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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是指采用广大学生易于理解、 接受和参与的方式， 普及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 倡导科学方法， 推广科学技术应用的活动。

目的是使广大青少年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 掌握必要的知识、 技能， 培养他们对科学技

术的兴趣和爱好， 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引导他们树立科学思想、 科学态度， 帮

助他们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而科学知识的普及则是实现这一推动的必由之路。 在新

的时代， 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为我们广大青少年的科普教

育提供了新的契机。 抓住这个契机， 大力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精神， 提高科学素质， 是

我们全社会的重要课题。

科学教育， 让广大青少年读者树立这样一个牢固的信念： 科学总是在寻求、 发现和了解

世界的新现象， 研究和掌握新规律， 它是创造性的， 它又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 需要我们不

断地努力奋斗。

在新的世纪， 随着高科技领域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为我们的科普教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

天地。 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 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

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推动

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因素， 并且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点、

现代化的战争、 通讯传媒事业的日益发达， 处处都体现出高科技的威力， 同时也迅速地改变

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知识充满了强烈渴求。

对迅猛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 不仅可以使广大青少年了解当今科技发展的现

状， 而且可以使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 学好科学知识， 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此， 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 《青少年科学知识大图解》， 主要包括太空、 地理、 天气、

生物、 花草、 环境、 海底、 武器、 生理、 科技等方面的内容。 本套作品采取图解的方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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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互动， 图文并茂， 形象生动， 通俗易懂， 能够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爱好， 达到普

及科学知识的目的，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启发性和知识性， 是我们广大青少年了解科技、 增

长知识、 开阔视野、 提高素质、 激发探索和启迪智慧的良好科普读物， 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

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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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体的由来和构造

达尔文的启示

小时候常有人问你， 人体是从哪儿来的， 你一定会不加思索地回答说： 是母亲生下来的，

或者说， 是爸爸妈妈生了我。 不错， 就每一个人的个体说， 每个人都来自自己的父母。 但是，

在这里， 我们是在问作为人类这个整体， 是怎样出现在地球上的。

对这个问题， 有过长期的争论， 有各种不同的学说， 如有的说是上帝创造的。 基督教的

《圣经》 就写道， 上帝用泥土造成一个男人， 名叫亚当， 然后从他身上抽出一根肋骨， 用它

做成一个女人， 名叫夏娃。 他们俩住在天堂的伊甸园里。 后来， 他们吃了不该吃的 “禁果”，

被上帝赶出伊甸园， 他们才来到地球， 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我国， 有女娲造人的传说， 说在远古时期， 女娲用泥土捏成人的形状， 使它变成人类，

一代代繁殖。

这些传说， 都不可信， 无法证实。

科学的发达， 使人类的由来得到可信的结论。 １９ 世纪中叶， 英国人达尔文通过自己的研

究， 并总结了他以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 “进化论”。 这个理论认为， 地球上的生物

是在长期的适应环境中， 发展起来的。 凡是能适应环境的， 就能存活下来； 如果不能适应环

境， 就存活不下来。 比如， 早期在水中生活的动物， 一般是靠鳃来吸收水中的氧气的， 靠鳍

来游动。 如果没有这些本领， 这些生物就不能存活下来而死亡。

进化论认为， 生物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 不断改进了身体的结构， 使它更好地适应环境，

结构愈来愈复杂， 愈进化愈高级。

最早在地球上的生命， 是单细胞生物， 生活在水中。 此后， 它不断进化， 由单细胞变成

多细胞， 渐渐变成腔肠动物、 软体动物、 环节动物、 昆虫。 以后进一步发展成脊椎动物， 最

早是鱼类， 以后进化成两栖类、 爬虫类， 开始到陆地生活。 由爬虫类又到鸟类， 最后是哺乳

类。 低等的哺乳类最后进化成高级的人类。

生物的进化， 人类的进化， 有什么证据吗？ 有的， 不仅有， 而且有许多， 这里只说几件。

低等哺乳动物、 鸟类在发脾气时， 羽毛、 体毛会竖立起来， 你可以认真观察猫、 狗发脾气，

还有公鸡相斗时， 就能看到这种情况。 人体虽然没有长的体毛， 但头发就比较长， 古书上说

人暴怒时， 会 “怒发冲冠”； 人在冬天突然受冷风刺激， 会起 “鸡皮疙瘩”， 这些都与低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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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竖毛一样。

有的人胸部有不止两个乳头， 而是两排乳头。 这种多乳头的现象与低等哺乳动物像猫狗

那样， 它们不都是两排乳头吗？

另外， 有的人身上长出长毛， 这就是 “毛孩”， 还有的人长出 “尾巴”， 有时长达两尺；

美国一个女公民， 一胎生下七个兄弟姐妹……所有这些， 都是人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从

