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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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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家园

美丽的家园

在茫茫的宇宙中，太阳系家族里有一颗美丽的蔚蓝色星球，

那就是我们的家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如果你站在距地球３８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上观察地球的话，

你会发现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球体。它的表面大多为蓝色，那是海

洋；还有白色，那是极地和高山的终年积雪；也有棕黄色和绿

色，那就是陆地和陆地上的植被了。

地球上７０％的表面被海洋覆盖着。风和日丽时，这里是波

光粼粼，水天一色；风暴雨狂时，这里是惊涛裂岸，白浪滔天。

这里游弋着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这里生长着美丽的珊

瑚。这里过去曾经是生命的摇篮；这里现在依然是无尽的宝库。

地球上的陆地只占不到１／３的面积，却有着复杂多变的景

观：有一望无际的平原，连绵起伏的丘陵；有茂密的森林，茫茫

的草原；有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也有人迹罕至的西域戈壁；有

赤道热带的绮丽旖旎，也有南北两极的银装素裹；有刺破青天的

喜马拉雅山，也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在我们的家园里繁衍生息着许许多多的动物、植物和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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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在内。

这里是一个植物的世界，没有植物，地球上就没有生命，人

类和动物都需要植物来供给食物和氧气。我们餐桌上丰盛的佳

肴，身上穿的牛仔装或时装，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植物。在各个

国家里，都有许多人养花、种菜、供人们观赏和食用。科学家从

植物中提取各种成分来制药，像治疗疟疾的奎宁、治疗感冒的板

蓝根冲剂等。植物的种类很多，外形千姿百态，最小的海洋浮游

生物用肉眼是无法看到的，而高大参天的 “世界爷”———巨杉，

竟有８３米高，相当于３０层楼房那么高。它有３５００年的树龄，

树围３１米，大约要２０个人手拉手才能围过来，树干基部凿成的

隧道竟可通过汽车。

植物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能够利用阳光生产自身生长繁殖所

需要的养分。与动物不同，植物不能自己移动。植物界至少有

３０万个物种，它们分为藻类、菌类、地衣、苔藓、种子植物

（由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组成）。我们日常见到最多的是种子植

物，它们中有高大挺拔、四季常青的松柏，也有五彩缤纷、芬芳

宜人的鲜花，我们吃的谷物、蔬菜、水果也属于这一类。

我们的家园也是个动物的王国。许多人一定看过并且喜爱

《动物世界》这个电视栏目。看到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我们生

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有种久违了的回归自然的感觉。性情温和、身

材矫健的瞪羚在非洲大草原上漫步，高高的长颈鹿从容地俯下头

在水边饮水，几只小猎豹相互追逐、嬉戏，成群的大象在泥泽中

尽情地沐浴，上万头牛羚随着季节和环境的变化，成群结队，浩

浩荡荡长途迁徙的情景，真是让人惊心动魄。“鹰击长空，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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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呈现出大自然和谐而美丽的画卷。

打开动物王国的大门，首先令我们惊愕不已的是那繁多的种

类。动物界的物种可能有１００万种以上，科学家们为了能把如此

众多的动物分清查明，并研究它们彼此的亲缘关系，把动物分成

了十几个门类，如：海绵动物、腔肠动物、扁形动物、环节动

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脊椎动物等等，脊椎动物又进一步分

为无颌纲鱼形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

物。我们人类就属于最高等的哺乳动物。这些动物对于我们来

说，有的可能不熟悉，但有的我们不只是熟悉，而且它们与我们

的生活密不可分，如：我们穿的皮衣、毛衣、丝绸，我们吃的

肉、蛋、奶，预防疾病接种的疫苗，田里劳作的耕牛，疆场驰骋

的战马，家中饲养的宠物等等，这样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可以

说动物已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依偎在妈妈怀里的孩

子，听的是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故事，念的是 “小白兔，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的童谣，看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动画片，两

只胖胖的小手上抱的是小狗熊或大熊猫的绒毛玩具。上学的孩

子，学的是 “狐狸与乌鸦”的寓言，背诵的是 “两个黄鹂鸣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左牵黄，右擎苍，”“西北望，射天狼”。

看看我们的梨园舞台，这边是孙悟空大闹天宫，那边是白娘子断

桥会许仙，一段孔雀独舞令观众如痴如醉，一曲百鸟朝凤更让听

者忘记了自己身置何处。再来看看我们的体坛和画苑：使我们强

身健体的五禽戏模仿五种动物的姿态竟是如此惟妙惟肖，齐白石

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又是多么传神！动物已成为我们生

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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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从动物身上得到的启迪。最早的飞

