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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通俗流畅的语言为读者打开了有关地球陆

地和海洋的一扇扇“探索之窗”。透过这些窗口，你不仅

可以粗略地认识它们的发展历史脉络，尤其能较真切地

窥视到近年来有关地球科学研究进展的最新成果和最

新见解。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适合广大中、小学生及地

理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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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未来的时代航船已经启动!

《科学新知丛书》是作者们怀着美好的祝愿和殷切

的期望，献给未来的主人———广大青少年的一份珍贵

礼品。

青少年朋友们，你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

达、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速

度之快、规模之大、对人类社会影响之深，都是过去任何

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主人，要

想胜任驾驭时代航船的重任，就必须把自己培养成掌握

丰富科学文化的创造型人才。

“才以学为本”，学而有进，不学则退。文化科学素

质的提高是以科学知识的学习为重要前提和阶梯的，自

然科学知识是创造型人才优化知识结构中极其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广大青少年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

畅游，去采撷知识的浪花。

《科学新知丛书》是针对青少年增长知识、发展智力

的需要，在中学生已有课内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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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和延伸，广泛吸收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当代各种高科技发展的新成

果而精心编写的一套综合性课外读物，旨在以高密度的

基础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的科技知识武装青少年的头

脑，使广大青少年紧跟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综合

地、整体地了解当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水平，

为青少年的智力发展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铺垫深厚

的知识功底，培养热爱大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科学意识，

激励好奇心、惊奇感、探索欲望和创新精神，学习科学思

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以达到开阔

视野、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发展智慧的目的。

《科学新知丛书》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图文并茂，形

式活泼，文字生动流畅，论述通俗易懂，有很强的可读

性，是一套科学性、思想性、趣味性高度统一的精品科普

读物。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青少年成长途径中的良

师益友，帮助青少年朋友“站在巨人的肩上”，迅速成长

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杰出人才。

愿你们驾驭着时代的航船，频频闪射出科学创造的

眩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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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王一峋 郭桂俊

我们生存的地球实在是过于渺小了，它和宇宙相

比，连沧海一粟的“一粟”也不如。

正是在这平凡中孕育着非凡的伟大。地球是宇宙

中迄今所知唯一存在高等生命的天体，这就是人类，在

这颗淡蓝色的星球上，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无数奇迹。

可是，青少年朋友们，你们是否知道，人类所有的文

明成果，对于知识的大海来说，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即使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地球表面———陆地和海洋，在

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人类的认识也是从一个旧有的基

础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正如有些科学家所说: 我

们的知识视野扩大了，我们与未知领域之间的“接触面”

也就随着扩大。于是，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了“学而后知

不足”这句古训的分量。

笔者在这本小册子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以尽量通

俗的语言，打开了有关地球、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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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扇的“探索之窗”。从这些窗口中，我们不仅可以粗略

地看到人类认识地球、陆地和海洋的历史脉络，尤其能

够比较真切地窥视到一些 20 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有关

地球科学进展的新成果和新见解。

紧扣地球科学进展的时代脉搏，是该书的独到之

处，如横亘东西的古地中海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所谓

的“百慕大魔鬼三角海区”到底是怎么回事? 厄尔尼诺

和拉尼娜是如何与气候的变化发生关系? 通过作者深

入浅出的介绍，读者会对以上问题有充分的思索和回味

的空间。

小中见大，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十一章的篇

幅，带领读者鸟瞰了地球表面所有重要的部分。相信每

位读者都会从中找到自己所关注的一个到几个“兴趣

点”，并由此引发进一步求知和探索的热忱。如果能够

这样，我们将感到极大的欣慰。

无可讳言，人生存的空间对于地球来说，同样也是

十分有限的。人的寿命比之于地球上的板块运动、海陆

变迁则显得更加短暂。时代的局限，这是人类的每一个

个体都无可回避的历史的羁绊。正因为如此，写地球的

大陆和沧海，写沧海之变，就难免挂一漏万。书中欠妥

和不当之处，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所有这些，在恳请

读者见谅的同时，更希望得到指正。

先入为主和科学新发现带给笔者的深刻印象和惊

喜，也必然不时地流露于笔端。它们不一定都是真知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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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但是它们都是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的呼唤。

呼唤读者，在 20 世纪地球科学的认识成果的坚实基础

上大踏步地前行，从地球科学的新成果中汲取科学哲学

的力量。希望它能够激发读者的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不

负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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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中的地球

