升。对1862—1932年

间的测量结果进行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其许多地方以平均每年18.2毫米

的速度在上升。如果喜马拉雅山始终按照这个速度上升，那么1万年以

后，它将比现在还要再高182米。

青
藏
高
原—

—

不
仅
是
世
界
上
最
高
大
的
高

原
，
同
时
也
是
世
界
上
最
年
轻
的
高
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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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层层叠叠的页岩和石灰岩层中，地质学家们发掘出了

大量的恐龙化石、陆相植物化石、三趾马化石以及许多古代海洋生物的

化石，如鹦鹉螺、三叶虫、珊瑚、笔石、菊石、海百合、苔藓虫、百孔

虫、海胆和海藻等的化石。这些古代海洋生物化石让人不禁想起了遥远

的地质年代：早在二三亿年前，青藏高原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它呈长

条状，与太平洋、大西洋相通。后来，由于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古生

代的褶皱山系，海洋随之消失，古祁连山、古昆仑山产生，而原来的柴

达木古陆相对下陷，变成了大型的内陆湖盆地。经过1.5亿年漫长的中

生代，长期的风化剥蚀使这些高山逐渐被夷平，高山上被侵蚀下来的大

量泥沙则全部沉积到湖盆内。

地壳运动在新生代以后再次活跃起来，那些古老山脉因此剧烈升

起，重新变成高峻的大山。现今世界最高山脉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区在距

今4000多万年前是一片汪洋大海。这里原本是连续下降区，厚达1000米

的海相沉积岩层深积在这里，各个时代的生物也埋藏在岩层中。随着印

度洋板块不断地北移，最终与亚欧大陆板块撞在了一起，这个地区的古

青藏高原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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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受到严重挤压，褶皱因此而产生。喜马拉雅山脉从海底逐渐升起，并

带着高原大幅度地隆起，“世界屋脊”从此屹立于世。

高原的强烈隆升，对亚洲东部的自然地理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高原大地形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改变了周围地区大气环流的形

势。经气象学家研究得知：夏季，高原的存在诱发了西南季风，使我国

东部的夏季风能长驱北上，给广大地区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冬季，高原

的存在产生了西伯利亚高压，强大的冷空气又足以席卷南部广大地区。

如果我们把高原与其周围低地相比较，便可以看出它们的显著差别。高

原南部的印度阿萨姆平原为热带雨林地带，而高原北部却是极端干旱的

温带荒漠；高原东缘与亚热带湿润的常绿阔叶林地带相接；其西侧毗连

着亚热带半干旱的森林草原和灌丛草原地带。青藏高原恰恰处在这南北

迥异、东西悬殊的“十字街头”上。高原强烈隆升的结果，使气候愈来

愈寒冷干燥，并且愈往中心地区愈明显，由隆升前的茂密森林过渡到了

今天的高寒荒漠。相比之下，高原东南边缘变化最小，至今仍然保存着

温暖湿润的森林景观。

青藏高原上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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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秘乐业天坑群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的乐业县，有着被人们称之为“中华一

绝”的巨大天坑群，它们是由方圆十多平方千米的数十个巨大的天坑状

溶洞组成。

最大的天坑——大石围天坑

在所有的天坑中，最大的天坑“大石围”直径为500多米，深400多

米，在这个天坑的坑底，有非常神奇的地下森林和地下河。当地人将天

坑称为“石围”，广东粤北人称天坑为“箩”，但“大石围”比粤北的

“通天箩”要大30倍。

大石围天坑位于同乐镇的刷把村，距乐业县城有23千米之遥。大石

围的地下原始森林面积9.6万平方米，堪称世界第一。大石围天坑的垂

直深度约为613米，东西长为600米，南北宽为420米，其容积约有0.8亿

立方米。

大石围坑底原始森林里简直就像一方宝藏，这里面有各种奇花异

大石围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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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和无数的神秘动物，有的被称为“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有的是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和名贵药材，还有人类至今没有过记载的蕨类。在原始森

林底部，还有两条地下河，这两条地下河一暖一冷，河里有世界罕见的

朦鱼。大石围周边还有4000米长的神秘的百朗大峡谷、300万米长曲径

通幽的布柳河等景点。

地球表面的漏斗

这奇特的天坑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岩溶地貌形

态，在地质学上被称为“岩溶漏斗”。“天坑”一词，最早出现在袁道

先主编的《岩溶学词典》中，它的基本定义是：在巨厚的碳酸盐岩层

中，从地下通向地面、四周岩壁峭立围绕、深度与平面宽度大于数十米

以上、底部并与地下河连接的陷坑状负地形。

天坑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坑状的形态，而是由天然溶洞在漫长

的地质年代中逐渐演化而来的。溶洞在水流的长期冲击下，慢慢地被侵

蚀和溶解，然后就逐渐产生溶蚀的现象。这种水与可溶性岩石之间的以

溶蚀为主的地质作用和产生的地质现象被称为“岩溶”。岩溶形成分为

两种形态：地面上形成的石林峰与地面下形成的天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溶洞都能形成天坑，这也是天坑主要出现在

大
石
围
天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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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原因。因为南方经常下雨，这正是为天坑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比方说，年平均降水量近1400毫米的乐业地区。当雨水降落在石灰

岩地面上的时候，就会沿着岩石的裂隙渗入到地下，一路溶蚀四壁，然

后再逐渐扩大，在地下形成大型的溶洞。溶洞的洞顶在重力的作用下，

不断往下崩塌，直到最后洞顶完全塌陷，终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天

坑。

 “雪的故乡”喜马拉雅山之谜

高耸挺拔的喜马拉雅山脉东西横亘，逶迤绵延，呈一向南凸出的

大弧形矗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喜马拉雅山系由许多平行的山脉组成，

自南而北依次可分为山麓、小喜马拉雅山和大喜马拉雅山三个带。大喜

马拉雅山宽50～90千米，地势最高，是整个山系的主脉。

位于中尼边境中部的喜马拉雅山，雪峰林立，有数十座海拔7000

喜马拉雅山，全长2400千米，宽200～300千米，主脊山峰平均海拔达6000米，是地

球上最高而又最年轻的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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