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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斗转星移，岁月

悠悠，勤劳的儿女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数的知识

财富，只有了解、掌握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再创辉煌。

作为新世纪的领跑者，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应该加深

对世界的了解，了解世界最新的技术和灿烂的文化，同

时，不断地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在

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此我们本着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朋友服务的宗旨编

写了这套《科学奥秘丛书》，本书语言平实易懂，文中包括

天文、地理、材料、能源、海洋、昆虫、动植物各类知识，使

人增长智慧，了解前沿科学，激发青少年朋友学习的兴

趣。

—１—



同时也希望本套丛书能帮助青少年朋友更好的掌握

科普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成为新世纪全面发展的人才。

由于时间仓促，兼编者水平有限，文中如有纰漏，望

能多多指正。

编　者

—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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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粮食———煤

　　什么地方被称为我国的“煤

都”？

人类用煤作燃料的历史很长，世界最早用煤作燃料

的国家是中国。早在３　０００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开

始采煤，并用这种“黑石”来取暖、烧水煮饭了。汉唐时

代，就已经建立了手工煤炭业，煤在冶铸金属（利用热能）

方面取得了广泛的应用。这个时候，世界上的大多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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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不知道煤是什么东西呢！煤在古代除了叫黑石之

外，还有其他许多名称，如石涅、黑金、石墨、石炭等等。

那么，煤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人类发现并使用煤炭，虽然已有３　０００多年的历史，

但煤是怎样生成的，还是近几百年来才逐步弄清的。

煤炭是由植物变来的，这已是我们谁也不会怀疑的

事实。但煤里面的热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需要从植

物说起了。

原来，绿色植物中的叶绿素，能够从空气中吸收二氧

化碳，同时吸收太阳光；依靠太阳光的能量，把根部送来

的水分解，放出氧气，而把氢气同二氧化碳发生一系列的

复杂的化学反应，变成为植物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各

种各样的糖类。这个奇妙的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光合作用”，正因为有了光合作用，植物才会越长越高。

那么，绿油油的树枝、粗大的树干，是怎么变成黑色的像

石头一样的煤呢？

远古时代，地球上还没有人类。气候比现在也要温

暖湿润得多，因而地面上到处生长着茂密高大的造煤植

物。特别是在海边和内陆湖沼地带，由于这里终年积水，

营养丰富，植物尤其茂盛。一开始，这些地方生长着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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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不高大，但随着植物不断地生长和死亡，这些植物的

遗体越堆越多，使得水越来越浅，养料也越来越丰富。最

后，这些地方发育了高大茂密的森林。

森林一批批生长，又一批批地死亡。经过许多次的

不断反复之后，植物遗体在这些地方越堆越多。在细菌

的作用下，植物的遗体最终变成一种黑褐色或褐色的淤

泥状物质———泥炭。由植物遗体变成泥炭，我们把这一

变化过程叫“泥炭化阶段”，它是煤即将形成的前奏。

如果地球的表面和地壳真是永远不变的话，即使有

了很多的植物遗体，煤仍是无法形成的。但我们知道，地

球的表面从来没有安静过，常常发生频繁的地壳运动。

如果地壳上升了，低洼的地方变成平地甚至高山，由

于水分减少，植物将生长得少而慢，一般是无法形成

煤的。

如果地壳下降，而且下降得很快的话，特别是当地壳

下降的速度超过植物遗体堆积的速度时，植物由于水太

深而无法继续生长下去，那么，煤同样是难以形成的。

只有当地壳缓慢地下降时，植物才能不断地生长和

死亡，泥炭层也才能不断地形成和加厚。而且有可能形

成很厚的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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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里的地壳反复地上升和下降，则有可能形成

许多煤层。

在内陆湖沼和浅海，由于地壳下降，泥炭层会被陆地

上的河流带来的泥沙会把泥炭层淹没，才随着地壳的不

断下降，覆盖在泥炭层上的泥沙会越来越厚，泥炭层会被

掩埋得越来越深。这些被掩埋的植物遗体，经过长期的

高温高压和细菌的作用，形成了褐煤。由泥炭变成褐煤

的作用，我们把它叫做“岩化作用”。

褐煤在高温高压下，将继续失去水分和挥发水分，碳

会进一步增加，慢慢地变成了烟煤；烟煤进一步变化，最

后变成了无烟煤。

由褐煤、烟煤到无烟煤的过程，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煤

里面碳的含量在不断地增多，所以这种作用又叫做“碳化

作用”或者“变质作用”。

所以说，只有大量的植物是不够的；适当的、有节奏

的地壳运动也是造煤的一个必要前提，二者缺一不可。

说到这里，你对为什么把煤叫做“太阳石”这个问题应该

弄清楚了吧！

在地球形成和演化的整个地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

过有利于成煤的地质条件。例如我国在石炭纪、二叠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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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２．５～３．３亿年）和侏罗纪（距今１．４～１．９５亿年）

等时期，对煤的形成就很有利，我国的煤大都是这些时期

形成的。

把煤作为燃料烧掉，多少年来我们都认为这是天经

地义的事情。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人们才发现煤浑身都是宝。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能源，