低等动物逐渐进化而来的证据。

还有一个更加有力的证据， 说明人类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 这就是人体胚胎的发育

过程。

胚胎的发育

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是母亲生下来的。 但究竟每一个个体的人， 是怎样在母体内发育起

来的呢？

对此， 也有不同的认识。 比如有一种假设认为， 人体早就在母亲的卵子中形成， 开始时

很小， 看不到。 一旦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结合了， 这个小人体就一天一天变大， 直到发

育到 １０ 个月的时间， 就发育成熟， 诞生下来。 另外一种学说认为那个小人是在父亲的精子

里， 而不是在母亲的卵子里。

因为最早的胚胎很小， 肉眼看不见， 所以谁也说不准哪种说法是对的。 后来， 人们从鸡

蛋里的鸡胚看到， 鸡胚并不从一开始就是小鸡， 而是一点点变化， 最后才变成小鸡的。

这个观察是对的， 前面那种叫 “预成论” 的学说是错的。 动物的胚胎从最简单的一个卵

细胞开始， 在受精后， 开始分裂， 由一个细胞变成两个、 四个、 八个、 十六个……一直到数

不清的细胞， 这些细胞随着时间的变化， 又在整个胚胎中间出现空腔， 并且整个变形， 细胞

分成许多细胞团， 它们有的变成神经系统， 有的变成内脏。 其他各种组织和器官， 也都逐步

发育起来， 不同的器官又组成不同的系统。 这个学说叫 “渐成论”。 经过现代科学方法的验

证， 渐成论是科学的， 正确的。

从上面说的变化过程看， 人体的胚胎正好又重演了动物进化的过程， 即从单细胞到多细

胞， 从水中生物， 经过有空腔的时期、 鱼期、 哺乳动物期， 最后才变成人。

从胚胎的发育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 不论是鱼类、 龟类 （爬行动物）、 兔 （哺乳动物），

或是人， 从一开始， 是极为相像的， 以后慢慢演化， 才逐渐变成不同的动物。

人体在由单细胞卵子， 一直到由母体分娩出来， 独立生活， 大约需要九个多月， 所以俗

话说，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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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构造

胚胎最早是由一个单细胞———卵子发育起来的。 到了分娩时， 人体已经是由万亿计的细

胞构成了。 这些细胞分成不同的种类， 组成不同的组织， 再由各种组织组成不同的器官， 而

不同的器官则组成不同的系统。 这些不同的细胞、 组织、 器官和系统， 不仅构造和形态不一

样， 它们的功能也完全不同。

在这里， 我们先介绍细胞的构造。

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构造单位。 最小的细胞要用显微镜才能看见； 大一些的细胞像卵子，

用放大镜就可以看到了。 但不论细胞大小怎样， 形状有多么不同， 它们都有相同的基本构造。

我们可以用一个典型的模式来加以表示。

我们可以把细胞比喻成一个饺子， 最外边是一层极薄的细胞膜， 就像饺子皮； 饺子馅就

是一团比较致密的东西， 叫细胞核。 在核和膜之间， 则是一些稀一点的胶状物， 叫做细胞质。

细胞膜很薄， 一般只有 ７５ 埃的厚度 （１ 厘米 ＝ １０ 毫米， １ 毫米 ＝ １０００ 微米， １ 微米 ＝

１００００ 埃）， 换句话说， 在一个针尖大的地方， 即大约 １００ 微米 （０． １ 毫米） 的地方， 可以容

纳下 １３０００ 多层的细胞膜。 这层膜并不是简单地把内容物包裹起来就完了。 它有十分重要的

结构。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 以及在生理活动中产生的废物， 都是在细胞内出现

的， 它们必须透过这层膜与细胞外的环境进行交换， 所以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细胞质则是储存营养物质的地方， 细胞至关重要的生命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细胞核是一种比较致密的结构， 它的表面又有一层核膜， 以与细胞质分开， 核膜内含有

核仁和核质， 这些东西与人体的遗传有密切的关系。 每一个人看上去很像自己的父母， 这是

因为， 他们的身体都是由父亲的精细胞和母亲的卵细胞中的细胞核物质， 两者互相结合， 并

逐渐演化而成的。

人体细胞的形状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 血液中有不同形状的血细胞， 如红血细胞像一个

