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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力，而科学知识的普及则是实现

这一推动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科普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抓住这个

契机，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质，是全

社会的重要课题。

科学教育则是提高广大群众素质的重要因素，是现代教育的

核心，不仅能使读者获得生活和未来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

的是能使读者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及科学方法的

熏陶和培养。

科学教育，让读者树立这样一个牢固的信念：科学总是在寻

求、发现和了解世界上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它既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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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的，又在不懈追求真理，需要我们不断地为之努力奋斗。

在21世纪，高科技的不断发展，为科普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天

地。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

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日益渗透于经济

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活跃

因素，并且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

点、现代化的战争、通信传媒事业的日益发达，处处都体现着高

科技的威力，同时也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对

于科学知识充满了渴求。

对迅猛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不仅可以使广大读

者了解当今科技发展的现状，而且可以使我们树立崇高的理想：

学好科学知识，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丛书《科学世界面面观》，包括

《科学小博士的学问》《哈勃望远镜的全记录》《地球仪360°旋

转》《气象卫星在线信息》《动物园的里里外外》《植物世界大

全景》《自然学家的手记》《海洋世界的潜水员》《兵器档案全

公开》《人体器官透视解说》，共10册。

本套丛书知识全面，内容精练，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通

俗易懂，能够培养我们的科学兴趣和爱好，达到普及科学知识的

目的，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启发性和知识性，是广大读者了解科

技、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高素质、启迪智慧的良好科普读

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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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渺的大自然

大自然是指狭义的自然界，即自然科学研究的无机界和有机

界。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和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

以生长的基础。

可以说，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

球以及宇宙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研究大自然的科学就是自

然科学，自然科学又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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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这些科学又有着繁杂的分支学科。

如生物科学又可分为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菌物界、植

物界以及动物界等，而各界还可分出门、纲等分支。

大自然诞生了人类，养育了人类，人类就应该尊重大自然。

从表面看，我们人类只是父母所生，而事实上是大自然的天然养

分，如阳光、空气、水、粮食、蔬果，将人类从胚胎养育成鲜活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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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自然里，有脊椎动物45 000多种，其中鸟类1200多种，

鱼类3800多种。现有昆虫300万种，已经确认的种类仅100多万

种。

大自然里有着数不尽的天然资源，但并不代表这些天然资源

将永久存在。作为地球的主人，人类应该爱护自然，保持自然，

适度地使用自然，不要无度地开采、开发自然资源，不要让大自

然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地球和平共处，

自然灾害才会离我们远去。

自然界一切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益的存在物，如山川草木、飞

禽走兽、大地河流、空气给养、物蓄矿产等，都是维护人类“生

命圈”的重要资源。对大自然的热爱，实质上是对人类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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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爱。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开端。面对人与自然的

冲突，人们不应我行我素，也不必悲观失望，而是应该促进自身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使自然界能够长久地、充分地、尽可能完善

地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服务。 

大自然有许多动物都是天生的建筑师，马蜂窝的建筑结构，就

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建筑结构和它比起来也不过是小

巫见大巫。各种植物的形状及结构也让人觉得完美。

在线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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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物质循环，地球上的一切生灵将不复

存在。物质循环是指无机化合物和只有一种元素的单质通过生态

系统的循环运动。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可分为三大类型，即水循环、气体型循

环和沉积型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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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有机体由40多种元素组成，其中碳、氢、氧、硫、磷等

是最主要的元素，它们都来源于环境，构成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生

物个体和生物群落。

在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植物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给

消费者——动物消耗；消费者产生的废弃物及生产者的残体被分

解者——微生物消化，又转化为无机物，返回环境，供植物重新

利用。地球上无数个这样的物质循环，汇合成生物圈的总的物质

循环。

以生物圈的碳循环为例，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

从大气中取走，然后合成碳水化合物贮存在体内，食草和食肉动

物再分别通过食物链来吸收这种营养物质。

动物的呼吸和微生物对动植物残体的分解，又将碳以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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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形式排到大气中。

没有被完全分解的有机残体被埋在地下，堆积在海底，又转

化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人类开采燃料，在燃料燃烧的过程中

也向大气中排入大量的二氧化碳。

像碳一样，生态系统中几乎所有的营养物质都在生物与非生物

环境之间不停地做循环流动。物质循环的顺利进行使生态系统的各

部分协调一致，对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人类大规模地进行干扰，物质循环就不能畅通地进行，

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导致生态失衡。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人类的活动不断地加剧，将大量的矿

产从地下开采出来，并且人工创造了一些自然环境中本来不存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