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

地球上的化石燃料的地质总储量中，煤炭约占

８０％。目前，世界上已有８０多个国家发现了煤炭资源。

全世界煤炭地质总储量为１０７　５００亿吨标准煤，其中技

术经济可采储量为１０　３９１亿吨。９０％的地质储量和

６０％的技术经济可采储量集中在美国、前苏联、中国和澳

大利亚等国。据世界煤炭研究会的研究发现，从１９７７～

２０００年，２４年内，按最高产量累计可达到１　０３０亿吨。

以现代开采和利用煤炭的速率计算，煤炭资源尚能使用

几百年。

当前世界能源年消耗量中，煤炭仍占三分之一。世

界能源发展史现正进入一个新时期，石油的黄金时代即

将告终，大量增加煤炭的生产和利用已是当务之急。

在各类能源中，今后２０年内可大量增产和弥补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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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能源是煤炭，煤炭成了过渡到２１世纪可再生能源

和核能为主的未来能源的桥梁。到２０００年，全世界煤炭

的总需要量由１９７７年的２５亿吨标准煤增加到６０～７０

亿吨标准煤，当年的煤炭总量将达６８亿吨标准煤。但大

规模开发和利用煤炭，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例如，露天

开采会破坏土地，使矿井地面塌陷。矿井和选煤厂废水

污染，煤矿石处理，烧煤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会造成温室效

应，影响气候等。另外，煤炭给运输也带来一些问题。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石油资源日趋短

缺，水电资源开发殆尽，以及环保技术的进步，现代经济

对煤炭的需求仍将增加。据联合国欧经会预测，世界煤

炭的需求和贸易，在今后２０年中将呈逐渐上升趋势。全

球硬煤的消费量在２０００年前每年平均增长１．３％（每年

增加５　０００万吨），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每年平均增长

１％（每年增加３０００万吨）。世界八大产煤国（中国、美

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波兰、印度、澳大利亚），在今后

的２０年中仍将生产世界煤炭产量的８５％。世界八大产

煤国的煤炭出口量占全球煤炭出口量的８０％。

煤炭的国际能源战略地位日益增强的主要原因是，

亚洲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比世界其他地区要高，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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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供应的增加。迄今，煤在亚

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能源结构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未来的５～８年内，韩国、印尼、泰国、印度、中国等，对

煤的需求十分迫切。

在未来１００年内，煤炭不可避免地仍将是一种主要

能源。我们的任务是寻求更有效的、环境可接受的途径，

使每吨煤发更多的电，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煤炭的

综合利用是今后的发展方向，现在世界各国正在执行清

洁煤技术计划，这将是造福人类的伟大举措。

答：山西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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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血液———石油

　　原油和石油有什么区别？

石油被称做“工业的血液”，它具有燃烧值高、灰分

少、便于运输和使用的特点。１９世纪中叶，石油资源的

发现开创了能源利用的新时代，特别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初，西方国家，首先是工业发达国家，加快了由煤炭向石

油、天然气的转变速度，开始动摇煤炭在能源消费构成中

的主宰地位。５０年代中期，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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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煤炭，成为世界能源供应的主力，使人类利用能源

的历史进入第三阶段———石油能源时期。

大多数科学工作者都认为，石油是地质历史时期的

低等生物大量沉积在浅海和湖泊中，在缺氧条件下变成

有机质，再经过复杂的地质作用汇集起来而形成的。

远古时期，在一些深浅比较适当，水流较平静的浅

海、河口和湖泊中，生长着大量的低等生物。这些生物死

亡后，遗体堆积在较平静的水底上，和泥沙一起沉积到水

下淤泥中，并不断地被新的泥沙掩埋。在这种隔绝了空

气而缺氧的环境里，经过一些特殊的细菌作用，如在厌氧

细菌的分解作用下，破坏了生物遗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

含蛋白质的化合物，在分解过程中，一些气体和能溶于水

的产物散失掉了，剩下的生物遗体部分，主要是一些碳氢

化合物，便形成了有机淤泥。这些有机淤泥，在高温、高

压和放射性元素、细菌的进一步作用下，逐渐转化成为分

散的液态的石油和气态的天然气。

刚刚形成的石油，它们都是一些很小的分散的油滴。

通常这些小油滴是随着水的流动而到处流动的，它们从

这个岩层“旅行”到另一个岩层，运动过程中，由于受重力

作用和地壳运动产生的挤压力的作用，这些小油滴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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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赶到上下都是较严密的岩层中，中间是多孔的砂岩或

者中间多裂缝的岩石，前面又是严密而不易渗漏的页岩

或泥灰岩的贮藏地。在多孔的砂岩或者有裂缝的岩石

中，小油滴越聚越多，油田就逐渐形成了。

石油和天然气的成分很相似，它们通常都住在一起，

所以凡是有石油的地方，一般都有天然气。

由此可见，石油和天然气是古代生物遗体由于地壳

运动被埋在地下，经过长期高压和细菌的作用而逐渐形

成的。但近年来，有些科学家提出，石油和天然气是来自

地球深处的原始甲烷。他们认为，地球形成之初，有大量

的甲烷，这些原始甲烷气体从地球深处渗透到地球表层，

这就是天然气；还有大量的甲烷在巨大的压力下转化为

石油。科学家们称前者为“生物论”，后者为“甲烷论”，目

前，大多数科学家倾向于“生物论”。

埋藏在地下的石油，通过用钻机打井便可以开采出

来。从地下开采出来的石油，叫原油。原油一般不能直

接使用。人们认识石油和掌握石油的加工方法曾经历了

很长的时间。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石油的国家之一。

１　８００多年前，我国汉朝历史学家班固，在他写的《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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