机像鸟，更像蜻蜓；潜艇流线形的造型像鱼，更像海豚；斜拉桥

的承重受力分布与猎豹身体极为相似。

因为有了生命活动，我们这个家园变得如此充满活力，如此

丰富多彩、美丽多姿。

变迁的家园

我们的家园如此美丽，那么它最初是什么样子？它从何而

来，又向何而去？千百年来多少人一直在苦苦思索，试图解开这

一千古之谜。现在对于地球的过去，答案虽不能说已经完整，至

少已有了基本的轮廓。

据科学家们估计，地球的年龄大约有４６亿岁，地球和太阳

以及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由宇宙中的巨大气体和尘埃云

形成的。在它刚刚形成的时候，是一个沸腾的热度极高的岩质和

水汽的混合体。

几百万年过去了，地球渐渐地冷却下来，表面形成一层薄薄

的密闭的地壳，水蒸汽冷却后成了今天的海洋。我们从２０亿年

前的化石中知道，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生命形式是细菌，然后又

逐渐演化出蓝绿色藻类植物。这些植物释放出氧气，氧气从海中

逸出，进入大气层，并形成了臭氧层。这个臭氧层隔开了太阳释

放出来的致万物于死地的紫外线，形成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庇护

着生命向陆地和空中发展，至此，生命发展的条件已完全具备。

大约在６亿年前，生命的演化出现了早期的水母、珊瑚等；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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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年前，有了三叶虫、鹦鹉螺等；１．５亿年前，整个地球被庞大

的恐龙家族统治着，一直延续到６５００万年前；恐龙神话般地消

失后，却迎来了鸟类和哺乳类的繁荣昌盛。

距今２５０万年左右，我们的家园里出现了一位重要的新成员

———叫做 “能人”的猿人。尽管他还不能直立地行走，但却用制

造出的粗糙的石器和简陋的遮蔽物宣告了一个崭新的世纪———石

器时代的到来。距今５万年前，我们的 “能人”站立起来了，成

为直立行走的直立人。距今５万年前，现代人———智人亚种出

现。到了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史前人类开始使用金属，标志着人类

早期文明进入的新的阶段。

在自然状态下，我们的家园一直没有停止过变化。最初，地

球上所有的大陆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成为一大块被称为 “联合古

陆”的超大陆。大约在２亿年前，超大陆开始分裂，到大约１．３５

亿年的时候，超大陆分裂成两块———冈瓦那大陆和劳拉西亚大

陆。前者形成了今天的印度、南美洲的大部分、澳洲和南极洲；

后者形成了今天的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大陆躺在许多被称为板

块的大块固态岩石上，以每年大约２．５厘米的速度缓慢的漂移

着，移动的速度大概和我们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而且，这种

漂移至今仍在进行。当板块漂移发生碰撞或挤压时，就会造成火

山、地震和海啸，并且使高山隆起，地壳下陷。号称 “世界屋

脊”的喜马拉雅山就是这样从一片汪洋中逐渐升高而形成的，并

且还在继续升高。这种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是以地质年代为时间

尺度单位来展示的。这种缓慢的环境变迁的作用在我们家园的一

隅保存下了一些原始的哺乳类，像鸭嘴兽、针鼹等，让我们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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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到生命进化的中间环节。

使我们家园旧貌换新颜的另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气候。从地球

形成以来，气候不断地发生周期性变化。全世界各地在地质历史

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冰期，即震旦纪冰期和石炭纪、二迭纪冰期

及第四纪冰期。离我们最近的第四纪冰期的末期，巨大的冰帽覆

盖了世界上１／３的陆地，北美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在冰

层之下。我们的庐山、大理等地，也留下了冰川的遗迹。寒冷的

冰期，以及冰期末期的海平面上涨，对我们家园的居住者，无疑

是一场大的灾难。只有在一些得天独厚的小环境中生活的动植

物，才有幸躲过，像红杉属的植物，在恐龙时代曾是北半球的优

势种，广泛分布于亚洲和北美的中、高纬度地区。而在经历了第

四纪冰期后，仅仅留下了美国的巨杉、海岸红杉和我国被称为

“活化石”的水杉种孑遗植物。

在生命进化的漫长岁月中，物种的形成和消亡一直在进行。

科学家认为，在地球上存活过的动物和植物已有９９％自然灭绝

了。当地球上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有些生物不能适应这种变

化，就被大自然无情地淘汰掉，从我们这个家园中消失了。在史

前时期，曾经发生过几百种生物大规模同时灭绝的事情，通常都

是由于气候急剧变化所引起的。一些物种灭绝了，又有一些新的

物种诞生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在

这个法则的约束下，尽管我们的家园发生过巨大的变迁，经历了

可怕的灾难，却一次又一次靠着自身的力量恢复到欣欣向荣、生

机勃勃的状态。

当人类出现后，特别是人类活动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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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园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曾经是动植物生存的地方变成

