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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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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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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起源和进化过程

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生命是怎样形成的？地球上最初

的原始生命又是怎样产生的？众多生物学家一代代坚持

不懈地深入研究，认为生命的起源和发展需要经过两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命起源的化学过程，是由非生命物

质经一系列复杂的变化，逐步变成原始生命的过程；第二

个阶段是生物进化过程，即由原始生命继续演化，从简单

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从水生到陆生，经过漫长的过程

发展为现今丰富多彩的生物界，并且继续发展变化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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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过程

研究生命的演化肯定要涉及地球的历史。地球的形

成约在５０到４６亿年前，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地球上大部

分时间只有无生命的物质。当时的地球上火山遍地，岩

浆横流。随着地球表面的不断冷却和水汽的增加，大地

上开始出现了水并逐渐汇集得越来越多。约在３９亿年

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海洋。原始海水几乎完全是淡

水，后来逐渐溶入了大量的有机质，如氨基酸、核苷酸等。

在太阳、地球及其他物理作用下，一些有机质形成了蛋白

质。在随后的几亿年中，这些蛋白质越来越复杂，终于在

３４或３３亿年前原始生命开始出现了。地史学家根据古

生物的演化和地壳的运动，将地球的历史分为五大阶段，

也就是五个代，即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

生代。

早期的地球是一个炽热的球体，一切元素都呈气体

状态，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地球上最初的原始



　　　　　　　　　 　

３　　　　

?
生
命
的
进
化

生命是在原始地球条件下，在极其漫长的时间里，由非生

命物质经过四个阶段的化学进化过程，一步一步演变而

成的。

１．从无机小分子物质生成有机小分子物质

米勒实验示意图

１９５３年，美国芝加哥

大学的学者米勒及其助

手在实验室内首次模拟

原始地球在雷鸣闪电下

将原始大气合成小分子

有机物的过程。他首先

把２００毫升水加入到５００
毫升的烧瓶中，抽出空

气，模拟原始大气成分通

入甲烷、氨、氢等混合气

体。然后将入口玻璃管

熔化封闭，把烧瓶内的水

煮沸，使水蒸气驱动混合

气体在玻璃管内流动，进

入容积为５升的烧瓶中，

并在其中连续进行火花放电７天，以模拟原始地球条件

下的闪电现象，再经冷凝器冷却后，产生的物质沉积在Ｕ
型管中，结果得到２０种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其中有１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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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这１１种氨基酸中，有４种氨基酸———甘氨酸、

丙氨酸、天门冬氨酸和谷氨酸，是天然蛋白质中所含

有的。

在地球演化的初期，大量火山爆发的同时，地壳不断

地隆起或下陷，形成了山峰或低地。后来，当地表温度下

降后，散布在原始大气里的、达到饱和状态的水蒸气遇冷

形成雨水降落 ，流到低地就形成原始海洋。氨基酸等小

分子有机物经雨水作用最后汇集在原始海洋中，天长日

久，不断积累，使原始海洋含有了丰富的氨基酸、核苷酸、

单糖等有机物，为生命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２．从有机小分子物质形成有机高分子物质

原始海洋中的氨基酸、核苷酸、单糖、嘌呤、嘧啶等有

机小分子物质经过极其漫长的积累和相互作用，在适当

条件下，一些氨基酸通过缩合作用形成原始的蛋白质分

子，核苷酸则通过聚合作用形成原始的核酸分子。生命

活动的主要体现者———原始的蛋白质和核酸的出现意味

着生命从此有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美国学者福克斯研究认为，原始海洋中的氨基酸可

能被冲到火山附近等温度高于水沸点的热地区，它们在

那里蒸发、干燥和聚合，产生的类蛋白又被冲回海洋，进

一步发生其他反应。他在实验室内将多种纯氨基酸混

合，在无水条件下加热至１６０℃—２００℃，几小时后就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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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具有某些天然蛋白质性质的类蛋白。原始的蛋白质和

核酸与现代生物中的蛋白质和核酸并不一样，它们又经

过若干亿年的不断演变，结构越来越完善，功能越来越复

杂，才形成像现在的蛋白质和核酸的高分子化合物。后

来又有人模拟原始地球条件，用核苷酸等小分子有机物

合成了类似天然核酸的物质。

３．从有机高分子物质组成多分子体系

原始海洋中以原始蛋白质和核酸为主要成分的高分

子有机物经过漫长的积累、浓缩、凝集而形成“小滴”。这

种“小滴”不溶于水，被称为团聚体或微粒体。它们漂浮

在原始海洋中，与海水之间自然形成了一层最原始的界

膜，与周围的原始海洋环境分隔开，从而构成具有一定形

状的、独立的体系。这种独立的多分子体系能够从周围

海洋中吸收物质来扩充和建造自己，同时又能把小滴里

面的“废物”排出去，这种原始的物质交换作用就成为原

始生命的萌芽，这是生命起源化学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很

重要的阶段。但这时还不具备生命，因为它还没有真正

的新陈代谢和繁殖等生命的基本特征。

但是这一说法是模糊而笼统的，目前对这一阶段的

研究依然还没有确切的结论，比较通常的说法是团聚体

假说和微球体假说。

团聚体假说是由前苏联学者奥巴林提出的。奥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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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把均匀、透明的白明胶（一种动物蛋白质）的水溶液