个烧饼， 中间薄一些， 周围边缘则厚一些。 还有一种白血细胞， 它们比红细胞大， 外形看上

去像杨梅， 圆球形。 肌肉的细胞则像织布时用的梭子， 中间粗， 两头尖。 至于神经细胞， 则

外形像星星， 向四周放射出条状的构造。 又比如皮肤表面、 口腔黏膜的表面， 都是由好几层

细胞构成的， 细胞形状有方形的、 柱形的， 有的则是不规则的。

不同的细胞有不同的功能。 它们组合在一起， 构成不同的器官， 再由不同器官组合在一

起， 形成不同的系统。 比如， 胃的最里面一层是黏膜层， 下面就是肌肉细胞组成的肌肉层，

不同的层次又由结缔组织把它们粘合在一起。 胃只是一个器官， 是消化系统中的一个器官，

还有其他器官如食管、 小肠、 大肠， 再加上肝脏等等， 就构成整个消化系统。 就宏观看， 人

体可大略分成头部、 躯干部和四肢。 头与躯干由颈部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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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有眼、 耳、 鼻、 口腔。 最上方是由一些扁骨构成的头颅， 里面装着脑髓， 那是人体

的 “最高司令部”。 颈部有喉头， 气管和食管都从这里通过， 进入躯干。 躯干分为上半截的

胸和下半截的腹， 这里有心、 肺、 肝、 肠等重要器官。 附着在躯干上的是上肢和下肢。 这些

不同器官互相配合， 维持着人体的生命活动。

人体小天地

我们的祖先认识人体， 首先是肉眼能见到的那些结构， 像头部、 四肢、 躯干、 颈部； 进

一步还看到五官、 内脏、 肌肉， 甚至血管、 神经等等。

人体毕竟是有生命的， 每天都要进行生命活动， 包括吃饭、 走路、 干活， 一直到思维。

这些生命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呢？

限于古代的科学水平还比较低， 很难直接观察到这些生命活动的实际情况， 比如心脏是

怎样跳动的。 生命是怎样维持的， 人体每天是怎样生活的， 有什么生理方面的变化等等。

古人除了千方百计观察一些生理活动， 像血液从伤口流出、 气从鼻子吸入呼出等等气血

的活动以外， 还借助古代的一些哲学思想来思考和推理， 以说明生命活动的过程。 古人认为，

人生活在天地间， 必然与自然界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晚上要睡觉，

白天要活动； 天冷要加衣、 少外出， 天热则多在户外活动， 要减衣等等。

古人有一种思想， 叫做 “同类相应”， 意思是指同性质的事物， 都有互相追随的趋势。

人生活在自然界， 为了适应自然界的变化， 人也要跟着发生一些变化， 这个道理正如 “同类

相应” 一样， 古人把这种现象称为 “天人相应”。 在这里， “天” 是指自然界， “人” 是指

人体。

“天人相应” 的思想， 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天地、 小宇宙， 自然界的一些现象， 在人体上

也有所反映。 比如说， 自然界有四季变化， 春季天气温暖， 树木开始发芽， 青草萌发， 冬眠

的动物开始苏醒； 夏天炎热， 万物繁衍茂盛； 秋季凉爽， 植物开始结果实； 冬季严寒， 天寒

地冻， 万物收藏。 人体内部也与四季一样， 在四季里经历了从冬季深居简出、 气血流动缓慢，

一直到盛夏气血旺盛； 再由夏季逐渐转入蛰伏室内， 气血又逐渐减慢循环。 在一天里， 白天

有太阳， 气温高， 万物都出来活动， 人体也是气血流通旺盛； 到晚上气温变低， 一切生物活

动暂停， 人体的气血也流动缓慢， 并进入睡眠状态。

古人甚至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在人体内找到相应的对应部分， 如天有日月， 人有两眼，

天是圆的， 人头顶也是圆的； 地是方的， 人的双足也是方的； 一年有 ３６５ 天， 人体也有 ３６５

个大小骨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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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健康， 这种思想却是十分积极和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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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这些对应的部分， 有的是巧合， 有的则有些牵强附会。 但是， 古人从 “天人相

应” 的道理领悟到， 人体一定要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身体， 以适应自然界的种种变化， 才能保



第二章　 大脑探秘

人体司令部

科学家认为， 在宇宙万物之中， 脑的秘密最难了解， 迄今对它知之甚少。 因此， 探索大

脑就成了无数专家、 学者毕生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研究探求， 我们已

经明确： 它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是指挥全身活动的 “最高司令部”。

我们的脑子， 被许多块颅骨组成的结实的 “盒子” 保护着。 这 “盒子”， 就是我们平常

所说的 “脑壳”。

打开 “盒子”， 可以看到脑子被硬脑膜、 蛛网膜、 软脑膜一层又一层地包着。 揭开这三

层脑膜， 那十分柔嫩的、 表面好像核桃仁般全是皱褶的脑子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脑子可分为大脑、 小脑、 间脑、 中脑、 脑桥和延脑等部分， 各部分有精细而复杂的功能，