了人类居住的村庄、城镇和都市；一些鱼儿洄游的河流上矗立起

了它们难以逾越的大坝；数以万计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进入到

我们家园的天空、土壤、河流和海洋，进入到我们家园每个成员

的身体里。对于我们的美丽家园，这些化学物质完完全全是陌生

的，没有谁会知道它们将给我们的家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人类数量的急剧增加是我们的家园出现的另一个巨大的变

化。当今的地球上，恐怕难以找出第二种像人类这样拥有５０多

亿之众的大型哺乳类动物了，从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我们可以

进一步看到这种变化对我们家园的影响的冲击。

在人类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人口数量增加缓慢。

人们认为，在公元元年，世界人口大约为３亿左右，自那时起一

直到１８世纪中叶，人口增至８亿。世界人口大约每１５００年增加

一倍。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增长率，那么，要到第四个

１０００年，即公元３２５０年，世界人口才达到１６亿。然而，无情

的事实是从１８００年起，人口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到１９００年，世

界人口已达１７亿。仅仅用了１５０年而不是１５００年，人口就增加

了一倍。到１９５０年，世界人口增至２５亿，这一次人口倍增，用

了不到１００年的时间。而在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８７年短短的３７年，人

口又增加了一倍，达５０亿，１９９１年，全世界的人口超过５４亿。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增加的人口相当于一个印度 （一

个占世界人口第二位的国家）的总人数。在公元元年后的第一个

１０００年中，世界人口稳定在３亿左右，而在第二个１０００年中，

猛增到了近６０亿！罗伯特·里佩托曾作过这样的计算：如果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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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口按每年１．６７％的年增长率继续增加，到２６６７年时，地球

上除了南极洲以外，所有的陆地表面都会挤满人。如果冰冷的南

极也能居住的话，也只能再为７年中增长的人口提供个立足

之地！

如果世界真的是按罗伯特·里佩托所说的那样继续变化，我

们的家园，我们富饶而美丽的家园，我们全人类的朋友———动植

物共有的家园最终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大概知晓了它从何

处而来，我们还能把握它向何处而去吗？

共同的家园

如果我们按照施里达斯·拉夫尔的形象描绘，将几亿年的地

质年代压缩为易于把握的时间尺度，用１年代表５０００万年的话

（姑且称为家园时间），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人类在地球———我们

的这个家园中的位置。从太阳系形成开始到现在，家园时间为

９２年；在家园时间３２年以后，地球之海才出现了最早的生命；

又过了５０年，当家园已经８４岁时，最早的动植物才刚刚出现；

在最后一次冰河期期间，也就是家园时间８小时以前，现代人类

才开始在地球上繁衍；在此时，我们的家园已有９２年的历史，

而人类在其中却只生活了不到一天。当人类诞生时，家园里早已

是一片富饶之地，到处是各种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人类在这个

生物的大家庭中不过是个新生的婴儿，是地球家园里的新成员。

但这个新生的婴儿却拥有着神奇的力量，他在数小时中发展

了农业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家园支持生命的能力。在５分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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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次产生了奇妙的创造性和难以置信的

破坏性的社会巨变。工业革命使居住在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

肤色的人们彼此在空间上的距离大大缩小了。对于生活在中国的

人来说，北美的加拿大、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都已不再是遥远不

可及的国度了。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过

程中，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臭氧层空洞，全球变暖并不只是影响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

影响整个地球；西欧和中欧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既

影响了挪威，也影响了瑞典；切尔诺贝利的核尘埃飘到了远在冰

岛的农场；尼泊尔的森林砍伐导致了孟加拉的洪水泛滥；埃塞俄

比亚森林砍伐造成了苏丹和埃及的供水短缺；北半球ＣＦＣ （氯

氟烃）的排放增大了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居民患皮肤癌的危险性；

矿物燃料的燃烧和其它工业活动排出的气体引起全球气候变化。

由此可见，国界可以将各个国家区分开，但却无法将共同的环境

问题分隔开。

因此，环境问题———无论它们是以全球的、越境的或国家的

形式表现出来，归根结底是国际问题，它们无法在一个国家的范

围内全面彻底地解决。

人类能够从全球角度看待并统一行动起来对待环境问题，是

经过长期努力而达成的共识。１９７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这次会议是

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全人类已将环境问题放到了全球议事日程

上。各国代表首次集合在一起，研究地球的现状，它提高了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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