与阿拉伯胶（一种多糖）的水溶液混合在一起，用显微镜

观察，可以看到：原来均匀、透明的胶体溶液变得浑浊了，

继而出现了具有明显界膜的小滴，奥巴林把这种小滴称

为团聚体。由于发现这种团聚体可以表现出合成、分解、

生长等生命现象，奥巴林等人认为团聚体可能是原始生

命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微球体假说是由美国学者福克斯提出的。福克斯等

人把酸性的类蛋白物质用１％的 ＮａＣｌ溶液稀释，经加

热、溶解、冷却以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了溶液中有

无数的球状小体。福克斯称它为类蛋白微球体。微球体

能保持结构的稳定性，具有双层的界膜。微球体能够通

过这个界膜与周围环境进行有选择性的物质交换。它们

在高渗透压的溶液中收缩，在低渗透压的溶液中膨胀。

福克斯认为，微球体就是最初的多分子体系。

４．从多分子体系演变为原始生命

这些具有多分子体系特点的小滴漂浮在原始海洋

中，经历了更加漫长的时间，不断演变，特别是由于蛋白

质和核酸这两大主要成分的相互作用，其中一些多分子

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不断地发展，终于形成了能把同化作

用和异化作用统一于一体的、具有原始的新陈代谢作用

并能进行繁殖的原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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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是生命起源过程中最复杂、最有决定意义

的过程。它直接涉及原始生命的发生，是一个飞跃，一个

质变阶段。所以，这一阶段的演变过程是生命起源的关

键，但目前仅仅是推测，如果能得到证实并能进行模拟的

话，那么就意味着能人工合成生命，这将是生命科学上一

个重大的突破。

１９６５年，我国科学工作者首次人工合成了具有生物

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结晶牛胰岛素是一种比较简单的

蛋白质分子。１９８１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又人工合成了酵

母丙氨酸转运核糖核酸，它比牛胰岛素的分子量约大４
倍，结构也复杂得多。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运

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对生命起源化学进化过程第二阶

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我国在探索生命起

源问题上取得的了重大成就。

海水能阻止强烈的紫外线对原始生命的破坏杀伤作

用，原始海洋是地球上最初产生的有机物的汇总场所，有

机高分子的形成，多分子体系的组成，以及原始生命的诞

生都是在原始海洋中进行的。所以说，原始海洋是生命

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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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进化———从原核细胞
到真核细胞

　　近代细胞学研究，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细胞

超微结构研究的开展，发现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之间内

部结构差别悬殊，从而证明生物界内部在结构上的最大

的不连续不是在动物和植物之间，而是存在于细菌、蓝菌

等原核生物与单细胞、多细胞的真核生物两大类生物

之间。

生物生命史研究证明，原核生物在地球上出现很早，

而且在整个生命史的前３／４的时间里，它们是地球生物

圈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员。从化石记录来看，虽然有争

议的单细胞真核生物化石出现于１９～２０亿年前，但较可

靠的、大量的真核生物化石出现于元古宙晚期，即大约８

～１０亿年前。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之间差别悬殊，从原核细胞向

真核细胞的进化是最重要的细胞进化事件。由于缺少连

续的中间过渡类型，因此学者们在进化过渡方式上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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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争议，出现了主张渐进式的进化与主张通过细胞内

共生而实现过渡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主张真核生物起源于细胞内共生的观点可以追溯到

２００多年前。１８８３年 Ａ．Ｆ．Ｗ．Ｓｃｈｉｍｐｅｒ发现植物叶绿

体可以自主繁殖、分裂，从而认为植物的质体来源于“寄

生”的蓝绿藻（即蓝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波士顿

大学的生物学家Ｌ．Ｍａｒｇｕｌｉｓ出版了她的专著《细胞进化

中的共生》，重新提出并详细论证了“真核细胞起源于细

胞内共生的假说”。她认为真核细胞是一个复合体，原核

细胞才是最小的细胞单位；真核细胞起源于若干原核生

物与真核生物祖先的胞质（ｃｙｔｏｓｏｌ，即相当于除了细胞

器以外的真核细胞成分）共生。

具体地说，真核细胞的线粒体和质体来源于共生的

真细菌（线粒体可能来源于紫细菌，质体来源于蓝菌），运

动器（包括鞭毛和胞内微管系统）来自共生的螺旋体类的

真细菌。这一假说除了有许多自然界的细胞内共生的事

实和真核细胞器相对的独立性，以及细胞器ＤＮＡ中有

与原核生物ＤＮＡ相同的序列等有利的论据之外，还得

到了近来比较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结果的支持。

例如，对不同生物核糖体核酸的亚单位１６ＳｒＲＮＡ
的一级结构的比较研究证明，真核细胞的确是一个复合

体，它的胞质部分和细胞器部分是不同来源的。真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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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胞质部分是和原核生物中的真细菌及古细菌同样古

老，而细胞器则接近于真细菌。

但是，内共生假说也存在着一些难点和论据不足之

处。例如，内共生说对细胞核起源难以解释。又如，真核

细胞的细胞器ＤＮＡ与原核细胞ＤＮＡ有部分相同的顺

序，这被作为内共生说的论据；但是真核细胞质体中的

ＤＮＡ也包含真核生物特有的核基因和内含子序列，而且

真核细胞核ＤＮＡ中也包含有与原核细胞ＤＮＡ相同的

部分，可见内共生说这方面的论据是不足的。反对内共

生说的学者认为这个假说太粗糙，只注重形态学方面而

忽略细胞生理和生化特征。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有一些学者用吞噬作用、内胞形成

和细胞内间隔作用的渐进发展来解释细胞核与细胞器的

起源。最近又有人提出膜进化理论，即用膜分化导致代

谢分隔来解释细胞器和细胞核的起源。

主张从原核细胞到真核细胞是渐进的、直接的进化

过程的学者们提出了下面一些论据：

（１）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之间存在着一些中间过渡

类型，例如原绿藻（没有细胞核，但色素组成等特征与绿

藻相似）、蓝菌（原核细胞，但其光合作用与真核的植物相

似）、红藻（真核细胞在色素组成上接近蓝菌）；

（２）从代谢的生理、生化特征的比较看，真核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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