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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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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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天气”和“气候”的区别

城市天气预报常用的天气符号

每天，我们都可能看见“气象”“天气”“气候”这３个

词。有时打开收音机、电视或是翻开报纸，就会听到或看

到天气预报的消息；当你想到某地出差，也会向别人打听

一下那里的气候、天气怎么样？然而，“气象”“天气”和

“气候”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可能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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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将其混为一谈，认为反正都是天气呗！其实三者的

含义有着较大的区别，相互间又有密切的联系。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气象”，它是指发生在天空中的

风、云、雨、雪、霜、露、虹、晕、闪电、打雷等一切大气的物

理现象；“天气”，是指影响人类活动瞬间气象特点的综

合状况。例如，我们可以说：“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

晴空万里；昨天天气很差，风雨交加”等，而不能把这种天

气说成是气象；“气候”，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

一年或一段时期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例如，昆明四

季如春；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春、秋温和，盛夏炎热，

冬季寒冷，我们就称这里是“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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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地球的外衣

宇航员乘坐宇宙飞船或航天飞机俯瞰地球时，地球

被一层淡蓝色的外衣包裹着，科学家把这层外衣叫地球

大气（也称为大气圈）。地球大气是地球上一切生命赖以

生存和进化的基础环境条件，也是人类和地球生物的“保

护伞”。大气是由多种气体混合而成的，其中氮气最多，

约占７８％，其次是氧气约占２１％，其余为氩、二氧化碳、

臭氧、水汽等微量气体。大气中还悬浮着水滴、冰晶、尘

埃等液体、固体微粒。从地面到大气上界，可分为对流

层、平流层、中层、热层、外逸层。大气的密度随着高度的

升高而减小，大约３０％的大气质量集中在３　０００米以下

的大气层里；５５００米高度是个中线，以上和以下的大气

质量是相等的。大约９０％的大气质量集中在１６．５千米

以下的低层大气里，３２千米以上的大气质量还不到整个

大气质量的１％。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天气现象和天

气系统主要发生在对流层中，对流层的厚度在中纬度地

区为１０千米左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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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可分为哪几层

科学家通过不断地探索和追求，对大气层的认识越

来越清晰了，他们发现，在不同的高度上，大气的情况是

在变化的，于是就人为地把大气分成５个不同的层次，以

便于更好地研究大气。

对流层是大气层的最底层。这一个层次从地面向

上，直到１０千米左右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大气的温度

随着高度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在１１千米附近，温度下降

到－５５℃。对流层，大气活动激烈异常，有时上升，有时

下降，甚至还会翻滚。正是由于这些不断变化着的大气

运动，形成了多种多样复杂的天气变化，风、云、雨、雪、

雾、露、雷、雹也多发生在这个层次里，所以也有人称这层

为气象层。这层的顶叫对流层顶。

平流层是从对流层顶向上到５５千米附近。在这个

范围里，温度不再像对流层里那样不断变化了，它开始几

乎不发生变化，然后随高度增加又增加，到平流层顶温度

可达－３℃～１７℃。这里空气成分几乎不变，水气与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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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存在，所以这里经常是晴空万里，能见度高。平流

层中臭氧比较集中，在２５千米高处臭氧最多，形成了所

谓臭氧层，臭氧能强烈地吸收紫外线，它对地球上的生物

非常重要。

中间层是从平流层顶向上，也就是从５５千米～８０
千米这个范围被命名为中层大气，简称中层。在这里，温

度随高度而下降，大约在８０千米左右达到最低点，约为

－９０℃。

热层是从中层大气向上，也就是从８０千米～５００千

米左右的范围，这里温度随高度极速上升，可达到

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所以称为热层。在这里空气高度稀

薄，而且多处在高度电离状态。

逃逸层是大气层的顶，这一层顶也就是地球大气层

的顶。在这里地球的引力较小，再加上空气又很稀薄，气

体分子相互碰撞的机会很小，因此空气分子就像一颗颗

微小的导弹一样高速地飞来飞去，一旦向上飞去，就会进

入碰撞机会极小的区域，最后它将告别地球进入星际空

间，所以外大气层被称为逃逸层。但总的说来，逸掉的大

气是很少的一部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一层温度极

高，但近于等温。这里的空气也处于高度电离状态。

除了以上的分层外，科学家按照大气电离状态，又将

６０千米以上的大气层称为电离层，电离层在远距离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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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通信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无线电波借助于在地面

和电离层之间的多次反射而传播出去，实现了远距离的

无线电通信。人们形容电离层为“一面反射电波的镜

子”。

磁层是指５００千米以上的大气层。在磁层里，地球

磁场对大气的运动担负着决定性的作用。磁层在太阳风

的作用下发生一系列变化：面向着太阳的一面被压缩了，

而在背着太阳的一面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彗星一样的长尾

巴———磁尾。向着太阳的一端距地心约十几个地球半

径，即７０　０００千米～８０　０００千米，它的尾长（背着太阳一

端）约１００个地球半径，即６００多万千米。太阳风与磁层

之间的边界为磁层顶，磁层顶以外即为星际空间。因此

也有人认为磁层顶才是大气圈的顶。磁层虽然离地球表

面很高，但对人类确实能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没有磁层，

威力巨大的太阳风会把臭氧层吹掉，甚至还会把整个大

气层统统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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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流

空气的流动是由于大气环流的影响，大气环流一般

是指地球大气层中具有稳定性的各种气流运行的综合表

现。因为地球表面接受的太阳辐射不均匀，导致地球表

面形成不同的气压带，由于各地气压高低不同所产生的

气压差，于是形成空气的流动。大气环流构成全球大气

运行的基本形势，它是全球气候特征和大范围天气形势

的原动力。控制大气环流的基本原因是太阳辐射、地球

表面的摩擦作用、海陆分布和大地形等。大气环流主要

有全球规模的东西风带，三圈环流，常定分布的平均槽

脊，行星尺度的高空急流，西风带的大型扰动，世界气候

带的分布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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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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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气边界层

大气边界层在大气圈的最低层。其上界离地面约

５００米～１　５００米。该层受地面摩擦作用比较明显，故亦

称“摩擦层”。又因该层邻近地球的表面，故又称“行星边

界层”。在此层中，大气运动基本上表现出不规则的湍流

状态。由于受地面的热力和动力影响，形成大气和地表

各种属性的强烈交换，故边界层中气象要素的分布有不

同于自由大气中气象要素分布的特殊规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