其中以大脑的功能最为重要。

脑子管看、 管听、 管嗅， 与全身痛痒相关。 我们的一切生理活动， 从心脏跳动、 消化液

分泌到复杂的思维和劳动， 都由脑指挥。

由脑发出的 １２ 对神经， 从不同部分分布出去， 与由脊髓发出的 ３１ 对神经一起， 同人体

的内脏器官及负责各种感觉的 “专业细胞” 发生联系， 也同可产生动作的肌肉发生联系， 它

们都在脑的统一指挥下接受体内体外的情报， 传达和执行脑的命令。

人体器官众多， 机能复杂， 因为有了脑的指挥， 一切活动便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要不，

你的眼睛盯着美味食物， 嘴里也垂涎三尺， 但手就是不肯举起筷子， 那怎么行呢？

所以， 人类乃至所有较高级的动物， 都必须有一副健全的脑子。

精密的网络

人有神经系统， 除了脑神经外， 还包括脊髓和周围神经。

人的身体是个统一的整体。 脑的指挥功能， 是离不开眼、 耳、 鼻、 舌、 身和整个神经系

统配合的。

人的全身的神经像树枝那样密布于各个角落， 所有神经又像电话线那样都通向 “司令

部”。 据统计， 要是把一个人所有极细小的神经纤维都连成一线， 可以环绕地球赤道 ５０ 圈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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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好比 “电话线”， 它通常也像电话线那样， 由里层的 “铜丝” 和外面包着的 “皮套”

两部分组成。 “铜丝” 叫做神经细胞的突起， “皮套” 叫做髓鞘。 体内的神经网络虽然极其复

杂， 但传导信息时却不会相互发生干扰， 因为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有绝缘性。 当信息沿着

“铜丝” 传送时， “皮套” 有保证信息直通、 防止 “横走” 的作用。

神经传递信息的速度并不一样。 医学家说， 纤维越粗的神经， 传递的速度越快； 有髓鞘

的神经比没有髓鞘的也要快得多。 神经传递的速度究竟有多少？ 据测定， 传导最快的坐骨神

经每秒钟 “行走” 的速度是 １２０ 米； 细而无髓鞘的某些传导痛觉的神经， 其传导速度每秒却

只有 ０． ５～２ 厘米。 尽管传导的速度悬殊， 但在 “滴答” 一声中， 人体任何部位的刺激和感

觉， 都能够立即传到 “司令部” 去。

神经传导受温度的影响。 温度降低， 传导的速度就相对减慢； 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 就

会 “停止” 传导， 这正是冷冻麻醉的原理。

若神经纤维受到损伤或被切断， 或因麻醉， 亦即它的生理机能完整性遭破坏时， 其传导

也会发生障碍。

神经传导不易产生疲劳。 有人做实验， 连续给予 ９ ～ １２ 个小时的刺激， 它一样迅速而准

确地传送信息。

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是神经细胞， 也叫作神经元。 在高等动物中， 有形态各异、 功能多

样的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有三个部分：

一是细胞体， 其大小不同， 有的直径为 １ ／ ９８ 厘米， 有的则为 １ ／ １３７８ 厘米。 它通常集中

在脑和脊髓构成的中枢神经系统里， 在脑中形成 “灰质”。

二是轴状突。 轴状突很细， 直径常常不到千分之一厘米。 一种神经细胞一般只有一个轴

状突， 但长短不一， 短的仅伸展几厘米， 长的可从脊髓一直伸到手指尖或脚趾头。

三是树状突。 它伸展比较短， 也更细， 直径常常只有 １ ／ ５５１２ 厘米。 因为多次分支， 它的

细胞体周围形成 “小树” 模样， 这正是把它称之为树状突的缘故。

每个神经细胞的 “突起” 与其他神经细胞的 “突起” 都是互相联系接触的， 这相连的地

方就叫 “突触”。 各种信息通过突触而接力传送。

从身体各处向脑或脊髓报告信息的神经纤维叫作传入纤维， 也叫感觉纤维； 从脑或脊髓

向身体各处传送命令的神经纤维叫传出纤维， 也叫运动纤维。 绝大多数的神经都是 “双行

道”， 即其中既有传入纤维， 也有传出纤维。

由于神经系统在全身有一套精巧、 复杂的联络网， 才使我们能正常地工作、 学习和生活。

大脑的进化

古代的中国和外国， 都有鱼上陆地变人的传说。 在古希腊， 就有人认为， 是鱼到陆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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