地球的起源和演化

天象是大自然中最富于神秘性的审美对象，那一轮

红日，在人们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时圆时缺

的月亮，还有那银河和满天星斗，引发了多少美丽的神

话，如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还有牛郎织女的

故事。天文上最大的概念是宇宙，宇是指无边无际的空

间，宙是指无始无终的时间。宇宙之大，大得使人们难

以想象。我们用双眼看星空可观测到 6000 多颗恒星，

若是用小型望远镜能看到恒星 5 万余颗，用现代最大的

天文望远镜能观测到 100 亿颗以上，天文科学家估计银

河系最少有恒星 1500 亿颗，而宇宙之中有无数个这样

的银河系，太阳仅仅是银河系内亿万颗恒星中的一个。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关于宇宙的形成自古就有许多

传说。我国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故事，说宇宙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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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像鸡蛋的黑暗混沌气团，盘古就孕育其中。过了

18000 年，盘古醒来，眼前一片漆黑，于是挥动板斧劈开

像鸡蛋的混沌气团，轻而清的东西上升变成了天，重而

浊的东西就变成了大地，从此有了天地之分。古希腊神

话说，宇宙初始在一片混沌之中，最初出现了盖娅( 大

地) 女神和乌拉诺斯( 天空) 男神，他们生下的孩子们具

有超人力量，并长有 1000 只手，由于这些巨人的支撑，

宇宙才不至于回复到混沌之中。

地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为了探索这一奥秘，早在

远古时期，人们就做过许多尝试。某些古代的神话把初

生的地球描绘为一个温热的液体。1644 年法国的哲学

家笛卡儿把最早的地球看成一团宛如太阳的炽热体。

中国先秦时就有天地生于气，“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的

说法。对地球起源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探讨，是从 18

世纪中叶才开始的。因为地球是太阳系的成员之一，所

以地球的起源和太阳系的起源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

自 1775 年德国哲学家康德第一个提出太阳系起源

的星云说以来，太阳系起源的学说已有 40 多种，但其中

还没有一种学说是比较完整和普遍被接受的。太阳系

起源的各种学说可分为灾变说、俘获说、星云说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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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变说

亦称分出说。该学说认为太阳系主要成员的构成

物质，是宇宙中某种偶然的巨变事件突发的结果。这种

巨变可能是太阳自身的爆发，也可能是走近太阳的恒星

或碰撞太阳的恒星所造成的。

1745 年，法国动物学家布丰首次提出灾变说，他认

为曾有一个巨大的彗星碰撞固态太阳的边缘，这就造成

了太阳的自转，并碰撞出大量物质，冷却下来形成行星。

1900 年，美国地质学家张伯伦提出，有一个恒星行进到

距太阳几百万千米的位置时，于是在太阳的正、反面就

掀起了两股巨大的潮，并抛出物质聚合成行星。1916

年，英国天文学家金斯假定，有另一个恒星从太阳旁边

掠过，于是在太阳的表面就产生了潮汐隆起，而正面的

隆起物逐渐从太阳脱离引出了一条带状物质，然后这个

带分裂成若干块，以后各自聚合成了行星。此后，还有

双星说、超新星说等灾变学说。

灾变说的偶然性因素是其最致命的弱点，它不能解释

太阳系角动量的特殊分布等问题，该学说已基本被否定。

(角动量或称动量矩是转动的一种量度，它等于角速度和转

动惯量的乘积，或大致等于质量、速度和轨道半径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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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中，太阳的质量是太阳系各行星质量总和的 750倍，

但它的角动量却占该系统的 2% ; 与此相反，行星的质量虽

小，但角动量却很大。究竟是什么作用导致这一转动系统，

使太阳的转动显得太慢，而行星则转动显得太快，这一直是

太阳系起源假说的一个最大难题。)


俘获说

该学说认为组成行星和卫星的物质是太阳形成以

后，从太阳邻近区域的恒星星际空间捕获到的。

1944 年，前苏联学者施米特认为，太阳在宇宙运行

中穿越了某个星际云，捕获了大约相当于太阳质量 3%

的星际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才逐渐演变成行星和卫星。

爱尔兰学者埃奇沃思、英国学者彭德雷、印度学者米拉

特等也提出了类似的俘获假说。

俘获说提出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说明太阳系

角动量的异常分布。但经过计算，俘获的概率极其微

小，且仍无法解释不变平面等其他一些问题，故该学说

也已被搁置。


星云说

亦称共同形成说。该学说认为太阳系所有的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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