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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小藻球是怎样净化污水的呢？含羞草可以预报地震

吗？卷柏为什么又叫九死还魂草呢？你见过能预测气温的

草吗？什么是臭氧层？为什么水开后会冒蒸汽？混凝土车

为什么会边走边转呢？仿真汽车是汽车吗？青春期的女孩

很容易长胖的吗？我为什么长大了？多吃甜食有好处吗？

为什么不能空腹吃柿子？没有炒熟的四季豆为什么不能

吃？发芽的土豆为什么不能吃？……生活中有太多令孩子

们好奇而又解释不了的问题。别急，本套丛书内容涵盖了

人体、生活、生物、宇宙、气候等各个知识领域，用最浅

显通俗的语言、最幽默风趣的插图，让小朋友们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提高阅读兴趣，不断扩充知识面，激发孩子们

的想象力。相信本套丛书一定会让孩子及家长爱不释手。

让我们现在就出发，一起到科学的王国探秘吧！



用心发现，原来世界奥秘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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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的大家庭里，有三个“气”字辈的兄弟，分别叫

气候、气象和天气。你别看它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气”字，

可是它们的脾气却很不一样。

气候是大哥，它的心胸非常宽广，可以容纳一个地区多年

的冷、暖、干、湿情况。比如，非洲常年的干旱和炎热，昆明的

四季如春，东北的冬冷夏热等等，都属于各地区的气候特点。也

性格各异的“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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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各自的特点

不同，才形成了很多气候类

型。比如说，热带气候、温带气候、寒

带气候、草原气候、沙漠气候和季风气候等等。这些

气候类型分布在世界各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人类的长相和气候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现在，

和我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影响我们容貌的吧！我们在地球

的中心沿着东西方向画一个封闭的圆，这个圆圈叫做赤

道。赤道附近属于热带气候，光照强烈，气温很高。长期

受这种气候影响，当地人的皮肤被晒成了巧克力色，渐渐

形成了黑色人种。这就是为什么横跨赤道的非洲有那

么多黑人的原因啦！而欧洲国家一般都离赤道较远，

常年不能被太阳直射，所以光线也没有非洲那么强，

气温较低，因而，这里大部分都是白种人。为了抵御

低温，欧洲人还长出了细密的体毛来为身体保暖。

老二是气象，它十分富有，很多自然现象都是它

的宝贝。这不，风、霜、雨、雪、云、露、虹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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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财产，而且拿出其中任何一个，我们都可以

说这是一种气象。每年的3月23日还被定为“世界

气象日”，在这一天里，世界各国都会就一个与气

象有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除了世界气象日，

还有很多与气象有关的节日。例如，加拿大和日本

的雪节，泰国的雨节，我国黑龙江漠河的“夏至

节”等等，在这些日子里，人们为了纪念特别的

气象而庆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天气最小，但它可是个善变的小家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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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几天，甚至是几分钟就会变化一次。

生气的时候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高兴的

时候微风阵阵、细雨绵绵，真让人摸不着

头脑。不过，这个小家伙却深受电视台叔

叔阿姨们的喜爱，每天各个频道总是在黄

金时段，争先恐后地播出天气预报，让全

世界人们都了解它的变化。

那到底是什么让天气不断变化的呢？

这就要归功于气团了。所谓的气团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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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中温度和湿度比较相近的空气都聚

集在了一起，好像一个大大的菜团子。

我们把气团分为冷气团、暖气团、干气

团和湿气团，这些团子飘到哪儿就会影

响哪儿的天气。比如说，冬天寒冷而干

燥，那一定是冷气团和干气团漂浮在我

们周围了；春天温暖而多雨，那就是可

爱的暖气团和湿气团来和我们

做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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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抬起头看到湛蓝的天空时，是不是会产生

疑问：天空怎么是蓝色的呢？这就要归功于

大气层了。大气层是环绕在地球

地球厚厚的外衣
 ——大气层

6



表面的厚厚的没有颜色的气体，它像一件柔软蓬松的外衣包裹

着地球，保护着地球。

那它又是怎样变成蓝色的呢？这还要从太阳说起。太阳光

原本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不过它要经过

大气层的层层筛选和吸收才能来到地面和我们亲密接触。太阳

光里那种红色或者和红色相近的光线非常锐利，它们能够直接

穿透厚重的大气层照射到地球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平时我们看

到的阳光都近似红色的原因。而蓝色、紫色和青色的光就没那

么容易穿过大气了，它们一碰到大气层，就会被大气层给“反

弹”回来，这种“反弹”其实是大气对太阳光的一种散射作

用。因此，这种蓝色和类似于蓝色的光就被“截留”在大气层

上了，所以天空就呈现出一片蔚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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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地球上为什么会有大气层

呢？其实，在地球刚诞生的时候，它周

围是没有大气的，那时候地球上的环

境非常恶劣。白天，太阳光照射过来太

热；晚上，太阳落山后又太冷，所以那

时的地球上也根本没有生命。后来，地

球上的火山不断喷发，生成大量气体，

构成了最原始的大气。经过了46亿年的

漫长演变，大气里逐渐有了生命生存所

需要的氧气和氮气，还在紫外线的帮助

下，形成了臭氧层，最终

变成了今天的大气层。

正是有了大气层这件

厚厚的外衣，地球才不会

骤热骤冷，渐渐变得温和

起来；它还保存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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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水分，变幻成各种样子降临人间，滋润大地；它的臭氧层

还隔离着太阳的紫外线，让生物免受侵害，尽情享受温暖的阳

光。总之，大气是地球的保护者，是生命的摇篮。

大气层不单单是各种气体的堆积，它按照距离地面的高

度，从低到高分成了五层，分别是：对流层、平流层、中间

层、电离层和散逸层。其中对流层到地面的距离不足20千米，

是一个精彩的大舞台，每天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演着

风、雨、雷、电、雪、冰雹等天气现象的“交响曲”。平流层

大约在地面以上20—50千米，这一层环境很稳定，没有过多的

天气变化，因此飞机就在这一层平稳而持续地飞行。再向上是

中间层，大约距地表50—80千米。这一层空气已经很稀薄了，

而且温度也降到了-100℃以下。中间层以上到1000千米的高空

是电离层，它因为能够强烈地反射无线电波而得名，绚丽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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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就是经常在这里出现呢！又因

为这一层能够大量吸收太阳光中

的紫外线而加剧增温，所以又被

称为热层。最后一层就是散逸层

了，这里的空气极其稀薄，还有

很多空气分子带了电后从这里逃

到太空里去呢！

1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